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傻瓜伊万主要内容 傻瓜读后感优选(汇
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傻瓜伊万主要内容篇一

《格林童话》这本书是由雅可布.格林和他的弟弟威廉.格林
合写的，你们可能以为他们只写童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们研究范围涉及到语言学、哲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

他的故事素材来源于三种，第一种是巫术\\\/神魔童话，如
《石竹》、《白雪公主》、《熊皮人》等；第二则是动物以
及动物与人的故事，如《小红帽》、《狼和七只小山羊》、
《猫和老鼠交朋友》等；第三是常人童话就像中国的“民间
故事”一样，《月亮》、《三兄弟》等都是这类作品。

他写作的特点也有三点。

首先，格林童话充满了浪漫诗意的想象。

比如，月亮可以一小块一小块地被剪下来；一睡就是一百年；
胖仆人能一口将大海的水喝干……。

其次，这些童话充满了耐人寻味的温馨。

因为格林兄弟早年丧父，青年丧母，兄弟俩人相依为命，共
同经受了人世间的忧患困苦，因而更加懂得人间的温情，如
《三兄弟》……。



最后，也是格林童话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赞美勇敢、机智
的人物，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宣扬善良必将战胜邪恶的
主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了。

故事大多围绕四个主题叙述的。

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诚实守信；贪心贪婪；心地善良。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典型作品有《小红帽》，大灰狼虽然吃
了小红帽和她的祖母，但被猎人剪开了肚子，最后死了，小
红帽和她的祖母也得救了。

诚实守信的代表作有《青蛙王子》，小公主虽然答应和青蛙
成为朋友，可真正要她做，她却犹豫不决，不守信用。

贪心贪婪的典型作品是《渔夫和他的妻子》，因为渔夫妻子
无止境的贪婪，最后还是使自己一无所有。

心地善良的代表作有《金鹅》，白发矮人只所以总是帮助小
傻瓜，都是由于小傻瓜心地善良的缘故。

这些精彩的童话故事确实告诉了我们很多道理。

傻瓜伊万主要内容篇二

我读了《天才少年维克多》这一本书受益匪浅，书中的主人
公维克多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被人嘲笑
是“傻瓜”，但是最后他还成为了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的主
席。从维克多身上我学会了自信和坚强！

《天才少年维克多》作者是美国的乔辛·迪·波沙达和美国
的雷蒙德·乔伊。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就被它的书
名所吸引了，维克多是现实生活中的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的
主席。他是一个早产儿所以他身体弱，说话晚，吐字不清，



医生说他有语言障碍。到了学校里除了“丑丫头”萝拉，他
被其他同学称为“傻瓜维克多”还被同学排挤，嫌弃，嘲笑，
不跟他玩。他在数学课上解答出了难题，却被老师认为是抄
的，动作慢被人笑话，智商175被老师看成75同学嘲笑他是低
能儿……他度过了一个十几年的“傻瓜”童年！之后维克多
被劝缀学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去打工了。

后来维克多和以前的同学萝拉一起回到了学校，发现维克多
的智商原来是175。在萝拉和老师的纵勇下维克多加入了世界
顶级智商俱乐部——门萨协会，并成为了俱乐部的主席！

现在，有一些事情我都没有去尝试，就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
是不可能完成的。而维克多虽然没有学历，但是他相信自己
成为了经理，后来还是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的主席。

这一本书告诉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被别人的话所打击，
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不管怎么样要对自己有信心肯努力就
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beyourself

做你自己

傻瓜伊万主要内容篇三

读了《随机致富的傻瓜》(中信版)之后，才发现，两者原来
是同一本书!而这本书，我已经向身边所有爱书的朋友推荐
了——几乎。而据我所知，这本中信版的《傻瓜》已经掀起
一阵傻瓜风潮呢，出版商应该是发了一笔财的。本文是小编
《随机致富的傻瓜》读后感的心得，欢迎大家阅读。

英国历史学家尼耶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未曾发生的
历史》(visual history)一书中让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翩翩起舞，



他设想了一系列人类在某些重大时刻可能进入的历史分叉小
径，比如没有克伦威尔的英国，独立战争遭遇失败的美国和
爱尔兰，二战中向希特勒投降的英国以及最终被纳粹全盘纳
入统治范围的欧洲等等，这类问题我们通常用一句谚语来引
出：假如克娄帕特拉(cleopatra)的鼻子短半寸... ...

但正如罗伯特.佛罗斯特(robert frost)在《林中路》(the road
not taken)中所说的，“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道路，可惜我
不能同时涉足”，历史也在这些无数个有着无数条分叉的路
口单向度地延伸着。虽然所有这些我们没有走的路，按照量
子力学中的平行宇宙理论，其实已经在另外的一些宇宙中被
人踏得寸草不生了，但我们所考虑的仍旧是那“唯一” 的、
已经“发生过”的历史。

《随机致富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一书的作者纳西
姆.塔勒布(nassim taleb)认为，正是这种特点，让人类几乎
天生就是概率盲。如果我们不参考那些“未曾发生的历史”，
那就无法真正看懂那些“已经实现的历史”，借助物理学家
费曼的说法，塔勒布称这种做法为“在历史之下求
和”(summing under histories)。塔勒布写作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概率盲上点儿眼药水。但即使是他本人也认为不
会收到太多效果，因为概率法则与人们的直觉是相悖的，我
们在面临选择时一般只在潜意识中构建两种场景：a发生，或
者a不发生，而没有以73.45%的概率a发生这一选项，随机性
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有些太过于抽象。更多的时候，我们对
于未来只构造一种场景：最有可能实现的结果，或者最期待
的结果，当人们闯红灯穿过车流汹涌的马路时，他们想到的
是方便快捷地通过，当人们花钱购买彩票时，他们想到的是
价值上千万的大奖。

尽管对于随机性的无视与误解随处可见，但证券市场是塔勒
布观察得最多、感触也最深的地方——在纽约大学数学教授
和畅销书作者的身份之外，他更是一名混得不错的交易员。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塔勒布看到那些他身边的“明星交易
员”们起起伏伏，总有一些人会因为一段时间的不错业绩而
认为自己眼光过人，无往不胜，然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
地“炸毁”(因为巨额亏损而被清算辞退)在某次黑天鹅的现
身之中。

这里的黑天鹅不是指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里杰卡尔徳。根据
塔勒布的梳理，概率论的哲学根源是怀疑学派。苏格兰哲学
家休谟曾在他的《人性论》中以著名的“黑天鹅问题”表达
了对于经验主义者的怀疑：我们看到的白天鹅数目再多，也
无法推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
足以推翻这个猜想(后来，人们在澳大利亚真的发现了黑天
鹅)。

时间会消除随机性，黑天鹅终有一天会出现，这在概率论中
被称为“遍历性”(ergodicity)。“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就是人民群众对于这一原理朴素而准确的表达，一个听上去
更加玄乎的例子是，如果你让一只猴子在一台打字机前无限
期地敲打键盘，那么总有一段时间内，这只猴子能一字不差
地敲出《奥德赛》。

更重要的是，黑天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与白天鹅的强烈不
对称性：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成千上万只白天鹅累成的证据
大山。在概率论中，如果结果与概率强烈不对称，这被称为
分布的偏态(skewness)，它的意味很简单：如果失败的结果太
过于惨重，那么一件事情成功的概率有多高根本无关紧要，
你的对策就是传说中永不输钱的赌博秘笈——“不赌”。

在蒙特卡洛转盘和黑天鹅之上，塔勒布建立了自己的交易信
念。他选择了一种跟大多数交易员不一样的方式进行投机：
看分布形态而不仅仅看概率，因此他会做出看好后市的同时
却大量放空这种令许多交易员不理解的事情，他的交易风格
是不断地赔小钱，以等待黑天鹅的出现而大赚一笔。在这本
位列《财富》杂志评选的75本商务人士必读书之一的小书中，



也许塔勒布能给现在的股民们带来的最重要提醒是：不到胖
女人唱歌时(歌剧往往以女高音飙高音结束)，一切未定，投
资其实只是在抛骰子，报酬也总有一天会来报仇。

凡是学过一些粗浅概率论的读者，比如事前概率和条件概率，
联合概率和独立分布等等，都会发现《随机致富的傻瓜》的
内容很容易理解，但这并不会让阅读本书变得多余。因为即
使是一位精通概率论的数学教授，也未必会在生活中真正用
从概率论的观点考虑事情，正如作者在他的观察中发现，数
学是后天学的，但懂数学却是天生的。这让我想起著名的经
济学家约翰.梅纳徳.凯恩斯，他也曾写过一本《概率
论》(treatise on probability)，显示出对于这一数学领域的精
深研究，可这也拦不住他在外汇市场上惨遭破产，显然凯恩
斯并没有按照偏态原理去操作。后来凯恩斯又在股市上再次
陷入了濒临破产的窘境，考虑到第二次破产可能会极大地损
害他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经济学家的声誉(也许是世界上全体经
济学家的声誉)，这一次他终于吸取了教训，毅然决然地选择
了割肉止损。

除了能获取一些有用的概率知识之外，也许这本书最吸引人
的地方是它透露出的与概率法则非常一致的人生态度。塔勒
布本人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戏剧性，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担
任黎巴嫩的副，可谓官宦世家，但他却遭遇了家族从巨富到
赤贫的巨变。后来塔勒布成为纽约大学的数学教授，在刚刚
进入股票市场时他就成功地避免了一场股灾，并因此而引起
了一些华尔街操盘手的侧目。经过半年的研究，塔勒布把这
一切归咎于运气——他并不比别人高明，也不比别人愚蠢，
只是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在命运的转盘上被随意抛掷。

塔勒布信奉随机性，但这世界却喜欢非黑即白。在塔勒布创
立投资基金和出版此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两极分化无处不在：
要么是吸引所有的资金，要么一分钱拿不到，或者要么每家
出版社都抢着要出版，要么就没有任何答复。这种两极化令
塔勒布非常不安，“太成功容易树敌，太失败则叫人气馁。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两者我都不要”，他的感叹让人想起尼
采的箴言：“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站在中间，风景最
美”。塔勒布的人生观并非是一种中庸之道，而是对于数学
规律的一种笃信，甚至可以说，信仰。

这本书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讲偏态，偶然事件。还谈了很多与概率相关的问
题。

第二部分是讲存活着偏差，由于我们只看到了成功者，而因
此形成了对机遇的歪曲看法。

第三部分是讲路径依赖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
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

三部分内容的划分是明确的，但是作者的很多想法则在其中
不断重复和穿插着出现。

1.作者的投资策略：

谨慎投资，防止“炸毁”。真正优秀的交易员不在于在短期
赚钱，而是要让自己活下去，警惕偶然事件稀有事件。不让
那些稀有事件毁了自己，在稀有事件发生的时候，要及时调
头。不要执迷于一些错误的信念。这些信念可能来自于经济
学或者统计学，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经济学、统计学总结
的规律是基于历史事件，有些则是巧合。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真理!

关于归纳问题，塔勒布也引用休谟在人性论中那个著名的例
子：我们看到白天鹅的数目再多也无法推论所有天鹅都是白
的，但是只要看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推翻这个推论。不对称
性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中。



既然我们身处一个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可以利用统计学和归纳的方法积极下注，但是不会用它们管
理承受的风险。积极止损，以免受到黑天鹅的冲击。

则作者更绝的是他的反向投资策略：

在稀有事件上赚钱，他认为稀有事件因为出现的可能性小，
所以价值往往被低估!“固定收益的债券往往有这种机会，以
反向稀有事件为生的交易员，平时可能赔钱，但是一遇到稀
有事件则能大大的赚一笔。”

我认为的确很多时候，很多机会会被低估，因此存在套利空
间。

这里说点题外话，我认为套利的空间始终都是存在的。通过
经验，我们的确可以判断是否存在套利空间，但是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套利空间，套利空间会消失，交易者会修正预
期。但是套利空间还是不断会涌现。隐藏的机会总是多过我
们掌握的信息。不过是商业还是资本市场。塔勒布能不能长
期靠这个漏洞赚钱，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有些套利空间是明
确的，比如同一个商品在不同市场的价格不同。(同一个时
间);而大部分的套利空间只存在于人的预期之中，预计这么
做会赚钱，举个商业上的例子，比如现在是冬天，我以低价
收购空调;等到夏天，我再高价出售(现在与未来)。塔勒布的
策略也属于这种情况。

除此之外，塔勒布的投资策略还有：看好后市的情况下，还
是放空一些，因为如果跌会跌得很惨。因为他认为投资人要
赚的不是概率，而是钱。利润的大小比出现的概率更重要。
不过我倒觉得这和大部分的策略一样，很难评价，就让市场
来评价它吧。

2.吐槽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有用吗?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风险管
理是必要的，但是专门弄个人来控制风险，我也觉得挺可笑
的。

要赚钱就要冒风险，但是风险控制往往失去很多赚钱机会，
尤其是事后看来。而且很多风险，你无法计量，大多还是凭
借经验。我靠，问题来了。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你怎么
知道你的经验就比别人的经验正确?当然这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权责不对等。出现风险问题，责任是交易员
承担还是风险管理者?这是所有设立风险管理官的企业在机制
设计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问题。由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
出现政治手腕，既不错报也不漏报，看起来合理，其实只是
官僚病罢了。最终企业会毁在这种官僚病上。最好的办法还
是交易员来承担风险。

当然对于风险控制的管理手段无法面面俱到，就像是资本市
场上所有的策略都无法屡试不爽，终究还是要取决于市场的
检验。

3.我们总是盲目的：

我们总是盲目的，被现实的假象所迷惑。存活者偏差里说了
挺多的。例如，我们总是看到周围的人混得好，就以为自己
混得很差。其实比自己混得还差的人要多得多。要看清真相
很难，在怀疑论者的眼中，我们无法看清真相，我们以为我
们不那么无知了，或者以为自己比过去不那么无知。但是开
启上帝视角后，会发现人类始终还是无知的。作者举了个俄
罗斯转盘的例子。我们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人，但是对失败的
人则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而如果用“俄罗斯转盘”来做类
比的话，这些所谓成功的人，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同一事
件随着时间重复发生，通过运气得来的东西迟早会被运气拿
走。而现实生活比“俄罗斯转盘”，更为复杂，你无法了解
它运作的原理，也无法精确计算概率，粗略计算也很困难。
而很多时候人受着赌徒心态的驱使，会本能拒斥随机性。也



就是说，不认为自己的成功是运气带来的，或者忽视了未来
发生的事件中的随机性。

不过我们的成功真的完全靠运气吗?至少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作者估计也不认为都是靠运气，经验还是有用的，至少从作
者以历史为师的看法中，他至少不反对这个说法的。虽然，
作者不认为凯撒的胜利，与他们谋略有关。只承认他们聪明、
高贵，但认为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外部力量。

把预测和预言混为一谈，是人类对随机性的无知。人类可以
预测，但无法预知和预言未来。大部分的概率结果往往违背
直觉，所以大多数的时候，人们都会忽视概率。而作者也谈
到认识到概率，其实不是谈机运的问题，而是我们相信有另
类的结果、原因和动机的存在。

4.作者如何屏蔽噪音?

处于不确定的决策者应该少接触媒体。注重老思想，注重与
那些存活下来的老交易员交流。人存在情绪上的缺陷，所以
少看盘比多看盘要好。太密切注意随机性的人，会在情绪上
精疲力尽。

5.进化论：

作者认为新事物未必就比旧事物好，人们吹捧新事物，往往
看到成功者，却把失败者给忽略。所以说新的未必就是好的。
认为进化论是事物朝着完美方向发展，(也就是承认存在即合
理)会导致对进化论的误用。达尔文学说的适应性是用于长期
发展的物种，而不是短期观察到的现象。时间积累消除了随
机性的大部分效应，噪音互相抵消而取得均衡。进化只能是
存在于某一时间序列，而不是所有可能环境的平均值。

6.概率和期望



之前我买过一本叫做《成事在天：机遇在市场及人生中的隐
蔽角色》的书，是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它充分证明了一
个愚蠢的译名会再多大程度上毁掉一本书——我是20xx年买
的，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跟它拖沓冗长的译名和脏兮兮
的封面设计大有关系，一直没有读它。

直到20xx年读了《随机致富的傻瓜》(中信版)之后，才发现，
两者原来是同一本书!而这本书，我已经向身边所有爱书的朋
友推荐了——几乎。而据我所知，这本中信版的《傻瓜》已
经掀起一阵傻瓜风潮呢，出版商应该是发了一笔财的。

而这时，已是那本傻瓜译名的书出版6年以后的事了。

其实，对每一本书，每一个读者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此书我
介绍给一个学统计学并在券商中服务的朋友看，他说，仅仅
是科学常识的普及读物罢了，没什么大不了。我想，这跟他
从小扎实的科学训练功底并具有相当的科学思想有关吧。因
为，这本书实际上确有一本概率论普及读物的模样。他会觉
得，书本里说的很多道理他已经知道和在实践了呢。另外有
些人则跟我一样有如获至宝的感觉。所以，你要不要购买一
本书并读它，别人的说法很难成为真正的依据。

但是，仍然有一些硬指标可以作为评价一本好书的标准——
是不是作者自己“活”出来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一本由作
者本人“活”出来的书。就像作者自述的那样，这种书里没
有——不是由作者独立发展出来的思想，没有经过充分提炼
而不能轻而易举的书写出来的东西。它是作者自己生活体验
与思考的产物。这样的书，即使不适合当下的你来阅读，你
也可以收藏起来或者干脆送给适合的人来读。这一点，你甚
至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就能够看出来。



傻瓜伊万主要内容篇四

屠格涅夫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社会上把无忧无虑，快乐生活的人认为是傻子，没头脑的俗
物。

（病态的社会现象）文中的众人越怯懦盲从，傻瓜越尖刻露
骨、肆无忌惮。

众人的盲从、胆小鬼的怯懦，这一心理与傻瓜是一致的，都
是无知所致。

本身并不是真正有着真知灼见的人，精神上是空洞和浅薄的。

而个人功利心十足、私欲横流，一些文学评论家只求批判他
人，而没有个人建树。

“傻瓜”是社会生活中的跳梁小丑，虚伪的文学评论家、政
客的缩影。

因此呼唤人们明辨是非，去伪存真。

一家之言，请斟酌采纳。

傻瓜伊万主要内容篇五

暑假里，我买了一本新书，它的书名是《天才少年维克多》。
书一到手，我就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讲的是：维克多是个早产儿，说话晚，吐字也不清楚，
六岁时被诊断为认知能力低下。虽然爸爸妈妈以及两位老师
总给他加油鼓励，但在学校他却备受嘲弄和打压：他细心地
指出参赛模型的缺陷，同学全当没听见，还嘲笑他傻子懂什



么；他解开一道难住全班的数学题，老师却认为他在撒谎；
他的智商测试值是73，但结果外泄，维克多因她被学校劝退，
初中都没毕业。

对他而言，生活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

辍学后，他跟着爸爸在汽车修理厂工作，他的同学、老师都
很关注他。工作之余，他还勤奋学习知识、学习开车，日子
过得很充实。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解开了广告牌上的数学题，
成为了艾佛利公司的新员工。越努力越幸运，他的人生也翻
开了新的篇章。后来大家才发现他的iq其实是173！因此他
由“傻瓜”变成了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主席。

这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他小时候不活泼，三岁多还不会讲
话，连父母都担心他是哑巴，直到九岁时讲话还很不流畅，
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吃力且认真的思考。小爱因斯坦
是一个诚实的孩子，从不做违心或骗人的事。为此，他受到
同学们的讥笑，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诚实的约翰”。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小时候与维克多十分相似。他和维克多
一样，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始终相信自己，努力奋斗，
最终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

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成功的秘诀就是：做最好的自己，不被
其他人所左右，还要刻苦、努力、有自己的主见。

在书的最后一页，只写了四个汉字“做你自己”！这也成为
了我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