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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小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千金市骨告诉我们一个
什么道理-股识吧

一、文言文河中石兽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在遇到一件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不能够想当然地处理，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实地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盲人摸象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做出全面的判断；
以偏概全，不能了解真相。
人们在评论一个人、一部电视剧或一种社会现象，往往因为只看到局部而下结论，
便造成了片面性。
要避免这种现象，唯一的办法是多观察，多了解，不要轻易下结论。
如果对知识整体的内在综合机制不了解，那么对个别知识部门之间（要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方式的单独研究，岂不是恰如瞎子摸象典故从前，有四个盲人很想知道大
象是什么样子，可他们看不见，只好用手摸。
胖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齿。
他就说：“我知道了，大象就像一个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萝卜。
”高个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
“不对，不对，大象明明是一把大蒲扇嘛！”他大叫起来。
“你们净瞎说，大象只是根大柱子。
”原来矮个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
而那位年老的盲人呢，却嘟嚷：“唉，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过是一根草绳。
”原来他摸到的是大象的尾巴。
四个盲人争吵不休，都说自己摸到的才是大象真正的样子。
而实际上他们一个也没说对。
后以“盲人摸象”比喻看问题以偏概全。

三、千金市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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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燕策一》有个“千金市骨”的典故，大致讲述的是燕昭王想招揽人才，而更多的人
认为燕昭王仅仅是叶公好龙，不是真的求贤若渴。
于是，燕昭王始终寻觅不到治国安邦的英才，终日困惑。
后来有个智者郭隗给燕昭王讲述了一个故事，大意是：古代有个君主悬赏千金买千
里马，三年后发现一匹千里马，当君王手下携重金去买千里马的时候，马已经死了
。
于是就用五百金买下了死马的尸骨，此后不到一年君王买到了三匹千里马，便有了
“千金市骨”的由来。
假若千金才会招徕千里马的话，那么千里马的成本可谓相当的高昂，而在拥有一大
群千里马后不合理的安置它们，或让其耕于农田，或让其老死槽间，或让其日行十
里，这显然就是浪费千里马的脚力了，也有悖于千金市骨的初衷。
因此我们不但要树立人才观念，更要合理的优化配置人才，用好的制度发挥人才优
势。

四、股票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句话告诉我么了什么?

和香烟盒子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一个道理，凡是有类似标记的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东
西肯定利润无比可观。

五、道听途说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展开全部不能光听他人所说，要有自己的主意。
同时也不能胡乱编造，到处传谣言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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