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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心法》

前言

一、苦难的孩子    如果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孩子，到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2006年9月)，他已经满10岁了
。他出生时的名字叫《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    他的父亲虽然是我，母亲却是苦难。我和苦难
的婚姻持续了40年，我不记得我们举办过婚礼，如果一定要找这么个可纪念的日子，那就应该是1960
年夏季的某一天，那日，我母亲因贫病交加辞世于县医院，当时我不满5岁。看来，我和苦难之间的
婚姻是包办童婚。作为童养媳的苦难虽然穷，但并非没有嫁妆，她的嫁妆是饥饿。对我们这代人而言
，不被饿死，不仅是个奇迹，而且是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随着我慢慢长大，苦难也长
大了，而她与我的关系也慢慢从肉体发展到精神。这种精神上的苦难被王若水先生称为“智慧的痛苦
”，我智慧不多，但痛苦不少，世界上还有什么精神痛苦能与看着那些自己心中的偶像一个个被击碎
的痛苦相比吗？经济改革已经长大成人，但它的奶妈与保姆们呢？“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
森⋯⋯”    1992年底，我刚刚从精神分裂症的边缘溜达回来，我的一位从政的师兄来看我。他给了我
“三句教”：别轻易放弃政治感觉；从今而后好好种菜；闲暇时读点历史。菜我是种了，但几乎没有
收成，结局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因是我做好人做坏人都不彻底，且缺乏技艺。莫非我这一生与
踉跄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6年可能是我平生中最潦倒的一年，我把自己抛到京城的一个角落里，没
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伴侣，只与痛苦同眠。阅读与写作成了我唯一的内心缓释剂。就在彼时彼
地，这本书开始受孕并妊娠。我与苦难结婚36年才第一次真正生育，可见，我既不是一个好公民——
“早婚”；也不是一个坏公民——“晚育”。    痛感于80年代的改革，是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深层原因
，10年前出版它时，我在序言和第一章中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在我看来，改革绝不缺乏道义和良心，
缺乏的是神通。假如《西游记》中的西天取经班子只有唐三藏，没有孙悟空，真经是取不来的。要取
真经，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没有唐僧的菩萨心肠，孙悟空永远是妖
猴，不能替天行道，只能为虎作伥；没有悟空的霹雳手段，唐三藏只能是妖怪嘴里的美味，不能取回
真经，只会为他人延寿；没有如来智慧，顶多是行为悖乱的宋襄公，虽然他既有霹雳手段，也有菩萨
心肠，遗憾的是，他用霹雳手段对待会场里的盟友，用菩萨心肠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卒为千古笑。    
菩萨心肠是道，霹雳手段是谋，如来智慧是神。道用来兴善，谋用来除恶，神用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
是恶，以及用来决定何时该兴善何时该除恶，兴除到何种程度。道是做加法的能力，谋是做减法的能
力，神是如何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的能力。神道谋，就是本书要向读者推荐的人世心法，运用它，不
仅可以打开历史上兴亡成败的黑匣子，也可以编织出现实中通往冠军领奖台的红地毯。人间万法，无
非一加一减。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业，经世安邦。    二、良知开
花    这“孩子”长到10岁，我才说破“他”的身世，是因为当时我希望“他”面目不清，今天，却不
想再让“他”像丑小鸭一样，煎熬于身份危机。    这本书出版后，一些书店把它放在小学算术教学参
考书的书架上，大概是因为它的名字里有“算术”和“加减”的字样。还有些朋友曾善意地劝告我以
后不要再写这类书，也许是副题中“谋略”那个词像只蝎子一样蜇疼了他们。的确，在中国主流传统
文化里，“谋略”如同青楼里的春宫画册，正经人是不屑于碰它的，怕坏了名声。这就难怪当代某位
伟大的政治家就曾愤怒地拒绝看《资治通鉴》，在他看来，皇宫和春宫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
中国传统文化就造就出两种典型人格：正人君子和势利小人。正人君子是什么人？是传统儒家理想的
人，董仲舒对他的描述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势利小人是什么人呢？说含蓄一
点，就是鬼谷子推崇的“圣人”：“阖而捭之，以求其利”；说露骨一点，就是冯道自嘲的那种小人
“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前一种人成事不足，因为他不计功利；后一种人殃民有余，因为
他漠视德性。    这从一个方面揭示出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不能臻于完善的一个思想根源：道义不必与功
利关联，有德不必与有福匹配，好心不必与好报对称。其结果自然是德性得不到幸福的鼓励，幸福得
不到德性的支撑。没有幸福鼓励的德性，有如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必然凋败；没有德性支撑的幸福，
有如断了根的大树，岂能繁茂？    一个至善的社会是德性与幸福都同比例增长的社会，实现这个目标
，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哲学家们的神圣使命。谁都知道，德性并不必然带来幸福，要鼓励德性，就要
创造一种条件，给德大于福的人补偿幸福，给福大于德的人追加惩罚。即民间所谓“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善恶都报”。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承担的就是这项任
务，它创造了两项条件，一是“灵魂的不朽”，二是“神的存在”。有了这两个条件，最终的幸福就
会按德性分配：你在今生努力修德，神(上帝)将在天国给你分配与你的德性成比例的“天福”。中国
古典儒家学派也试图创造类似条件，它用生命的延续代替灵魂的不朽，用历史的审判代替上帝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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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无福的人，将由你的子孙们来按比例领取幸福；有福缺德的人，将由你的子孙们来承受迟到的
谴责。于是，有人冒充岳飞的子孙，想冒领幸福；无人自称是秦桧的后裔，不愿挨骂。    但是，历史
并不是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历史却是人写的，而且通常是胜利者写的。历史可以被写它的人伪造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寇”；人也可以在写他的历史面前伪装：“周公恐惧流
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因此，让历史来扮演上帝，有福的必
定是暴君和伪君子，他们想得龌龊，说得、做得好看；或者做得龌龊，在史书上写得好看。结果是有
德之人得不到幸福，便鄙视幸福；有福之人蔑视真正的德性，道德沦丧。    宋明之际的儒家学派深切
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社会道德危机，试图重新拧紧早已松弛的儒家道德发条，在新的宇宙论和本体论
基础上重建儒家道德规范，并要求学者把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结合起来，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
生的至善，也就是终极追求。为此，朱熹发展出“格物致知”之理学，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心
学。    但是，他们依然继承了古典儒家“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传统，因此，他们似乎并没有
超越西方古典伦理学派——斯多葛学派的道德理论水平：该学派把德行法则本身作为至善的唯一条件
，而忽略了人类至善的第二个元素，即幸福。在他们看来，幸福似乎只在于躬行道德，或对自我人格
价值的孤芳自赏。这种道德理论很容易让实践者陷入康德所说的“完全无自知之明的通神家的热狂幻
梦中”。    理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在感性相对主义的道德文化传统中首次提出了理性绝对主义的道
德法则；心学的杰出贡献之一，是把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善心与善行内在地统一起来。在心学看来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道德行为，不是看它在表面上是否合“理”，而是体会它背后的“存心”。这是
一种理想主义的“存心道德论”    但是，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患有一种名叫“道德无能”的顽症
。它们只能告诉我们，无德者不应有福，坏心者不得好报；但它们不能告诉我们，有德者怎样才能有
福，好心者如何才能好报，好人怎样才能办成好事。拿心学术语来说，它只要求“存心”与“用心”
的统一，王阳明称为“知行合一”；但它不要求“存心”、“用心”与“报心”(好一心好报，坏心坏
报)的平衡，或者说，不要求善心、善行和善报的平衡，我称之为“心报平衡”，也就是道德与幸福的
匹配。没有幸福匹配的道德，就如同没有配偶的关鸠，虽然叫得好听，但不能繁衍。宋明儒家的道德
也就是这样一匹没有生育能力的道德骡子。    本书隐含的一个诉求，就是想给中国传统道德的关鸠找
到一个配偶，让有德者也有福，让好人成好事，让“心报”当下平衡，而不必借助上帝或历史的审判
。这个配偶就是“法”。法在哪里？在你的心里。王阳明的《传习录》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先生游
南镇，一友指山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
花不在你的心外。”    要理解这个故事的寓意，必须了解王阳明所说的“花”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花”，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花”。从本体论意义上说，花之体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识独立存在；
从认识论意义上说，花之理离不开感知者心的存在。在王阳明看来，花之理与万物之理一样都在人的
心里，这些理凝聚在一起，就是他所谓的“良知”。    良知合而为“一”，分而为“三”：“流行为
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此其人生“三宝”。在我看来，被“妙用”的良知就是“法”。良知的
根是理，是存心；花是法，是用心；果是福，是报心。法花是理根上绽放的，福果是法花里凝结的。
理根和法花都在心里，心静生根，心动发花。福果一半结在心里，一半结在心外，心里的福果是喜乐
，心外的福果是功业。理法是“内圣”，功业是“外王”。用以求外王的心法，便是入世心法，它是
良知之树上开的花。它也和别的花一样，并不开在你的心外，开在你的心里。万物之理，成败之道，
存乎一心而已矣。  这就是这本书，或者说这个“孩子”的身份。    三、生“书”的快乐    不过，“生
”一本书，和生一个孩子还是有区别的。孩子生下来，创作才刚刚开始，而一本心血之作一“生”下
来，就可以享受劳作完成后的快乐；孩子要你抚养，书却能赡养你。《智慧算术》一面世，就上了当
年北京、广州和上海的畅销书排行榜，得到不少新老朋友的疼爱；在三年时间里先后被深圳、广州和
珠海三地的几个中外合作的MBA培训班选为教材，我因此也被聘为这几个培训班的授课教授；2005年
底，我因这本书被中国首届管理大会授予杰出管理学者奖⋯⋯有个叫“牛头”的网友甚至在网上写了
一段让我脸红的话：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可预测的情况，我必须登上飞机，只身到另一个国家从
零开始，我会带上两本书：    1.《周易》(指《易经》与孔子注解的《十翼》，合称《周易》)——我从
来没有读通过，但我一直相信它包含天地万物的大智慧。    2  吴稼祥的(《智慧算术》——我曾以为自
己读懂了，可是我明白，我须穷一生来学习与实践这本绝世奇书。(http：//post.baidu.com/f
？kz=22340338.)    我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写的书可以望《周易))的项背，也知道对于网络评论不可太当
真，但读友的偏爱对于我仍然是一种心灵的抚慰与激励，一激动，今年初为《智慧算术》产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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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名叫((加减——博弈与作局的中国功夫》。原以为会好评如潮，结果却是反应平平，我的一
位老友心怀怜悯地对我说：“你这本书可能写得急了点⋯⋯”我再次明白，伤口里流出来的东西果然
与唾液腺里流出来的东西不同，吐出前者的是伤痛，分泌后者的是欲望；茅台也与秦池两样，前者是
酿造出来的，后者是勾兑出来的⋯⋯苦难之作没有续集，它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唯一。    于是，我决
定再版《智慧算术》这本书。虽说是“再版”，除了书名、序言和装帧，正文没有一字的改动(除了错
别字)。一字不改，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精当到无可改动，而是因为十年来我的思想在此领域里没有实质
性进展，心态更不如十年前恬静，如果这本书的边界是两边的河岸，我也没有感到它已经被现实生活
的河流淹没。对这本书仅仅做文字上的润饰，无异于为一位从工地上归来的苦工的干裂嘴唇涂点口红
，读者得到的不一定是美感，更可能是恶心。    被改动的虽然不是这本书的文字，但我希望这篇序言
改变了照在它身上的光，从一抹智巧暗色，到一束天慧福光。    是为序。    2006-10-4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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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做加法”还是“做减法”，这两个老挂在嘴边的词无形中已约定俗成
为当今国人为人处世的集体智慧，殊不知加减法的产权人就是本书《人世心法》的作者吴稼祥先生。
他要让我们牢记加减法乃人生的第一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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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稼祥，北京市民。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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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加减兼用：倍加和倍减的谋略
第八章 反减法与反加法
8.1 空城计的清代版和日本版
8.2 深根固本：弃腹占角与“农村包围城市”
8.3 反减法的权宜之计
8.4 反加法
8.5 反反减法与反反加法
第九章 加减的辩证法
9.1 最大的加法是减法
9.2 最大的减法是加法
9.3 加之又加是减，减之又减是加
第十章 加减的艺术
10.1 水性谋略
10.2 静功：理性原理
⋯⋯
第十一章 加减法的原则
第十二章 加减哲学
附录 写给八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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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人间万法，无非一加一减。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业，经世安
邦。    加减法是智慧的起点，数学从它开始，自然科学从数学开始；道从它开始，从一有一无一阴一
阳一加一减开始，万物从道开始。    人道有减有加，友我相加，敌我相减；加以求利，减以避害。战
争与竞争是互减，和平与合作是互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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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往来古今，臧否人物；出经入史，举重若轻；世间万法，一加一减。善用
者，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消灾酿福；不善用者，反胜为败，转安为危，甚至身死族灭，贻祸子孙。
那么，如何善用人生的加减大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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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人生在世，加减二字——读吴稼祥《入世心法》         孔庆东 八十年代的后几年，吴稼祥是中国知识分
子中名震一时的“谋士”型才子。我那时在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闻得吴稼祥的大名，拜读他的宏
文，对其才华十分敬佩。后来风云际会，在一处开过两次慷慨激昂的秀才会，我亲耳聆听了他的“二
把手更换率”的政治卓见，又亲眼见他十几分钟草就一篇气壮山河的檄文。不禁心中暗叹：谁说中国
无人！只可惜多少英雄沉于下僚，龙卧沙滩，虎困斗室，一个个憋得壮怀激烈，最后只落得三杯两盏
淡酒，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转眼一个八年抗战，我在沙家浜养好了伤，拿了个北大的博士，再出
江湖。我不知道吴稼祥在此期间，战胜了精神分裂症，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把自己抛到京
城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伴侣，只与痛苦同眠。”（作者《再版序》）我再次
见他的时候，是在一个书香浓郁的大茶馆里，仍然是三山五岳的秀才们纵论天下，挥斥方遒。但此时
的吴稼祥变得澹泊了，沉稳了，而且稍稍有点“圆融”的意味了。我回家读了他赠给我的大作才知道
，他刚刚修习了太极哲学与太极养生。怪不得。他赠给我的那本大作，就是上海三联出版的大名鼎鼎
的《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在九十年代的政治低气压中，图书市场上涌现了大量的谋略类书籍
，就像1927年之后的“革命文学”一样畅销。但那些书多数是古代谋略的炒冷饭，或者是中外成功事
例的拼凑版，只具备泛泛意义上的智慧启发性，不具备特殊的时代针对性，更不具备学术原创性。我
本人就被书商利用，策划了两部此类“大作”，框架材料都齐备之后，书商说因故不能出版了，于是
作废。过俩月俺到书店一看，书商改了书名，换了次序，自己充了作者，文文静静在那里热销着呢。
那种心情，就像被富姐利用，替人当了一回父亲，数年后在街上遇见自己的骨肉儿女，可人家爹妈愣
不承认一样。而吴稼祥的这本《智慧算术》，却是他以自身的政治创伤为眼睛，观察古今中外的人生
得失，用自己的痛苦熬出的一碗“智慧高汤”。不但名列京沪穗几大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MBA
培训班选为教材，2005年获得“杰出管理学者奖”，甚至近来还有读者表示，假如出国创业只能带两
本书，那么一本是《易经》，另一本就是《智慧算术》。有趣的是，得到如此激情评价的好书，“一
些书店把它放在小学算术教学参考书的书架上”。这让我想起黄子平老师讲的，他们80年代的一群新
锐批评家，出版了一套“牛犊丛书”，取“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没想到，他们去书店怎么也找不
见，原来被放到了“畜牧业”一类。说句“网语”：晕！因此，这回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之际，
书名就改成了《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名字更精彩，但谁让我们生活在这
样一个批量生产大脑的缺乏智慧的时代呢？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就必须学会装傻充愣，就必须随
时随地降低自己的智慧，一直降低到尘土中去，憋死就憋死了，倘能不被憋死，又重新开出花来，那
就是真正的大智慧——拈花一笑的智慧。在我看来，吴稼祥提出的不是“算术”之类的小道，而是一
种可以称之为“加减哲学”的大道。世局也好，人生也罢，貌似千变万化，令你眼花缭乱，其实经过
开方约分、积化和差、合并同类项，最后剩下的就是个“加减”。懂得加减的奥秘，才是真正的数学
高手，也才有可能成为哲学高手。蜀国加上吴国，就减去了魏国。关羽减了吴国，也就减去了蜀国的
未来。“胡雪岩善用四种加法：给予、借用、转化和联合”，所以他富甲天下。萨达姆早年善用加法
，把伊拉克搞得好生兴旺，可是晚年骄傲自大，远得罪欧美、近得罪中东、外有仇国、内有政敌，所
以最后孤家寡人。共产党当年依靠工农大众，又联合中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所以万众一心，推翻了三
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假如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不搞和谐社会，不再依靠工农，天天任由外
资大款率领贪官污吏对下层民众横征暴敛、大搞富人对穷人的阶级斗争，那不要说红色江山不保，就
是把江山都染成黑色黄色也保不住了。以毛泽东为例，他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
争，“两加一减，颇得天道。”这是毛泽东思想成功的精髓。后来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加减失衡，减
法用得太急，伤害了过多的中产阶级。不过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又是晚年思想的一绝，通过“
加N减2”，孤立美苏两霸，保持全球均衡，为中国赢得了基本建设和经济起飞的宝贵时间。如果比较
蒋介石和毛泽东，蒋的加法用来给富人“锦上添花”，而毛的加法用来给穷人“雪中送炭”。于是，
“锦上添花的蒋介石，得到了城市、轿车、美女和财富；雪中送炭的毛泽东得到了农村、窑洞、步枪
、民心和一支名曲《东方红》。”（《六大加法》）不论国家个人，我们一生都在用加减法，关键在
于我们应该明白，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加法，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减法。我们需要思考，“学习尖子加早
恋”等于什么？“幼年丧父加百万遗产”等于什么？“农药化肥减去农业税”等于什么？“北大清华
减去希望工程”等于什么？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减腐败、减浪费、减污染，加民主、加法制、加公
平，可能要比加政绩、加文凭、加钞票和减上访、减讽刺、减批判更重要吧。上述我的发挥，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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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合乎吴稼祥老兄大作的原意。但我相信他说的“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
建功立业，经世安邦”这番话，绝非广告言论，而是跟当年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先生一样，隐痛
在心，要一醒天下人之耳目的。陈远先生在《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的跋中说：“李宗吾注
定要让新旧两个时代的人对他产生误解”。我想，一切思想比较复杂的人士，都免不了被世人从多方
面误解。像吴稼祥和我这样的在短短几十年中便阅历了几个时代的思想者，就更难免。那些到庙里对
着佛像烧香跪拜的善男信女，跟砸佛像烧庙宇的激进青年一样，都是不懂佛心的人。吴稼祥祭出的这
套“加减大法”，也肯定要被各路君子以自己之心揣度出一百种说法来。陶渊明乐观地说：“衣沾不
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而人生的真况却往往是：衣服也沾湿了，愿望也落空了。李
敖在《春秋评论》里解释这句说：“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作为一名文化战
士，李敖的牺牲精神值得钦佩，但问题是，李敖的名誉确实遭受了很大损毁，而台湾却依然把玩在被
李敖称为龟孙子的政治玩家手中也。所以最后，我再对吴稼祥的加减大法表示一点保留意见：也许我
们认为的那些加减大师的“错误”，是我们看错了题。加减平衡是对的，但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内
，也许就是需要大加大减。烈士们减去了自己的生命，耶稣减去了自己的神通，鲁迅减去了自己的寿
数，高昌国减去了自己的社稷，可能都不是“误算”，而是一种需要更高地提升我们的智慧去想象的
“世外心法”

Page 12



《入世心法》

精彩短评

1、从方法论上讲了很多。很简单，容易读懂，但是如果真正融会贯通用于自身，还需要假以时日。
总之是一本可以时时阅读的书，但是无法作为放松的书籍使用。
2、书不错，配送速度也快
3、11-9-10 非常喜欢吴稼祥的书，每一本每时拿出来看都有收获。 2011-9-11 看的是他的另一本书《中
南海日记》，这在现在应该还是一本禁书吧，豆瓣上也没有，是从老板家里掏来的宝贝。
4、作者十年前的作品.再版时并且出于某种原因没有修改.书的纸很硬,读起来太费力了,当然,你不在乎
书出褶就另说.
5、加减有方，随机应变
6、没话讲，真得没话讲！其它的话都是多余的。
7、有些人就这么牛x （待购）
8、善用加减。菩萨心肠，如来智慧，霹雳手段。
9、这本书写得不错，尤其写加法部分及后面加减联用部分。看完后一时掌握不了，需要慢慢体会慢
慢加以应用，这本书值得我们一看。
10、看了电子版,不过瘾,终于买着了实体书, 珍藏之.

吴是大才子,际遇可惜.

 
11、写的挺好，可惜电子版只到第五章
12、这本书很敢讲，而且说的道理很准。很喜欢作者的文笔，平淡而有味道
13、例子很多，观点独特，但有些还是比较牵强。总体还是有些启发的。
14、我的老师推荐给我读的一本书，我目前还只看了一点，不过相信是本指导人生的好书！
15、以和为贵，借势成事
16、这本书是非常好的，是《加减法》的前一本，可以说是《加减法》是《入世心法》的延伸本。可
能一开始你会不理解这种“心法”，慢慢去读，暂时放弃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用书中交的方法去看
问题，你会发祥原来可以这样看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学会这种“心法”固然很好；就是一时无法掌
握，你也可以跳出固有思维，换个角度，增加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拓展思维空间。  这本书我真的
很喜欢，从中学了非常多呢。。。。
17、從歷史看加減，得失之道，存乎一心。
不得不說，某些當面，我被吳先生說服了。
值得推薦。
18、好“复古”的书，看到封面就觉得跟市面的盗版设计没两样，第一印象不是很好，以至于放在一
旁到现在仍未翻阅。
19、难得一见的好书，作者的经历和心血。观点独特，非常值得一读
20、谋略书。作者野心不小，试图将谋略学系统化，搭出一个框架。但是，其中的论证总觉得有些牵
强。
21、一本奇书，教人学会加法。真的，要真正学会加法不简单啊，正在读，希望能学会。
22、: �
C934-49/6823

23、一加一减，简而不单啊
24、
语言力道老练

表达精准

有思想，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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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体悟

不能直接拿去用
25、没读完
26、静、幽、柔、顺、变、高、低 
27、感觉有点牵强附会了.
28、好，内容很好。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29、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两个字：加减。但何是加，何是减？何时加，何时减？如何应对加，如何
应对减，增加，反减？这才是谋略，才是使用、应对。作者从古到今，跨越古今中外的历史经济文化
，顺手拈来，自由发挥，阐述的有条理，有功用，有可读的文学性。的确是本不错的著作。
更多的书评，请见孔庆东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gpwn.html
30、谋略入门奇书 读罢有恍然大悟之感
31、语言很好，作者教育背景极佳，文学功底深厚。所说的内容，我觉得也很深刻，很有，教育意义
。。。
32、2015-12-27
33、本书的本人，找寻找多时的最爱的书。不为人知。却不退其含金量。。。值得一辈子去读。。
34、看着真累，心机太多，累得慌
35、2012-313雪中送炭，扬人之善，隐人之过。需要再读一遍
36、比名字好上一百倍
37、真正懂的人和不懂装懂或一知半解的人往往说出的东西没什么区别，但到了具体做事儿的时候高
手和俗手往往就是判若云泥了，例如纸上谈兵的赵括。
38、这本书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我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我要将它作为我
这一生中值得精读的书之一。对提高我的谋略素养太有帮助了。
39、吴先生有成为一流国家战略学者的潜质，写这类文章其实没什么大意思，有些可惜。
40、天道之体以否泰为主，人之道以损益为主。在本书里，否泰即是自然的加减，而损益即是人为的
加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物极则反、祸福
相依！）。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是谓“道”、“中庸”、“黄金分割之美”。也就是“恰到好处”。
即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的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
则太赤”。

41、初读只觉意味了了，但等到读完全书还是觉得作者对人生有过认真的思考和探究的。虽然他的文
笔只算中上，境界也稍欠一步到达入室之境，但读完后的对自己处世方法的裨益还是很多的。
42、故事还好，给人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向，看完启发很多，很适合想对人生进行学习的人。可是，作
者写的大道理太多，真是太繁琐了。本书可以在故事等进行加强，删掉作者过分冗长的话。
43、1，序言部分很有意思，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
2，本质是怎么增强己方的实力和扩大己方利益的手段，打败对手和化敌为友并不矛盾。
44、这是吴稼祥最好的一本了
45、已购，送小高。
46、这位大哥能对世事如此通明，为何早期混得妻离子散，费解费解。对书的内容还是蛮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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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水性谋略，七种内功：静、幽、柔、顺、变、高、低静者，静心与无为自己的情绪不要受干扰，
反而要设法干扰对方的情绪心静方能虑远不要既当元帅又当士兵知不可为则不强为另外，在形势未明
、左右为难、筹策未精的时候，要沉得住气，别轻举妄动左右为难时不妨一托了之柔可以克刚，刚却
不可以克柔。柔能克刚是因为柔的东西比刚的东西更有耐力，并且柔的东西不会激起强烈的反作用力
。阴柔只有用更阴柔来克。泡功，比耐力，软磨硬泡。泡功用到极限，是比寿命。只要使力就必定受
到反作用力，因此要使自身的反作用力最小化，甚至将其消灭于无。使用怀柔政策和以退为进的策略
，以达到借力打力的效果。顺加，是顺以得势；顺减，是顺以导暇阿托搬家中心、不碰逆鳞、是字诀
要顺大逆小幽+变=诡功诡功就是奇正变化高峡平湖，内低外高放低姿态，大气的人才能做王高是对外
优势，最重要的高是见识高
2、文笔优美，可以让你忽视他的“功能性”功能强悍，可以让你忘却他的“文学性”既有谋略的大
开大阖，又有厚黑的实用尖刻
3、做人的生意不洞察人心不审时度势光损益加减离赵括不远矣谋略生成在于舍得而非书中所说的加
减偷换概念混淆是非生搬硬套事后诸葛损人利己把历史读昏只为符合加减法的理论框架还效仿博弈论
的皮毛在他人实践的谋略上画龙添凤作者的顿悟挂靠在朱子名下曰属于中国哲学的实践论范畴却没有
衍生创造的实践生命力说什么资本论书厚越卖越少老子书薄畅销不衰以此论证厚薄也是加减的歪理演
讲出书坐而论道的确甚为适合还是不要坐言起行的好若学此法只会把自己RAP得云里雾里用这种错误
的理论只会把问题复杂化一流谋士变三流有志成谋士的空悲切
4、加减，正如“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中的阴阳，“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
，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故捭者，或捭而出之，而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
”
5、2010.12.10   17:00 - 18:30  90F和气是以一加百，怒气是以一减百。老子》说，&quot;图难于易，为大
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quot;这是难易相通的基本道理。凡是难易相通
的东西，必定易于入门上手，难于登峰造极。易处入手，天下无难事；难处着眼，天下无易事。对个
人的低点切入，我称之为雪中送炭，是加法谋略的一种。谋略人的最高境界是无本万利。唯一的成本
是无形的智力。知易行难
6、人生在世，加减二字——读吴稼祥《入世心法》孔庆东八十年代的后几年，吴稼祥是中国知识分
子中名震一时的“谋士”型才子。我那时在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闻得吴稼祥的大名，拜读他的宏
文，对其才华十分敬佩。后来风云际会，在一处开过两次慷慨激昂的秀才会，我亲耳聆听了他的“二
把手更换率”的政治卓见，又亲眼见他十几分钟草就一篇气壮山河的檄文。不禁心中暗叹：谁说中国
无人！只可惜多少英雄沉于下僚，龙卧沙滩，虎困斗室，一个个憋得壮怀激烈，最后只落得三杯两盏
淡酒，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转眼一个八年抗战，我在沙家浜养好了伤，拿了个北大的博士，再出
江湖。我不知道吴稼祥在此期间，战胜了精神分裂症，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把自己抛到京
城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伴侣，只与痛苦同眠。”（作者《再版序》）我再次
见他的时候，是在一个书香浓郁的大茶馆里，仍然是三山五岳的秀才们纵论天下，挥斥方遒。但此时
的吴稼祥变得澹泊了，沉稳了，而且稍稍有点“圆融”的意味了。我回家读了他赠给我的大作才知道
，他刚刚修习了太极哲学与太极养生。怪不得。他赠给我的那本大作，就是上海三联出版的大名鼎鼎
的《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在九十年代的政治低气压中，图书市场上涌现了大量的谋略类书籍
，就像1927年之后的“革命文学”一样畅销。但那些书多数是古代谋略的炒冷饭，或者是中外成功事
例的拼凑版，只具备泛泛意义上的智慧启发性，不具备特殊的时代针对性，更不具备学术原创性。我
本人就被书商利用，策划了两部此类“大作”，框架材料都齐备之后，书商说因故不能出版了，于是
作废。过俩月俺到书店一看，书商改了书名，换了次序，自己充了作者，文文静静在那里热销着呢。
那种心情，就像被富姐利用，替人当了一回父亲，数年后在街上遇见自己的骨肉儿女，可人家爹妈愣
不承认一样。而吴稼祥的这本《智慧算术》，却是他以自身的政治创伤为眼睛，观察古今中外的人生
得失，用自己的痛苦熬出的一碗“智慧高汤”。不但名列京沪穗几大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MBA
培训班选为教材，2005年获得“杰出管理学者奖”，甚至近来还有读者表示，假如出国创业只能带两
本书，那么一本是《易经》，另一本就是《智慧算术》。有趣的是，得到如此激情评价的好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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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书店把它放在小学算术教学参考书的书架上”。这让我想起黄子平老师讲的，他们80年代的一群新
锐批评家，出版了一套“牛犊丛书”，取“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没想到，他们去书店怎么也找不
见，原来被放到了“畜牧业”一类。说句“网语”：晕！因此，这回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之际，
书名就改成了《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名字更精彩，但谁让我们生活在这
样一个批量生产大脑的缺乏智慧的时代呢？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就必须学会装傻充愣，就必须随
时随地降低自己的智慧，一直降低到尘土中去，憋死就憋死了，倘能不被憋死，又重新开出花来，那
就是真正的大智慧——拈花一笑的智慧。在我看来，吴稼祥提出的不是“算术”之类的小道，而是一
种可以称之为“加减哲学”的大道。世局也好，人生也罢，貌似千变万化，令你眼花缭乱，其实经过
开方约分、积化和差、合并同类项，最后剩下的就是个“加减”。懂得加减的奥秘，才是真正的数学
高手，也才有可能成为哲学高手。蜀国加上吴国，就减去了魏国。关羽减了吴国，也就减去了蜀国的
未来。“胡雪岩善用四种加法：给予、借用、转化和联合”，所以他富甲天下。萨达姆早年善用加法
，把伊拉克搞得好生兴旺，可是晚年骄傲自大，远得罪欧美、近得罪中东、外有仇国、内有政敌，所
以最后孤家寡人。共产党当年依靠工农大众，又联合中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所以万众一心，推翻了三
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假如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不搞和谐社会，不再依靠工农，天天任由外
资大款率领贪官污吏对下层民众横征暴敛、大搞富人对穷人的阶级斗争，那不要说红色江山不保，就
是把江山都染成黑色黄色也保不住了。以毛泽东为例，他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
争，“两加一减，颇得天道。”这是毛泽东思想成功的精髓。后来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加减失衡，减
法用得太急，伤害了过多的中产阶级。不过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又是晚年思想的一绝，通过“
加N减2”，孤立美苏两霸，保持全球均衡，为中国赢得了基本建设和经济起飞的宝贵时间。如果比较
蒋介石和毛泽东，蒋的加法用来给富人“锦上添花”，而毛的加法用来给穷人“雪中送炭”。于是，
“锦上添花的蒋介石，得到了城市、轿车、美女和财富；雪中送炭的毛泽东得到了农村、窑洞、步枪
、民心和一支名曲《东方红》。”（《六大加法》）不论国家个人，我们一生都在用加减法，关键在
于我们应该明白，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加法，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减法。我们需要思考，“学习尖子加早
恋”等于什么？“幼年丧父加百万遗产”等于什么？“农药化肥减去农业税”等于什么？“北大清华
减去希望工程”等于什么？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减腐败、减浪费、减污染，加民主、加法制、加公
平，可能要比加政绩、加文凭、加钞票和减上访、减讽刺、减批判更重要吧。上述我的发挥，不一定
都合乎吴稼祥老兄大作的原意。但我相信他说的“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
建功立业，经世安邦”这番话，绝非广告言论，而是跟当年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先生一样，隐痛
在心，要一醒天下人之耳目的。陈远先生在《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的跋中说：“李宗吾注
定要让新旧两个时代的人对他产生误解”。我想，一切思想比较复杂的人士，都免不了被世人从多方
面误解。像吴稼祥和我这样的在短短几十年中便阅历了几个时代的思想者，就更难免。那些到庙里对
着佛像烧香跪拜的善男信女，跟砸佛像烧庙宇的激进青年一样，都是不懂佛心的人。吴稼祥祭出的这
套“加减大法”，也肯定要被各路君子以自己之心揣度出一百种说法来。陶渊明乐观地说：“衣沾不
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而人生的真况却往往是：衣服也沾湿了，愿望也落空了。李
敖在《春秋评论》里解释这句说：“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作为一名文化战
士，李敖的牺牲精神值得钦佩，但问题是，李敖的名誉确实遭受了很大损毁，而台湾却依然把玩在被
李敖称为龟孙子的政治玩家手中也。所以最后，我再对吴稼祥的加减大法表示一点保留意见：也许我
们认为的那些加减大师的“错误”，是我们看错了题。加减平衡是对的，但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内
，也许就是需要大加大减。烈士们减去了自己的生命，耶稣减去了自己的神通，鲁迅减去了自己的寿
数，高昌国减去了自己的社稷，可能都不是“误算”，而是一种需要更高地提升我们的智慧去想象的
“世外心法”吧。（备注：作者原博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gpwn.html?t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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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入世心法》的笔记-第2页

        “关羽其人，识小义而未必明大义，尽小忠而可能害大忠，逞小勇而未能奋大勇。”—吴先生对
关羽的评价一针见血！

2、《入世心法》的笔记-第86页

        利害是暂时的，精神和心灵是永久的

3、《入世心法》的笔记-第一部分 1.苦难的孩子 

        菩萨心肠是道，霹雳手段是谋，如来智慧是神。道用来兴善，谋用来除恶，神用来判断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以及用来决定何时该兴善何时该除恶，兴除到何种程度。道是做加法的能力，谋是做减法
的能力，神是如何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的能力。

4、《入世心法》的笔记-第242页

        低则汪洋成海，高能以实击虚

5、《入世心法》的笔记-第21页

        易处入手，天下无难事；难处着眼，天下无易事。

6、《入世心法》的笔记-第一部分 1.苦难的孩子 

        要取真经，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没有唐僧的菩萨心肠，孙悟空
永远是妖猴，不能替天行道，只能为虎作伥；没有悟空的霹雳手段，唐三藏只能是妖怪嘴里的美味，
不能取回真经，只会为他人延寿；没有如来智慧，顶多是行为悖乱的宋襄公，虽然他既有霹雳手段，
也有菩萨心肠，遗憾的是，他用霹雳手段对待会场里的盟友，用菩萨心肠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卒为千
古笑。

7、《入世心法》的笔记-第66页

        羊毛出在狗身：借法-&gt;欠债相关性网络=关系网

8、《入世心法》的笔记-第256页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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