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利欧在《原则》原则清单

达利欧在《原则》这本书中分享了他的生活原则和工作原则，

而这些原则有 21 条原则、139 条中原则、365 条分原则，一下子

我想很多读者都没方法一下子读取与吸收，我觉得这些原则更好

一个字典，每个人根据自已的需求细看与吸收，特整理如下：

一、生活原则

1 拥抱现实，应对现实

1.1 做一个超级现实的人

a. 梦想 + 现实 + 决心 = 成功的生活

1.2 真相〔或更准确地说，对现实的准确理解〕是任何良好结果的根本依据

1.3 做到头脑极度开放、极度透明

a. 对于快速学习和有效改变而言，头脑极度开放、极度透明是价值无限的

b. 不要担忧其他人的看法，使之成为你的障碍

c. 拥抱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将带来更有意义的工作和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1.4 观察自然，学习现实规律

a. 不要固守你对事物“应该”是什么的固有看法，这将使你无法了解真实的情

况

b. 一个东西要“好”，就必须符合现实的规律，并促进整体的进化，这能带来

最大的回报

c. 进化史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唯一永恒的东西，是一切的驱动力

d. 不进化就是死亡



1.5 进化是生命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回报

a. 个体的激励机制必须符合群体的目标

b. 现实为了整体而趋向最优化，而不是为了个体

c. 通过快速试错以适应现实是无价的

d. 意识到你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并决定你想成为什么样子

e. 你的未来取决于你的视角

1.6 立即自然提供的现实教训

a. 把你的进化最大化

b. 记住“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

c. 自然的一项根本法则是，为了赢得力量，人必须努力突破限制，而这是痛苦

的

1.7 痛苦 + 反思 = 进步

a. 迎接而非躲避痛苦

b. 接受严厉的爱

1.8 考虑后续与再后续的结果

1.9 接受结果

1.10 从更高的层次俯视机器

a. 把自己想象成一部在大机器里运转的小机器，并明白你有能力改变你的机器

以实现更好的结果

b. 通过比较你实现的结果和你的目标，你就能确定如何改进你的机器

c. 区别作为机器设计者的你和作为机器中工作者的你

d. 大多数人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不客观看待自己以及其他人，这导致他们一次次

地栽在自己或其他人的弱点上

e. 成功的人能超越自身，客观看待事物，并管理事物以塑造改变

f. 在你不擅长的领域请教擅长的其他人，这是一个你无论如何都应该培养的出

色技能，这将帮助你建立起安全护栏，防止自己做错事

g. 因为客观看待自身很困难，所以你需要依赖其他人的意见，以及全部证据

h. 如果你的头脑足够开放，足够有决心，你几乎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2 用五步流程实现你的人生愿望

2.1 有明确的目标

a. 排列优先顺序，尽管你几乎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但你不可能得到你

想要的所有东西

b. 不要混淆目标和欲望

c. 调和你的目标和欲望，以明确你在生活中真正想要的东西

d. 不要把成功的装饰误认为成功本身

e. 永远不要因为你觉得某个目标无法实现就否认它

f. 谨记伟大的期望创造伟大的能力

g. 如果你拥有灵活性并自我归责，那么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你成功

h. 知道如何对待挫折和知道如何前进一样重要

2.2 找出问题，而不是容忍问题

a. 把令人痛苦的问题视为考验你的潜在进步时机

b. 不要逃避问题，因为问题根植于看起来并不美好的残酷现实

c. 要精准地找到问题所在

d. 不要把问题的某个原因误认为问题本身

e. 区分大问题和小问题

f. 找出一个问题之后，不要容忍问题

2.3 诊断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

a. 先把问题是什么弄明白，再决定怎么做

b. 区分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c. 认识到了解人〔包括你自己〕的特性，有助于对其形成合理预期

2.4 规划方案

a. 前进之前先回忆

b. 把你的问题看作一部机器产生的一系列结果

c. 谨记实现你的目标通常有很多途径

d. 把你的方案设想为一个电影剧本，然后循序渐进地思考由谁来做什么事

e. 把你的方案写下拉，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并对照方案执行

f. 要明白，规划一个好方案不一定需要很多时间



2.5 坚定地从头至尾执行方案

a. 规划做得再好，不执行也无济于事

b. 良好工作习惯的重要性常被大大低估

c. 建立清晰的衡量标准来确保你在严格执行方案

2.6 谨记：如果你找到了解决方案，弱点是不重要的

a. 考察你犯错的类型，并识别你通常在五步流程中的哪一步做得不好

b. 每个人至少有一个最大的弱点阻碍其成功，找到你的这个弱点并处理它

2.7 理解你和其他人的“意境地图”与谦逊性

3. 做到头脑极度开放

3.1 认识你的两大障碍

a. 理解你的自我意识障碍

b. “两个你”在争夺对你的控制权

c. 理解你的思维盲点障碍

3.2 奉行头脑极度开放

a. 诚恳地相信也许你不知道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并认识到，与你知道的东

西相比，能不能妥善处理“不知道”才是更重要的

b. 认识到决策应当分成两步，先分析所有相关信息，然后决定

c. 不要担忧自己的形象，只关心如何实现目标

d. 认识到你不能“只产出不吸纳”

e. 认识到为了从他人的角度看事物，你必须暂时悬置判断，只有设身处地，你

才能合理评价另一种观点的价值

f. 谨记，你是在寻找最好的答案，而不是你自己能得出的最好的答案

g. 搞清楚你是在争论还是在试图了解一个问题，并根据你和对方的可信度，想

想哪种做法最合理



3.3 领会并感激：深思熟虑的意见分歧

3.4 和可信的、愿意表达分歧的人一起审视你的观点

a. 为最坏的请款作准备，以尽量使其不那么糟糕

3.5 识别你应当注意的头脑封闭和头脑开放的不同迹象

3.6 理解你如何做到头脑极致开放

a. 经常利用痛苦来引导自己进行高质量的思考

b. 将头脑开放作为一种习惯

c. 认识自己的思维盲点

d. 加入很多可信的人都说你正在做错事，只有你不这么看，你就要想想是不是

你看偏了

e. 冥想

f. 重视证据，并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

g. 尽力帮助其他人也保持头脑开放

h. 使用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工具

i. 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停止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信任自己的决策程序

4. 理解人与人大不同

4.1 明白你与其他人的思维方式能带来的能量

a. 我们拥有各种天生特征，既可能帮助自己也可能伤害自己，取决于如何应用

4.2 有意义的工作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不仅是我们做出的

美好选择，而且是我们天生的心理需求

4.3 理解大脑里的主要斗争，以及如何控制这些斗争，以实

现“你”的愿望

a. 要明白，意识与潜意识在不断斗争

b. 要知道最常发生的斗争是情绪和思考的斗争

c. 调和你的情绪和思考



d. 善择你的习惯

e. 坚持友善地训练“较低层次的你”，以养成好的习惯

f. 理解右脑思维和左脑思维的差异

g. 理解大脑可以改变的程度

4.4 认识自己和他人的特性

a. 内向与外向

b. 直觉与感知

c. 思考与感觉

d. 计划与觉察

e. 创造者、推进者、改进者、贯彻者与变通者

f. 关注任务与关注目标

g. 职场人格量表

h. 塑造者是能从设想一路走到设想实现的人

4.5 无论你要实现什么目标，让合适的人各司其职以支持你

的目标，是成功的关键

a. 管理你自己，并协调其他人实现你的目标

5 学习如何有效决策

5.1 要认识到：

〔1〕影响好决策的最大威胁是有害的情绪；

〔2〕决策是一个两步流程〔先了解后决定〕

5.2 综合分析眼前的形势

a. 你能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决定问谁

b. 不要听到什么信什么

c. 所有东西都是放在眼前看最大

d. 不要夸大新东西的好处

e. 不要过度分析细节

5.3 综合分析变化中的形势

a. 始终记住改善事物的速度和水平，以及两者的关系



b. 不必过于精确

c. 谨记“80/20”原则，并明白关键性的“20%"是什么

d. 不要做完美主义者

5.4 高效地综合考虑各个层次

a. 用“基线以上”和“基线以下”来确定谈话位于哪一层

b. 谨记，决策需要在合理的层次做出，但也应该在各层次之间保持一致

5.5 综合分析现实，理解如何行动的最好工具是逻辑、理性

和常识

5.6 根据预期价值计算做决策

a. 不管你押对的概率已经有多大，提高你的押对概率始终有帮助

b. 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去押注，和知道什么注值得押同样重要

c. 最好的选择是好处多于害处的选择，不是毫无害处的选择

5.7 比较更多信息带来的价值和不做决定造成的成本，决定

优先顺序

a. 先把你的“必做之事”做完，再做你的“想做之事”

b. 你很可能没有时间处理不重要的事，那最好将它留着，以免自己没有时间处

理重要的事

c. 不要把概率当作可能性



5.8 简化

5.9 使用原则

5.10 对你的决策进行可信度加权

5.11 把你的原则转换为算法，让电脑和你一起决策

5.12 在深刻理解人工智能之前不要过分信赖它

我希望这些原则将帮助你有效地拼搏，从生活中汲取最大限度的快乐。——瑞达

利欧

二、工作原则

1 相信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

1.1 不要惧怕了解事实

1.2 为人要正直，也要求他人保持正直

a. 假设不想当面议论别人，背地里也不要说，要批评别人就当面指出来。

b. 不要因忠诚于个人而阻碍追求事实和整个机构的利益。

1.3 营造一种氛围，让每个人都有权了解合理之事，不可保

持异议却缄默不语

a. 表达出来，并对你的观点负责，否则就走人。

b. 切记要绝对开诚布公。

c. 切莫轻信不老实之人。

1.4 要保持极度透明

a. 通过透明实现正义。



b. 分享最难分享的事情。

c. 要把极度透明的例外事项减到最少。

d. 确保让因极度透明而获得信息的职工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妥善管理好信息，

做出明智的权衡。

e. 要向善于管理信息的人透明，对那些不善管理信息的人，要么不透明，要么

将其清除出公司队伍。

f. 不要向公司的敌人提供敏感信息。

1.5 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有意义的工作相互促进，尤其是在

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的环境下

2 做有意义的工作，发展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2.1 忠于共同的使命，而非对此三心二意之人

2.2 对相互交往要一清二楚

a. 确保职工要多体贴他人，少向别人索取。

b. 确保人人都理解公平合理与慷慨大方的区别。

c. 要清楚界限在哪里，并站在公平的另一端。

d. 酬劳与工作相适应。



2.3 要认识到机构规模过大会对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构

成威胁

2.4 要记住很多人只是假装为你工作，而实际上是在追求一

己私利

2.5 珍视老实、能力强、表里如一的职工

3 打造允许犯错，但不容忍罔顾教训、一错再错的文化

3.1 意识到错误是事物演变过程中的自然连带部分

a. 把失败变成好事。

b. 不要为你自己或他人的错误而懊恼，要珍爱它！

3.2 不要纠结于一时的成败，要放眼于达成目标

a. 不要纠结于“埋怨”还是“赞美”，而要专注于“准确”还是“不准确”。

3.3 观察错误模式，判断是否因缺点引起

3.4 记住在经历痛苦后要反思

a. 要能够反思，并确保你的职工也能如此。

b. 要知道，没有人能客观地看待自己。

c. 教导并强化“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



3.5 知道哪些错误可以接受，哪些错误无法容忍，不要让你

的职工犯不可接受的错误

4 求取共识并坚持

4.1 认识到冲突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因为人们

正是用冲突来检验各自的原则是否一致以及能否解决彼此

的分歧

a. 求取共识要不吝时间与精力，因为这是你所能做出的最正确投资。

4.2 知道怎样求取共识和掌控分歧

a. 把可能的分歧摆到桌面上。

b. 区分苍白的抱怨和有助于改进工作的诉求。

c. 要记住每个故事都有另一面。

4.3 保持开放心态，同时也要坚定果断

a. 区别心态开放和心态封闭的人。

b. 远离心态封闭的人。

c. 提防那些羞于承认自己并非无所不知的人。

d. 确保工作负责人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问题和他人的意见。

e. 认识到求取共识是双向的责任。

f. 实质重于形式。

g. 自己要通情达理，也期待别人通情达理。

h. 提建议、提问题与批评是不一样的，所以别混淆。

4.4 如果由你主持会议，应把握好对话

a. 明确会议的主持人和会议的服务对象。

b. 表述要清晰准确，以免造成困惑。

c. 根据目标和优先次序来确定采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

d. 主持讨论时要果断、开明。

e. 在不同层面的讨论对话中穿梭对照。

f. 谨防“跑题”。

g. 坚持对话的逻辑性。



h. 注意不要因集体决策而丧失个人责任。

i. 运用两分钟法则防止持续被别人打断。

j. 留神讲起话来不容置疑的“快嘴王”。

k. 让对话善始善终。

l. 运用沟通手段。

4.5 伟大的合作如同爵士乐演奏

a. 1+1=3。

b. 3—5 人的效率高于 20 人。

4.6 珍惜志同道合者

4.7 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调和相互间的主要分歧——尤其

是价值观层面的——要考虑是否值得维持这种关系

5 做决策时要从观点的可信度出发

5.1 采用创意择优，需要你了解每个人观点的长处

a. 如果你自己无法成功完成某件事，就不要想着指导别人该如何完成。

b.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通常不是什么好点子。

5.2 关注可信度最高、与你观点不一致的人，尽量理解其推

理过程

a.要分析人们的可信度，以评价其观点正确的可能性。

b.较可信的观点很可能出自以下两种人：〔1〕至少曾经三次成功解决过相关问题；

〔2〕对所得结论的因果关系分析很有道理。

c.假设某人并无经验，但其所讲道理似乎符合逻辑且可经受压力测试，则一定要

试一试。

d.要更关注发言人的推理过程，而非其结论。

e.没经验的人也不乏好点子，有时远远胜过有经验的人。

f.每个人都应在表达观点时信心满满。



5.3 考虑好你要扮演老师、学生、同事中的哪个角色，你应

该去说教、提问还是辩论

a.学生理解老师比老师理解学生更重要，尽管二者都重要。

b.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尽力了解重要的事情，还必须保持谦逊和非常开放的

心态。

5.4 要了解人们提出意见的过程和逻辑

a.无论你向谁提问，对方一般都会提供“答案”，所以要仔细考虑向谁提问。

b.让每个人都可肆意评论其他人的观点，此举低效且浪费时间。

c.提防以“我以为……”为开头的发言。

d.系统梳理职工的工作记录，评估其发言的可信度。

5.5 处理分歧务必高效

a.知道适时终结辩论，推动就下一步措施形成共识。

b.可信度加权可以作为工具，但不能取代责任人的决策。

c.如果你自己没有时间全面检视每个人的想法，则要明智选取具有可信度的观点。

d.假设由你负责做决策，要把可信度加权后得出的结论和你自己的想法做比较。

5.6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去设法了解重要的事情

a.沟通是为了获得最正确回应，故应与最相关的人沟通。

b.以教育或促成共识为目的的沟通，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最正确答案，故应让更多

的人参与。

c.要认识到你没有必要凡事都做出判断。

5.7 要更关注决策机制是否公允，而非是否如你自己所愿

6 知道如何超越分歧

6.1 要牢记：相互达成协议时不能无视原则

a. 每个人都要遵守相同的行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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