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货殖列传序读后感 货殖列传读后
感(汇总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货殖列传序读后感篇一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
《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
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
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
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
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
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
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
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
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
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
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
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
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
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
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安
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
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
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
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百室之言，
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
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来的真理。所
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会、生
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
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
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
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
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
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
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就会得
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
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
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验邪？
"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该努力去做好。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而别人同样也
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
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
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
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
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
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
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
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
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场经
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以及自
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须做好
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的"市场经



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
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会以及生活的一
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经验性的总结。
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并且当时的这些
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因此，我们在看待
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点。这样，才能正
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货殖列传序读后感篇二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至今已经有2100多年了，可仍
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货殖，即经商，做买卖，靠贸易以
生财求利之意。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详细地介
绍了汉代及其以前有货殖的种种情况，如商贾怎样致富，各
地有什么货物，以及经济状况怎样影响人民的生活，形成什
么样的社会风气等。它是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

本文主要论述了货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它说明
为积累财富而努力发展生产和贸易，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形
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巩固国家统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指
出不断发展生产和贸易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司马迁很早
就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生产、
交换贸易和积累财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经济
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很值得重视。

文章一开头就否定了老子所设思的理想社会，老子说：“至
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认为：这种理
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发展经济。

人是讲利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
往。”你看，大家热热闹闹地、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地云
集又离散为了什么？还不是实惠。你光空头政治行吗？农民
种地，人们就有饭吃，工人做工，就会有生产日用品、矿山、



铁路、高楼，商人经商，货物就流通，市场经济下，价格自
动调节，比如，今年大蒜贵了，明年种蒜的就多，猪肉贱了，
喂猪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贵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
北方的劳动力稀少，劳力就开到北方，并没有人强迫和组织
他们这样做，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
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文章还谈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渊
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这里，
司马迁虽然过分强调了财富对道德的影响，而他的见解也不
无道理，有饭吃，生活幸福，出去做盗贼的就少，从小不教
育，没能力抚养，不学好的可能性就大，谚曰：“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物质、精神的.需要，加以教育，宣传道德的榜样，社会就
会长治久安。

文章据事论理，颇能服人；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语言精美，
明快畅达，时而援引经典，时而征引民谣，雅俗并用，不仅
论理性强，且亲切自然，活泼生动，故虽属说理文章，读来
亦颇觉有味。

货殖列传序读后感篇三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
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
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
《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
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
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
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
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
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
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
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
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
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
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
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
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
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
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
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
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
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
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
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
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
行其德者也”。 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
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
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
“得势而益彰者”。 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
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
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
样。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
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
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



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
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
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
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
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
贱”，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
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
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
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
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
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
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
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
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
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
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
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
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
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
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
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
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
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
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
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
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



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
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
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
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
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
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
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
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
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
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
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
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
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
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
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
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
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
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
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
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
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
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
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
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
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



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
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
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
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
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
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
-----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
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
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
值得细读。

货殖列传序读后感篇四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
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
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
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
《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
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
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
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
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
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
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



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
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
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
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
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
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
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
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
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
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
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
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
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
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
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
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
“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
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
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
样。

三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
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
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



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
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
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
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
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
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
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
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
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
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
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
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
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
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
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
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
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
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
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
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
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
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
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
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
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
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



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
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
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
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
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
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
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
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
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
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
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
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
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
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
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
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
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
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
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
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
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
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
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
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
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
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
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
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
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
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
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
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
-----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
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
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
值得细读。

货殖列传序读后感篇五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
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
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
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
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
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
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
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
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
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



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
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
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
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
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
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
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
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
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
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
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
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
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
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
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
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
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
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
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
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
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
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
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
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
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
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
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
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
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
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
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
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
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
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
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
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
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
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
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
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
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
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
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
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