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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内容概要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是一本故事集，一本另类的故事集，因为它讲述了七名患者真实的故事，叙述
了他们由于神经方面不同的病因，而遭受到的生活上的变故。
虽然中医与西医间很多方面不尽相同，但两者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我肯定中国也有图雷特
氏综合征患者，或者说也有一些自闭者，他们有时也具有那些奇异的“学者”才智——我就知道，在
湖北省就有这么一位具有“天才的”音乐天智的男孩。中国肯定也有天生就失明的人，他们在成年后
通过手术，亲历了被赋予一个先前难以想像的视觉世界的体验；一定也有一些想像力极其丰富的艺术
家，他们或许患有某种癫痫，然而却认为此症对其天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定也有一些人丧失了许
多记忆，因而，他们活在过去；另外还有一些人失去了色感，却在黑白世界中找到了一种新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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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作者简介

奥利弗·萨克斯，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神经学作家，１９３３年生于伦敦，在伦敦、牛津、加利福
尼亚和纽约接受教育。现住纽约，是当地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神经病学临床教授。同时拥有医生
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著有：《周期性偏头痛》、《苏醒》、《单腿站立》、《把妻子错当成帽子的人
》、《看见声音》、《聋人世界之旅》和《色盲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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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前言色盲画家的病例最后的嬉皮士一位外科医生的生活看见还是看不见梦幻之景奇才火星
上的人类学家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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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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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对我来说处于人生一个阶段的属性,这本书给自己留下很多,为此给自己留下了一段小小说,给
自己一段短暂恋情添加一个句号.书里面全篇都是真实的故事,那些看起来毁灭性的精神疾病却和病者
产生了共生连带的关系.第一个故事里的画家由于车祸而毁了对色彩的视觉,却在黑白世界里寻找到另
一篇独特的天地;患有图雷特式综合征的外科医生最让人可爱,无论他那般不受控制的挖墙角,还是做些
奇怪表情都不能阻挡他在镇上受人尊敬的事实.作者最后说他如此真实坦然乐观的面对生活的时候,心
里非常受鼓舞;最后那位自称是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机械设计师,异常鲜活的站在读者视线里,她比任何
一个真实人物都来的'真实',而且还有戏剧冲突,她所说的所有客套话都是长大后学来的,在她看来根本无
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说话.看到这里真的非常喜欢她,不单单她有农业机械设计的天赋,还有那她坦白的
态度,自闭症对她来说不过如同一场麻症,正因如此,我也把失恋当做一场感冒发烧,擦掉多余鼻涕,继续吹
口哨前行.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灾难,可无论如何没有几个是比画家得了色盲,和外科医生得
了'多动症'来的可怕.要做的不过就是和毁灭性的疾病共生.
2、大脑多么神奇啊，我们每天都用他，对他仍然几乎完全不了解。当你试图去了解他，那深邃神秘
的感觉就好像仰望太空。这件超级复杂的存在如果稍微有一点异于普遍现象，就会表现出那么离奇的
事，看着他们，真好像自己不是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了。本书一共七个病例，最引我注目的是
讲视觉异常的两个，“色盲画家的病例”和“看见还是看不见”。“色盲画家的病例”是第一个故事
，也是最神奇的一个。以前对色盲的了解，止步于生物课上关于显性和隐形染色体的学习。其实就是
完全不了解。对每天看到的景象太习以为常，从来就没想过，究竟看见的色彩是什么?现在，那感觉忽
然模糊起来，仿佛不像物体那么实在，有些虚无缥缈。等看完了“看见还是看不见”，进一步对“看
见”本身也怀疑起来。世界是这样，是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样，不仅不同生物看见的大大不同，比如蚊
子看见的是一片红热的光线，蜜蜂看到的是黄蓝灰三种颜色（?），而且人和人看见的也有不同。你看
到的清楚，我看到的模糊，你看到的明亮，我看到的暗沉，你看到的鲜艳，我看到的灰白⋯⋯我认为
是黄色的和你认为是黄色的也许是一种颜色，但那只是因为教我们的人把这一种颜色只给我们告诉我
们“黄色”，你我对这种颜色的感受却可能会很不同。进一步推广，不光视觉，连嗅觉听觉味觉触觉
，不都是很不同的吗。长久以来，我总觉得自己不清醒，看到听到的都好像梦中，有点飘渺。我想知
道是否人人如此，现在明白大概不是。技术方面：作者的讲述起先还清楚明白，到“色彩是人的幻觉
”那里开始玄妙起来，接下去的讲述似乎又回归原来对色彩的认识，色彩是红绿蓝三种基本色的组合
吗?那么黑白片出现彩色效果是怎么回事?只能非常笼统的理解成：色彩非机械刺激形成，不是红色长
波紫色短波这样，而是大脑对光的再处理。黑白片的彩色效果，是钻了大脑处理规则的空子了吧。“
看见还是看不见”最大的启发是：不要因为一件事对自己好，就认为对别人也是好。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世界，你也许觉得不好，在他却是熟悉亲切的家园，别多管闲事，随便插手人家的生活。技术方面
：当机体某部位受损，大脑会有应激机制，产生代偿功能。所以盲人负责听觉和触觉的部位比较发达
，聋哑人处理视觉的部位比较发达。视觉非天生，而是后天学习得来，所以《better be with you》最后
一幕，新生的宝宝真的不能理解他眼前晃动的那一团光影，他不光听不懂那些人的话，连那些脸在他
看来也是一团无意义的blabla。第二个故事“最后的嬉皮士”令我想起《梦侦探》里精神完全被毁的那
个人，他那一片荒芜又可怕异常的梦境，如果能看到，这第二个故事里的“嬉皮士”的梦或许会有一
丝类似吧?想到这便觉得真可怕。但这故事告诉我音乐的神奇功效。音乐似乎真对人有特殊的意义，大
脑受到损伤的人，神经异于常人的人（第三个故事），总会在有节奏的音乐声中变得“正常起来”。
第三个故事“一位外科医生的生活”则令我想起《12猴子》里的布拉德皮特，或许他的病症原型就是
图雷特氏病症。而生活大爆炸里的sheldon显然是自闭症，或者是较轻的那种，阿斯伯格症，就像最后
一个故事“火星上的人类学家”里描述的一样。这类“精神异常”真的不能说是病，他们只是异于常
人。“奇才”里讲的故事更能凸显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之前常常感到困扰的自己的一些缺点，比如
社交困难，对亲情友情冷漠，对别人的敌意等，这大概可算极轻微的“精神异常”。得到这个结论让
我觉得坦然，就好像“我也不想这样啊，你怎么能怪我呢”。“梦幻之景”是介绍记忆的。记忆并非
是像刻在硬盘里一样的存储着啊。每一次回忆，都是大脑的再创造而已。所以在你的心里，你无法再
看到那个人，你只能看到自己幻想的图景啊。
3、今天我很忧伤。因为我现在去地球参加文西的葬礼。文西是我在火星的好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
大。如果不是她考上了该死的人猿学校，她就不会离开火星。人猿学校的校规是学士上面是硕士，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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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士之后是博士，博士后面还有博士后，那博士后后面呢？如果你够勇敢再读两年那就是勇士，再读五
年是壮士，再读七年是烈士，烈士以后呢？教育部会推出圣斗士，读满两年是青铜的，五年是白银的
，七年是黄金的。毕业后愿意再读上去的女孩，便有机会出球留学。结果文西选择了地球。她在地球
毕业之后，便留校工作。这一干就是900年。加上她读书读了100年。她年轻而丰腴的生命就这样英年
早逝了。她的学校为了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我在挽联上痛心地写到：地妒英才。校长的挽联是：
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我知道这是校长在责备她每天只工作两分半钟。剩下的时间几乎都用
来睡眠。主任的挽联是：忆往昔红米饭南瓜汤老婆一个小孩一帮，看今朝白米饭王八汤小孩一个老婆
一帮。我正在琢磨主任这幅挽联的意思，主任马上将重新掏出一幅说，母一西母一西，我拿错了。只
见挽联上写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火星。学生代表的挽联是：问世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
降一物。我知道这个变态的家伙最喜欢师生恋。他一定暗恋文西很久了。其实他再久也没有我久。这
个还是留到后面再说，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接下来是校长致悼词。他面容痛苦地说，同志们，别炒股
了，风险太大了，还是做豆腐最安全！做硬了是豆腐干，做稀了是豆腐脑，做薄了是豆腐皮，做没了
是豆浆，放臭了是臭豆腐！稳赚不亏呀。上课无聊吗？抛硬币玩吧，正面就上网，反面就睡觉，竖起
就上课，倾斜就努力上课，摔粉碎了就申请补课，如果摔出两枚，那就天天摔！这些浅显的道理都是
文西老师留给我们的。她用她懒惰的一生换来了无敌的经验。因为她一生做了两件最大的事就是：１
，炒股失败。２，抛硬币全是反面。接着主任致悼词。他歇斯底里地吼到，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
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的比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
必须追上跑得最快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照常升起，你最好开始
奔跑。可是文西，你却再也见不到太阳了。然后是学生代表致悼词。他幽怨地说，任盈盈教令狐冲弹
琴，后来她爱上了令狐冲；岳灵珊教林平之武功，后来她爱上了林平之；小龙女教杨过武功，后来她
爱上了杨过；老顽童教瑛姑武功，后来他爱上了瑛姑；但是，怎么没有一个教我课的女老师或是女助
教爱上我呢？如花没有，梦遗没有，文西也没有。最后是我致悼词。我缓缓地貌似平静地对着全校师
生说，在这里，我要公开一个秘密，一个惊天的秘密。大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我凝视着每个人的眼
睛说，这个秘密就是——其实文西是火星人！大家这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又接着说，而我也是
火星人，我和文西是一起在火星长大的！下面一片宁静，鸦雀无声。但我却隐约感觉到这安静有些不
寻常。果然，两分半钟之后，我被埋葬在番茄鸡蛋大蒜之中。最痛恨的是，有人扔了块砖头。更多的
在吐我口水，更让人痛恨的是，居然有人朝我吐温度高达100度的口水。我在蔬菜的堡垒中仍清晰地听
到大家对我嗤之以鼻地齐声叫道：切，我们都是火星人！至此，我完全被地球人的热情和套近乎能力
所征服。将火星评论进行到底http://www.douban.com/group/huoxingpinglun/
4、一条船 11:52:01我看一本书，说到有个自闭症的女工程师，她发明的机械是让被人吃的牛在死前感
到快乐，在不知觉的情况下死去的大型装置就是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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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章节试读

1、《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49页

        所以醒着的意识是做梦——但做梦受外界现实的约束。

2、《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145页

        他描述了梵高的病例，说他不但患有颞叶发作，还有随着这些发作的典型的人格变化，而且病情
逐渐加重。这后来被blacker指为不齿，因为照作者的话讲，世界上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全都是
脑子有病的人。究竟是不是这样?我倒是有点相信的，要不是有个异于常人的大脑，怎么能做出异于常
人的事?

3、《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97页

        看见不需要经验吗?人不必学就能看见吗?

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266页

        
     此书记录了在神经方面有明显问题的人生活与行为的状态，展现了数个奇幻的案例和迷人的故事，
并借此讨论了神经医学界的一些相关研究与讨论。

1. 色盲的画家重新认识世界，每种颜色的灰度不同，故世界并非一概黑白灰；色彩在不同亮度下表现
也不同。

2. 遗忘症患者对一定特殊时段之后的事件一无所知，记忆能力也严重弱化，没法了解到新的知识，只
能沉浸于过去。

3. 患上图雷特氏病症的医生在沉浸于工作时不再急躁和抖动，但平常则难以控制自己的恶作剧和强迫
冲动，像是一个孩子。

4. 重新获得视力的人对视觉构筑世界的方式感到陌生，世界变成了杂乱的色彩的组合并难以理解；即
使眼睛在看，脑子也没有觉得能看到真正的东西。

5.沉浸在过去某个时刻某个地点场景的人，在脑内无数次建构那个过去的模型。

6.自闭症患者在绘画和音乐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难以理解自己的心智和别人的心智。

7.自闭症患者放弃社交，完全沉浸到工作中，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动物有强力的共情反应。

大开眼界，感觉是很好的小说素材。

5、《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110页

        因为盲人的世界建立在按时间的前后顺序得到的印象上（触觉、听觉、嗅觉），而且不能像明眼
人那样，同时就把一切尽收眼底，马上形成视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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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6、《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98页

        在触觉世界与视觉世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间的联系仅靠经验为基础才得以建立。

7、《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126页

        成年人的大脑不再有孩子大脑的那种可塑性——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学习新的语言和技能会
越来越难的原因。

8、《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121页

        所有动物的大脑系统都会对难以抵挡的刺激或超过临界点的刺激有所反应，那就是猛地停止反应
。⋯⋯⋯⋯感觉认知过程虽然是生理上的，可也是个体的——它不是一个人看到的或建构的世界，而
是一个人自己的世界——而且这些过程导向、连接一个感觉的自身，有着意愿、定位以及其自身的风
格。⋯⋯⋯⋯完全忘了自己有没有视觉能力。

9、《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50页

        （额叶）是出生后生长发育最多的部位（要到七岁时才完全长成）。

10、《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155页

        记忆作为活着的人格的一个功能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组织和重建过去的经历和印
象，服务于现在的需要、担心和兴趣⋯⋯就如同没有客观的感知和客观的经历一样，也没有客观的记
忆。所以回忆总是美好的，这并不是错觉。

11、《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116页

        对现实事物的而为代表，图片或电视画面，他仍然完全迷惑不解。

12、《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88页

        真正的问题、内心的问题，是惊恐和狂怒——感情之强烈似乎有压倒他的危险，而且是突然发作
，一点预兆也没有。⋯⋯⋯⋯他的一部分，未卷入进去，尚能冷静地看待这些，而另一部分已受其控
制，受其迫使要采取行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有时候会感觉到心慌。原来心慌也可能不是心理
原因啊，而是生理原因。这种感觉陌生可怕，因为一直坚信的“身体的病痛可以用意志力来克服”不
灵了，是意志力生了病，你失去了最后的武器。

13、《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102页

        他的视网膜和视神经十分活跃，传送着神经刺激，但大脑无法领悟这些

14、《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笔记-第125页

        一个婴儿只不过是学习。这是一项庞大、永无止境的人物，但却并非充满无法解决的冲突。相对
而言，刚刚复明的成年人，必须从按时间顺序的方式彻底转变到视觉空间的模式，而且这一改变全然
不顾其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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