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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用在股票怎么赚钱-股票与哲学-股识吧

一、股票与哲学

我是技术面的忠实追随者，很多研究基本面的经常嘲笑技术派，认为技术分析无用
、徒劳的。
真正影响股价的是基本面因素，其实，是他们不尊重市场的规律。
请问：有时为什么股价因利好而下跌，因利空而上升呢？技术派研究的是市场行为
，是市场的运动，通过数据统计得出一定的规律和现象，当市场再次发生同样行为
时，对市场下一步的方向进行预测。
这时你可能要问，“什么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就是人主观行动下的产物，是人主观对于股票价格、事件等因素的做出的
反应。
现在你可能又问，“很事情是随机发生的，人也是随机，你怎么能得出规律来？”
；
其实可以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人的是主观是无须的，人的思维怎么可能有逻辑
性？人怎么认识事物？你的问题用马克斯主义哲学很好解释，“世界统一于物质、
物质是运动且有规律的、人能够认识事物，主观能够反映事物。
”这是我本人的股票哲学，希望能够帮助你。

二、请有经验人士分析：如果想大学毕业后在家炒股赚钱这种可
能性大吗？

当然不是没这种可能。
我不喜欢随便怀疑别人的的梦想和希望，可是，回答股票类问题的时候，看到太多
盲目自信的朋友。
你的语言让我想到专家学者教授的思维。
实战出来的股票作手不会这样讲。
比如你说“累积经济学相关常识6年能不能保持宏观盈利”。
通常我所看到的是经济学家搞砸经济。
我个人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讲，股票、期货是个吃肉不吐骨头的市场，没有生存技
能、生存哲学的人很多都被淘汰了。
代价是钱钱、信心、自尊、健康的心态，甚至还有家庭、亲情、友情等等。
或许我有点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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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看来，现在是熊市，即使有反弹，也是出逃的好时机，而应该会有不少的朋
友被这一点反弹，燃起错误的幻想，想到这些，不会让人觉得开心。
做生意也一样，不熟不做，为什么到了股票市场，大家不遵循这一规则呢？让我们
景仰的大人物们也一样，他们也经历过成功路上的坎坷磨难甚至是心酸，如果我们
也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做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Hope for the
bes畅虎扳臼殖铰帮歇爆忙t，prepare for the worst），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认真学
习相关知识，总结自己失败的经验，勇于放弃该放弃的，敢于坚持当坚持的，或许
离成功，就越来越近了。
康超超同学，这里最牛掰的人就是你了。
不知道是否做股票影响到了心情？你说的那些话，除了最后一句，回送给你，自己
品品吧。

三、如何在中国股市中赚钱 记住一句名言

一赚二平七赔赚到手上的才是钱，放在账户里的那是数进入股市，第一要做的是保
住本金，第二要做的是保住本金，最后必须要做的是保住本金

四、如何炒股才能赚钱？

关键是形成自己的投资哲学.在同一个市场，不同的思想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有时候
我们用一种并不正确的方式在思考，那样的话，在股市，我们可能会赢几次，但终
究会输！ 所以说，别只想着赚钱，等积累知识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从量变到质变
了.钱自然就来了. 祝你好运

五、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是什么？

被誉为股神，他的投资哲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招式一：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里 当很多投资者认为“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时候，巴菲特却认
为，投资者应该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小心地看好它，因为他觉得：
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决策次数少的成功率自然比投资决策多的要高，就好
像独生子女总比多子女家庭所受的照顾多一些，长得也壮一些一样。
“股神”尚且认为自己由于自身精力和知识的局限，很难对很多的投资对象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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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研究，更何况是普通投资者呢？ 招式二：生意不熟不做
中国有句古话叫“生意不熟不做”，巴菲特也有一个习惯，不熟的股票不做。
2000年初，网络股高潮的时候，巴菲特却没有购买。
那时大家一致认为他已经落后了，但是现在回头一看，网络泡沫埋葬的是一批疯狂
的投机家，巴菲特再一次展现了其稳健的投资大师风采，成为最大的赢家。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做任何一项投资前都要仔细调研，自己没有了解透、想明白
前不要仓促决策。
比如现在大家都认为存款利率太低，应该想办法投资，觉得不投资就难过。
其实巴菲特告诫我们“有些投资热潮，不参与可能比参与更好。
”他强调一个投资目标，就是先求保本。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稳定增值的条件。
招式三：长期投资 有人曾做过统计，巴菲特对每一只股票的投资没有少过8年的。
巴菲特曾说“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把它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那些在股
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相反的例子，许多人追涨杀跌，到头来只是为券
商贡献了手续费，自己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不妨算一个账，按巴菲特的低限，某只股票持股8年，买进卖出手续费是1.5％
。
如果在这8年中，每个月换股一次，支出1.5％的费用，一年12个月则支出费用18％
，8年不算复利，静态支出也达到144％！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可以这么说：不少成功者往往是因为长抱不动，而不少失败者往往是因为经不起不
断买进和卖出的诱惑。
招式四：逆向操作 中国有一种爱拚才会赢的文化，巴菲特提到，如果想要在股市
赚钱，你必须在别人非常贪心的时候非常害怕，在别人害怕的时候贪心。
所以投资的时候，第一，你要常常跟自己的天性对抗，因为天性常常会带领你到一
个错误的投资决策。
第二，你要常常去体察周围的环境。
当你感受到环境愈来愈贪婪时，就要勇于说“no”；
反之，你要勇于说“yes”。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是一种新时代的减压哲学，何仿让减压投资创造我们未来中长期
的财富及幸福人生。

六、为啥大多数人用缠论不赚钱

我们赚钱因为有比我们更贪的人人人都学会了，那么缠论的买卖点就会相应的前移
或者后移，让更智慧（没有贪嗔痴）的人抓到买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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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缠论的目的就是成为更有智慧的人！学习佛法修行是根本本人听妙印法师《成
佛之路》《楞严观止》《湛江佛学院》《金刚经六译同宣》音频明白的！你可以做
个参考

七、哪位有经验的高手分析下600795国电电力现价3.19可以买入
吗？为什么？

压力线3.57 支撑线2.98 无庄控盘 而且一直在横盘 就目前市场形势来看
建议最好持币观望

八、请有经验人士分析：如果想大学毕业后在家炒股赚钱这种可
能性大吗？

九、社群运营想系统学习该怎么做？

对股市新手学习的建议 第一步：了解证券市场最基础的知识和规则（证券从业资
格考试中，基础和交易两科，基本就能解决这一步） 第二步：学习投资分析传统
的经典理论和方法（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中，投资分析科目，能初步满足这步的要求
，另外还有些股市投资分析类的经典书籍，要看看） 第三步：在前两步基础上，
对股市投资产生自己的认识，对股价变动的原因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理论 第四步：
在自己对证券市场认识和理解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工具体系以及交易
规则 股市上的绝大多数人希望直接把别人的方法拿来用，希望找到个神奇的指标
来帮助自己赚钱。
这种思维是典型的以为找到屠龙宝刀就能威震江湖了，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深厚内
力和高超技艺来驾驭，屠龙宝刀比菜刀的用处多不到哪里去。
努力提升自己对市场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想在股市有所造诣之人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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