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智慧箴言读后感(大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智慧箴言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由李路作序，汇编查理芒格的几篇演讲稿而成。李路
因89而远走美国，后在华尔街做金融，引荐巴菲特投资比亚
迪而出名。他在序言中谈到了他对西方文明史重大典籍的阅
读以及中华文明汉学解读，这点对我启发很大的。我想我现
在思想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也读了东西方原著的一
些部分，从而彻底跟教材和媒体洗脑决裂。起码我现在具备
了常识和逻辑思维，这点在中国已经不容易了。

读完整本书，我想起了《从优秀到卓越》。它们都给我一个
中心思想，那就是要成为一个成功者，专注，再专注是必须
的`。将简单的事情做好，才能形成所谓威力巨大的复利效果。
做投资、开公司都是如此。可是中国媒体一直都沉浸在靠计
谋才能发达的洗脑中，即使央视所谓历史正剧《康熙王朝》和
《乔家大院》等政商故事都是如此。靠计谋的成功，必定是
一夜暴富的结果。这跟西方投资界的复利理论根本不着边。
只有简单才能复制，只有复制才有复利。国内价值投资的一
些人到底看没有看这些原著？芒格对高科技没有反感，只说
他跟巴菲特更容易理解消费行业而已了。也没有说投资外汇
或者期货就是不对的！他只是强调了自己的能力圈所在，而
却被国内某些人曲解为必须投资一些行业。他也很欣赏“冲
浪”模型中新兴行业的领头羊，只是他们的规模很大，投资
了也起不到大作用。可是国内玩价值的人，过亿身家都没有，
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模式做得呀！太多人的喜欢二手货，喜欢
别人读后总结的所谓精华。更有甚者，就是打着旗号，忽悠



人。就看毛说《水浒》讲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样
的扯淡。

罗素和富兰克林都是智者，都明白这个世界本质是简洁的。
成功者必须专注某一个狭窄的领域中，而不是什么都去做。

智慧箴言读后感篇二

前段时间，罗胖和李笑来极力在推荐这本《穷查理宝典》，
投资界传奇人物巴菲特的幕后合伙人。

巴菲特，美国股神，凭着投资股票一度把自己的身价锁定在
全球第二，在某次科技股大跌的时候也曾超过比尔盖茨做过
一段时间世界首富。查理.芒格，巴菲特最重要的合伙人。

他们所掌控的公司，叫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这个公司是一
个投资集团，全球500强前20，股价在24万左右每股，你想买
还买不到！就算他们可怜我，我1股都买不起，先容许我哭一
会！

作为搭档，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两人相互影响，共同决策。比
起巴菲特股神的称号，查理.芒格就低调得多，没有太多宣传。

对人可以感性，做事和学习必须理性。

其实我觉得查理.芒格根本就不想出书，这本书就是别人来描
述他的，而且说得也不清楚。没有生平，没有完整全面的思
想体系，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一是查理.芒格的三场公开演讲，
二是他的推荐书单，就这么多。

所以，看了这本书后，虽然有一些感触，但是我都不敢
用“《穷查理宝典》读书笔记”的字样，因为感觉内容并不
完整，没有囊括查理.芒格的整个思考过程；前后联系，逻辑
因果上也一样。类比的话，这本书不是记叙文或者论文，而



是查理.芒格的投资散文。想了想，我还是用“《穷查理宝典》
读后感”这样的题目比较好。

智慧箴言读后感篇三

我只想知道我将来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不去
那里啦。

有人说《穷查理宝典》是一本投资圣经，而在我眼里，它是
一本“学习圣经”。我用三天的时间，通读了全书。在第一
遍阅读中，我重点关注的是本书第四章第十一讲：人类误判
心理学。因为，我非常好奇查理是怎样通过自学掌握心理学
的，并且我也很想自学心理学。

通过阅读，整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五个关键词：问题、
大量阅读、逆向思考、检查清单、经常使用。正所谓，水滴
石穿，重复的力量无比巨大，全书都只在不断重复这五个关
键词，这就是大道至简。

简单是长期努力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弗里德里克。迈
特兰德

爱因斯坦说，“科学理论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
单”。我也喜欢追求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所以，我想从
三个不同的层次分享我的收获。

第一个层次，我初次看到了跨学科学习的有效路径。

查理说“如果你轻车熟路地走上跨学科的途径，你将永远不
想往回走，那就像砍断你的双手”。

查理不厌其烦地重复强调，必须知道“重要学科的重要理
论”，并经常使用它们――要全部都用上，而不是只用几种。
事实上，他在自己的“检查清单”中借用并完美地糅合了许



多来自各个传统学科的分析工具、方法和公式，这些学科包
括历史学、心理学、数学、工程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
统计学、经济学等。

查理最喜欢的反面案例就是“铁锤人倾向”。他说，大多数
人都只使用学过的一个学科的思维模型，比如说经济学，并
试图用一种方法解决所有问题。查理喜欢把人们的观念和方
法比喻为“工具”。如果有了更好的工具，为什么不换呢？
大多数人永远舍不得他们那些较为没用的旧工具。有句谚
语“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就像一颗钉子”，这是
处理问题的一种笨方法。

第二个层次，我切身感受到思维习惯的强大力量。

其次，逆向思考，也就是反过来想。查理最喜欢的一句妙
语“我只想知道我将来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可以永远
不去哪里啦”。其实，这就是查理的人生追求，他在漫长的
一生中，持续不断地收集并研究关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
各业的企业，以及政府管治，学术研究等各领域中的著名失
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确决策前的检查
清单，这使他在人生、事业的决策上几乎从不犯重大错误。
简单的说，查理一般会先弄清楚应该别做什么事情，然后才
会考虑接下来采取的行动。事实上，他只是不想成为一个愚
蠢的人，为此他不断地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最后恰好
成了大家眼中的聪明人。

第三，经常使用“检查清单”。查理知道人类有“不用就忘
倾向”，也知道重复的力量，所以创造了核对“检查清单”
的终身习惯。他不只是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同时也
愿意，甚至渴望，去证实和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
教训。正如书中所说“任何一个问题在他看来都可以使用正
确的方法通过自学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正确方法就是掌握并经常使用重
要学科的重要理论。



第三个层次，我再次意识到学习方法需要不断学习。

查理说，“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人）
没有不每天阅读的――没有，一个也没有”。沃伦读书之多，
我读书之多，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的孩子们都笑话我。
他们觉得我是一本长了两条腿的书。

在我看来，查理是一个典型的终身学习者，他的学习方法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带着问题学习，不断寻找错误判断的案例。想要做出正
确的判断，查理习惯于收集各种错误判断的例子，然后仔细
考虑如何避免。比如，他用自己总结的25个心理倾向列表作
为一张检查清单，完美解释了人类误判心理如何在麦道公司
飞机乘客撤离测试中一步步推动了惨剧的发展。同时，查理
还喜欢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且利用反面教
材是他的特长，他真的喜欢讲那些结局很悲剧的故事，这也
是一种重复使用错误案例的智慧。

二是掌握并经常使用“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查理说，现
实世界中的问题，不会恰好落在某个学科的界线之内，所以，
他完全无视不同行业、不同学科的界线。事实上，我们不需
要了解所有的知识，只要吸取各个学科最杰出的思想就行了。
简单的说，我们必须经常使用所有可以从各个学科的大一课
程中学到的概念，如果能够熟练地掌握这些基本概念，我们
解决问题的方法将不会受到限制。最关键的是，经常使用所
有概念，查理的方法就是把这些概念当作“检查清单”，并
在作出决策前反复核对。

三是大量阅读，向比自己聪明的人学习思维方法。查理喜欢
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有用的思维方法，帮助自己避免犯一
些自己所处年龄段的人容易犯的大错。比如，查理虽然没有
上过心理学的课程，但它通过《影响力》等书学到了有用的
心理学知识，最后还用自己的语言总结了25种人类误判心理



倾向，并把它们当作“检查清单”在决策过程中经常使用，
他为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查理说，你只有学习了学习的方法之后才能进步。这就是我
读完《穷查理宝典》后所有的收获，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原文摘要一：讲故事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查理经常利用家庭餐桌这个讲坛来教育他的子女。他最喜欢
的教育工具是德育故事，讲的是某个人面临道德难题，并作
出了正确的选择；还有反面教材，讲的是某个人作出了错误
的选择，最终遭遇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灾难，生活和事业都损
失惨重。利用反面教材是他的特长，他真的喜欢讲那些结局
很悲剧的故事。

查理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故事里，他旗下某家公司的财务
负责人犯了错误，给公司造成了几十万美元的损失，那人发
现错误之后，马上向该公司的董事长汇报。当时董事长
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不希望你再犯同样的错误。
但人孰无过呢，我们可以不追究这件事。你做了正确的事情，
就是承认你的错误，如果你试图掩盖错误或者拖延一段时间
再坦白，你将会离开这家公司。不过，现在我们希望你留下
来。”

原文摘要二：人类误判心理“检查清单”使用案例

我最喜欢的事例是麦道公司的飞机乘客撤离测试：

把我的心理倾向列表作为一张检查清单，我将会作出如下的
解释：

奖励超级反应倾向驱使麦道公司迅速采取行动。同样驱使该
公司的还有避免怀疑倾向，这种倾向促使它作出决定，并依
照决定采取行动。政府的指示是测试应该和现实的情况贴近，



然而在权威―错误影响倾向的驱动之下，麦道过度遵守政府
指示，采用了一种显然太过危险的测试方法。到这个时候，
整个行动的过程已经被确定下来，于是避免不一致倾向使得
这种近乎无脑的计划得以继续进行。当麦道的员工看到那么
多老人走进阴暗的停机库，看到飞机客舱是那么高，而停机
库的水泥地面是那么硬，他们肯定觉得非常不安，但发现其
他员工和上级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因此，社会认可倾向消
除了这种不安的感觉，这使得行动能够依照原定的计划进行；
而计划能够得以延续，也是受到权威―错误影响倾向的结果。
接着出现了灾难性的结果；当天早晨的测试失败了，还有许
多人受受伤。由于确认偏见，麦道公司忽略了测试失败中强
大的反面证据；而失败则激发了强烈的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
促使麦道继续原初的计划。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使麦道就像
赌徒，在输掉一大笔钱之后急于扳平，狠狠地赌了最后一把。
毕竟，如果不能按期通过测试，麦道将会蒙受许多损失。

也许你还能提出更多基于心理学的解释，但我的解释已经足
够完整，足够证明我的检查清单是很有用的。

《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智慧箴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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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箴言读后感篇四

对自己的书架进行了一遍遍整理，灰尘落下又扫去，大部分
的书封都没有拆开，买书如“排山倒海”，读书如“抽丝剥
茧”大抵就是我的状态了。

我一直想读完《穷查理宝典》，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就觉
得这是一本值得反复研究的书。然而读着读着就被自己放下
了。今年再次开始重新翻阅，总算是在2月一口气看完了。

从书的排版上来说，文字与图片完美搭配，书虽然颇具分量，
但是读起来不会沉闷枯燥，趣味性、启发性很大。每读一遍，
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没有专业书籍的深奥，也不会如小白
文一样浅薄，没有故弄玄虚，亦或者是自吹自擂的让你烦躁
不安。

唯一的缺憾，是自己的学识浅薄，金融相关专业知识缺乏太
多，有时不免有些云里雾里。准备3月看完《聪明投资
人》，4月再次学习曼昆的宏观、微观经济学后，再次开卷。
读出来的韵味，可能会更深一些吧。虽然见解浅薄，但也不
妨记录，给自己一个进步的空间。

通读全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作者不断的在进行劝学，
学无止境！无论是作者，还是其搭档巴菲克都是花大量时间
学习的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就一直期待走出校门，脱离
学习这片苦海，而学校教育不时也有让我们忍耐忍耐，走出
校门后，就可以脱离了。

然而现实却是很残酷，如果你停止学习，你的生活将可能四
面楚歌，“人到中年不如狗”。时代发展，顺者昌，逆者亡。
而要保持顺应时代发展，永无止境的学习已然是安身立命的
一项选择。

“如果我知道我将会死在哪里，我就一定不会去那儿”，这



也是全文经常提到的内容，这不断的在告诫我们进行逆向思
维。我们常常思考如何成功，如何快乐，如何财富自由。反
过来想，也许我们会更容易发现自己的行为与成功、快乐、
财富自由相去甚远了。最起码，我自己就是经常在干着与自
己的目标所背离的事情，比方说沉迷游戏、沉迷小说、三天
晒网两天打鱼等等……这些习惯成就了在三十而立的年龄，
依然茫然四顾的我。

如何获得失败？那就是满足你现在的状态，坚持你现在的自
己不要改变。太让人扎心了，内容过于真实，让人无所适从。
所以，在奔向四十不惑的路上，先从改变开始吧。

最后引用一段大文豪苏轼的话，共勉吧！“古之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
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
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
至于成功。”

智慧箴言读后感篇五

《穷查理宝典》是考夫曼写的关查理・芒格的书，作者通过
芒格在大学的演讲稿，讲述了芒格的思维模式。留下的最深
印象是以下六条：

1、喜欢读书。

芒格和巴菲特都被称为有两条腿的书，从富兰克林、西塞罗
等人的传记和文章中学会了好多道理，甚至中国的孔子的思
想，也学了很多。富兰克林是芒格的偶像，《穷查理宝典》
中诸多照片上的芒格都拿书。这让我想起了一名话，不是每
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成功，但每一个成功的人都爱读书。

2、善于总结。



他将他从书上学到的知识完全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独特的
思维模式。他本人是学法律的，一开始也是在律师事务所工
作，但他之后不干律师，全心搞投资，他从各种学科的书中
所学的知识综合起来用于投资中，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成就。

3、综合性思维方法。

这是他一直在强调的要形成综合性的思维模式，要用跨学科
的思维研究问题。在他在各个学校的演讲中都可以看到，他
一直强调学校里的教授和学生都要拆掉思维的墙，不要有思
维定势，他总说“在一个拿铁锤的人看来，他遇到的任何问
题都好像是钉子”。

4、逆向思维方法。

芒格一直强调逆向思维。如果说你要办好一件事，要考虑采
用什么方法是正向思维，而你考虑要搞砸这件事要采用什么
方法，这样你就是逆向思维。其实我们在数学中学的反证法，
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但我们只用来考试，在生活中用的不
多，看来还是要多思考啊。

5、列思维清单。

芒格将研究问题所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列一个清单，就像飞
行员上飞机的检查清单一样，这样一一对照着检查，就不会
有遗漏。这方法可能和思维导图有点类似，看来这些方法都
是相通的，说到相通包括芒格提到的古罗马人用联想记忆方
法记忆长篇的演讲，这与我之前看过的《最强大脑》说的一
样。

6、幽默感。

感觉大多老外都有很强的幽默感，马克吐温就不必说了，公
认的幽默大师，芒格、巴菲特都很幽默，这可能跟他们知识



渊博，头脑灵活有关系吧。

当然，以上几点是我的一点浅见，在这本书中，查理自己总
结了他的思想，总共有二十二条，每一条都值得细细品味，
由于本人只看了一遍电子书，只能领会这点皮毛。

作为资本家，他的几个观点也不太认同，主要有以下三条：

1、工伤赔偿。

芒格说工伤赔偿中有诈伤骗钱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反对工伤
赔偿。这个是资本家的观点，首先，欺诈可能是极少数；其
次，应该处罚欺诈行为，没有工伤赔偿，对真正工伤的人极
其不利，不能因噎废食。

2、不买新机器。

芒格一直说不能为了提高织布效率而买新设备，他们的伯克
希尔公司也正式这样做的，因为他认为这样做的话钱都被卖
新设备的人赚了，而开织布厂的没赚到钱，这一点比松下信
之助以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的信念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

3、工人应该接受降薪。

芒格还认为在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的时候工人应该接受降薪，
好像工人工资是造成企业困难的，虽然我没当过老板，但从
雅虎、诺基亚等大公司的兴衰可以看出，工人工资并不是决
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