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菲特传（纪念版）》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巴菲特传（纪念版）》

内容概要

Page 2



《巴菲特传（纪念版）》

作者简介

Page 3



《巴菲特传（纪念版）》

书籍目录

Page 4



《巴菲特传（纪念版）》

精彩短评

1、非常好！
2、写得有点过于赞美和神话。不过能从侧面了解到他成长的背景、思维和做法。
3、重人事而轻思想。可谓巴菲特人生管理的一部大书，以记者同时是朋友的视角，对巴菲特的投策
略，管理哲学，人生态度事无巨细，详尽描述，语多谀褒，不尽客观。欲深入探寻巴菲特投资艺术的
技术层面者，不是理想选择。但仍不失为一本传记佳作，值得精读。
4、还不错，从八卦的角度了解大师
5、后半部分真的挺不好读的，作者并不太善于描写商场上的往来而更适合讲故事。没有成功可以复
制，巴菲特也一样，但是，仍可以借鉴。
6、小老头，挺有意思
7、读完这本书，知道耐心很重要，也储备了一些名人轶事以供谈资。
8、初步了解巴菲特的人生轨迹、投资理念。巴出生于奥马哈，1950年左右大学毕业，坚持价值投资、
股权投资，终成投资大师。但本书感觉写的很没有条理。书中经典摘录：“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
惧时贪婪” 、“巴是个性上的强者，富有耐心、自律性、思维理性”、“巴总是固守自己最熟悉的东
西：同一座城市、同样的食物、简单的追求”、“保险公司的浮存金：在前端收取、在后端偿还，例
如发行礼券的行业” 、“投资于那些对通货膨胀抗跌性强的公司，例如通用食品、雷诺”、“烟蒂股
的概念（本人理解其实是低风险套利，捡烟蒂不花钱、捡到烟蒂不能用也不会有成本，但万一这个烟
蒂能够用一阵子，就发财了）”
9、巴菲特与主流金融理论格格不入，华尔街视其为“异类”，作者称之为“巴式禅宗派资本主义”
（Buffett Zen of capitalism），这个词拗口却不牵强，他确实像一位禅者一般“游戏”资本主义，这让
人有点意外又很有趣。巴菲特把生命价值修为和时代价值创造统合在了一起，这很迷人。
10、学习巴菲特好榜样
11、巴菲特的成功在于他是经营者中最懂得投资的，投资者中最懂得经营的。
12、有一些细节捕捉的还不错，有启发性。涉及人物性格方面，作者个人的主观评价篇幅多了些。总
体尚可。
13、“固执”得出奇，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14、巴菲特自己不写传记，这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描摹这位传奇人物的，是了解其人及其理念的一本
很好的资料。
15、写的很乱，感觉时间上乱，事件描述也乱，人物出场也乱。不过人物传记都这德性
16、2016.1.6-1.15
17、真正的富人是睿智的、谦逊的、愿意帮助他人的、朴实的。
18、忘记标记啊，可以回看几遍～
19、看完这本，突然觉得对巴菲特的那一套有点理解了，然后觉得只要巴菲特去世，他所投资的公司
那一代人去世，就可以做空伯克希尔的股票了，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然后查了下伯克希尔的股价
，212032.32，我可以说我被震惊了吗
20、很喜欢研究巴菲特，但是也只能通过一些书籍了，尤其是美国人写的书籍，这本书还是我比较喜
欢的。
21、这本书教了我一个很揪心的理论，当一个公司在把利润分配不优先考虑股东，而考虑职业经理人
时，那么这家公司就不会继续快速的增长利润点，而我在目前的一段时间，只能给别人打工
22、好不容易读完了！前面还挺精彩，可是实在太长了！后面部分坚持读下来不容易（我是四天看完
的）到后面还是跳了两章。作为本科读金融的，读一读还是获益匪浅，值得一读。但是作者这样谋篇
布局，有点乱，有一些重复的部分，尤其是读到后面。建议精简一下，这样写畅销起来有点难，可读
性有限。
23、其实也不算经济类的书，巴菲特的经历和很多名人一样，从小就表现出天才的一面，他的经历加
上天赋成就了股王。其实他还是很多身份，比如经济学家，保险家，企业家，慈善家等等，综合能
力99分。
24、菲菲是神童，没法学⋯⋯
25、15年3月30日-4月14日素材丰富的平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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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陆陆续续的花了接近一个月才看完，算是第二本看完的系统性股票投资书籍。巴菲特的天赋与生
俱来，这样的奇才，好几百年才出一个，而能看到他目前仍旧活跃，幸甚至哉，这不，刷雪球的时候
，因富国银行丑闻，股神一下子损失十几亿美元，不过不要紧，这么点小事，对于经历过众多股海战
争的巴菲他来说，简直就是轻如鸿毛。话说回来，巴菲特的选股方式很简单但也很难操作，真正的职
业投资人就像他那样，把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的了如指掌、如数家珍，选择在最优（最低）价格买入，
然后决定坚守后，陪伴公司一起成长，中途一直不离不弃，试问如此价值投资，有几人能做到，尤其
是在纷扰的尘世，保持这份淡定、执着、勇气，是需要何其多的意志力！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投机
者），切换标的实在是太快了，没有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技术、价值、跟风？如此总归要输惨
27、看看股神的成长，非常好，验证了很多想法，还需要多读几遍。
28、正如有些人所言，前半本引人入胜，后半本了然无趣。投资大师的传记看得是他的聪颖和投资理
念的形成贯彻，后半本就如他本人的性格一样，对赚钱的热爱使他忽略了其他，因而并非一个好的故
事书，就失去了可读性。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1、同别的一样，要成为投资大师必然是生来对赚钱有
一种狂热2、对股票内在价值的衡量可以让人不会被市场左右，相信它终会有价值回归的那一刻3能成
为一个好的投资人是因为同时也是一个好的企业家
29、前半部分妙笔生花，后半部分走马观花
30、他没有我们想象中完美，但是个不折不扣的聪明人。如果能更全方面地聊一聊个人生活，或许可
以更好地了解他。
31、曾几何时炒股炒成上市公司股东还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巴菲特的股票投资投的像LP。现在
的PE投资确多的是炒股票的做法。做投资的好像聪明是必要条件，而像巴老拥有的忠诚和对心中认定
的价值死磕的品质却是小聪明和投资家之间的区别所在。看本书还有一个感悟就是好想帮巴菲特花钱
，真的，作为曾经首富的生活品质也就那样
32、巴老的人生不算精彩，但是厚重。
33、活着都能这么传奇真心厉害，祝巴菲特老爷爷长寿啊~~~
34、在天财的图书馆里仔细看完了这本书，土豪的一生即简单而又波澜不惊，这个非常具有商业眼光
的家伙，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各种商业利润，送报纸，卖高尔夫球，他不是一个投机商，却又胜似投机
商，他总能独具慧眼的进行一些投资，在别人疯狂的时候冷静，在别人冷静的时候疯狂，他的坚韧和
耐心让他将他导师格雷厄姆的投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从他拥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开始他从未减持
过哪怕一股，这是我们任何人不能做到的。要做一件事情，就像投资那样，要沉下心，在做决定之前
要做大量的分析来进行选择，一旦做好决定，那么，剩下的就是默默的等待，等待的光明的那一天，
去年巴菲特说要大举进仓石油，所有的专家学者都不看好，可现在，石油已经比过年翻了一倍，打脸
打的啪啪响，自己选好的路，一定要坚持，不管别人怎么说，毕竟他们都是旁观者，冷暖自知吧。
35、断断续续地看完了 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好看疯了 完全被吸引 看到后面笔者更注重描述巴菲特的
投资思维 描述起来没有开头有趣 确实有些乏了 但阅读后受益匪浅 是本好书
36、讲述了一个投资大师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巴菲特投资理念的进化，从挖掘低价股到关注股票的
成长性。巴菲特的确一直在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只是前期是以当下溢价为基础，后期是考虑到未来
成长性，这即是投资理念的进化，也是市场竞争使然——随着投资投机市场的发达，处于价值洼地的
好股票越来越难找了，放眼未来，虽然增加了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巴菲特有比一般投资人更大
的优势。
37、向股神致敬，实在是牛逼
38、读完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人。好欣赏这种对钱的热爱和对自己投资公司的长情哦，感觉我自
己的内心和巴菲特还蛮像的啊。不过关于这个投资理念，巴菲特把我们以前学的那些通通鄙视了啊，
但是他自己还不是一直在变，所以最后还是赚了钱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
39、看到中间的时候断了一段时间看其它书去了，今天总算把剩下的看完了。懵懵懂懂的，还需要以
后再看些其他的书做些补充。伟大的人，不光是有坚定的投资理念，更是有异于常人、闪闪发光的人
格魅力。
另外，希望天津安好。
40、超强的数据分析能力,勤恳的工作态度,自小的金钱意识及兴趣,股神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一生都在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如此出色,这就是与普通人的差别吧.
41、不怎么样，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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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可能是给建在的人物著书立说多少有些顾忌，似乎整部书里所有人都还不坏，巴菲特尤其好⋯⋯
人物过于扁平化了。读起来有些干涉，一些细节的描述甚至令人很尴尬。
43、这本书读起来拖的时间有点久，可能在于翻译语言的问题，不过，我还是真心喜欢巴菲特这个人
物的，也很认同他的投资理念。
44、终于对这个投资大家的生平有了概览式的了解，不过他长期投资最核心的逻辑作者倒未明确点出
，反而是梁先生一语道破令我顿悟。了解沃伦之路这才刚刚开始。。。
45、大概用了一个月才看完，只能说对巴菲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要想完全读懂这本书，需要对懂
一些有关金融方面的知识吧。
46、很多投资的经验，看了以后感觉受益良多，当市场市盈率到20的时候，请退出市场。还有很多，
可能下次阅读以后会有更多的发现。
47、在一些内容上缺乏细节和轻易的逻辑
比如介绍巴菲特初期的一次大手笔，书里写他先通过一步步努力成为董事，而怎么成为董事的，书里
没有细节。
“他游说管理层充分挖掘各个投资项目背后的商业价值，管理层拒绝了。”这种描述也缺乏细节。甚
至让人难以信服。这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书本身的问题。
传记里的巴菲特，没给人一个照明而统一的形象。
48、中信太让我失望。这一版是不是没有一环叫做校对啊？内容上翻译的时好时坏，用词有待考量；
原作者叙述能力一般，行文侧重点不明确，时常莫名奇妙洋洋洒洒一大片，关键性的东西反而忽略。
厚厚一本，但不抓重点是翔，不是翔实。
49、伟大的人是天生的。
50、比《滚雪球》要好，内容简练，翻译得也好，但也漏掉了很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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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同事分享了巴菲特传这本书，书是新书，但非新版，也就是关于巴菲特的经历也只是写到了1995年
，如今已经到了2015年，巴老依然在延续他的精彩。看过不少年份的巴菲特给股东的们的信，大致都
可以看出背后有一个睿智的老人，一个有些固执的先知，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15年的巴菲特给股东的
信，更为精彩：“伯克希尔拥有：（1）无与伦比的一系列公司，他们中的大部分，有着很好的经济
前景；（2）骨干的管理层；（3）多样化收入，极佳的财务收入和大量的流动资金；（4）对于许多的
所有者和管理者来说，在考虑出售他们生意的时候，伯克希尔是他们的第一选择；（5）50年的企业文
化。伯克希尔的收购标准：（1）大型收购（至少7500万美元的税前利润）；（2）显示出持续的盈利
能力；（3）好的净资产收益率，少量债务；（4）恰当的管理层；（5）简单的生意；（6）一个报价
；50-200亿美元之间的企业。无论如何，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对巴菲特，只能高山仰止，但是其中
的很多理念却值得借鉴和参考。1、低价买入，坚决持有；2、投资回报率是第一指标；3、不用杠杆，
少负债；4、保守主义。
2、从书面内容来说，最感同身受的是“有效市场之争”这一章，可能是因为自己在校园里系统地学
习金融理论，却发现对于指导投资真的是作用有限，现在才慢慢开始从投资大师们的身上汲取经验。
虽然学院派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否定，但把巴菲特等人当成三西格玛事件未免也太狭隘了。更何况在的
实务角度，证券从业的根本前提就应该是市场的非有效性，相信市场有效还去做分析难道是人格分裂
么。从书中抽象出来的是巴菲特独立的人格。一方面是他不轻信市场的表现与声音，多次逆流而上（
“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依靠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来投资；另一方面，他虽
然是公司董事，但总是给予公司的管理层足够的空间去管理、运营。虽是亿万富翁，还对他的子女非
常“吝啬”，其实是为他人创造独立环境的表现。现代人每天都能接触到海量的信息，稍不注意就会
被媒体的态度、旁人的声音所左右，如何分辨、处理这些信息，是不是应该多一些独立的思考？（投
资更是如此）。现在的人生道路、职业发展道路好像总有条条框框，总有固定模式，稍不注意就会被
“善意绑架”，是不是应该多一些独立的性格？表面的成功往往是事物的“果”，而把握住了“因”
，“果”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在巴菲特的成功事业里，那个“因”，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因”，在
我看来便是他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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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巴菲特传（纪念版）》的笔记-第130页

        P130 然而巴菲特却对自己的几笔投资很是沉醉，因为除了简单的数字计算之外，在他的投资动机
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P135 价格是你所掏的钱，而价值才是你真正得到的。P154 也
许巴菲特很想转换一个话题，于是他就对杰克讲起自己的事业历程，讲述自己作为一个投资人的成长
轨迹。杰克问他：“你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读“”几千份“公司财务报表
。P155 巴菲特之所以反对以股权作为奖励，是因为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对它都过于热衷了。股权激励有
时的确能给管理层带来潜在的巨大回报，但是它却降低了股权激励获得者的风险，于是管理层在使用
股东资金的时候会更加随意。P156 接着，巴菲特就向蔡斯讲述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
蔡斯到底能生产并卖出多少纱线不是特别在意，对于某个孤立的数字所代表的公司全部利润额也不是
很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投入资本的比率，这才是巴菲特用来评价蔡斯业绩的尺度。P160 传统
的保险公司在管理浮存金时都相对保守，它们手中持有的现金远远多于实际所需。但是巴菲特很长时
间以来一直在认真地考虑保险这项业务。他认为保险业的浮存金就像火箭燃料一样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浮存金就是现金，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可用于投资的现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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