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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智慧三明治据说，当代国画大师范曾可以从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比如脚趾头，起笔作画，从脚
画到头，一气呵成。
寥寥数笔，一个邀月狂饮的李白就会醉卧石上；一个报国无门的屈原便能憔悴泽畔，绝不会发生贾谊
担心的那些问题：小腿和腰一样粗，脚趾头像屁股那样大⋯⋯10年前，我也画了一幅画，但既不是国
画，也不是人物画，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智慧的一幅小品，用的不是线条或徽墨，而是文字。
那幅“画”的名字叫《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
现在看起来，那很像是一块三明治，我也是从最下面开始“画”的，不好意思的是，那块三明治并没
有被我画完整，只画了最底下的半块。
那是什么三明治呢？
智慧三明治：读过我那本书的读者一看便知，我那本书所“画”的只是这块三明治左下角的那一小块
，即“谋略”。
把“谋略”等同于“智慧”，就是把脚趾头等同于整个身体。
中国的智慧，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常变的，也有相对不变的。
一般来讲，无形的智慧高于有形的智慧，不变的智慧高于常变的智慧。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智慧中最高的是“理”，其次是“道”和“思维方式”，再往下是制度、文
化和战略，谋略和策略是最低的，当然，西方所谓的博弈，也属于这个层次。
二、“加减智慧功夫”的六个套路这就是中国智慧的全部了吗？
当然不是。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功夫”，但大多谈论的是形而下的功夫，不是形而上的功夫。
所谓形而下的功夫，自然是指以李小龙、李连杰为招牌的腿脚和身手功夫；而形而上的功夫则是指中
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一再推崇的智慧功夫。
这个功夫有各种名称，最为人所熟知的名称之一，大概是“知行合一”。
儒家经典《大学》把“知行合一”的智慧功夫分解为8个套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体而言，前4个套路是“知”的功夫，后4个套路是“行”的功夫。
不过，任何一套功夫不仅要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还应该告诉我们怎么做。
儒家功夫绝对长于前者，但可能短于后者。
数十年来，我进进出出、摸摸捏捏各种生活，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有时候，重要的不是你在做什么，
而是怎么做。
做对了，你可能把坏事做成功；做错了，你绝对会把好事做失败。
做对了，你可能把小事做大；做错了，你肯定将把大事做小，甚至做“了”。
卖一杯水，可口可乐公司把它卖遍全世界；治理一个石油大国，萨达姆把它治得千疮百孔⋯⋯在“怎
么做”的智慧上，最伟大的中国功夫。
就是“加减”的功夫。
加减在《易经》里叫“益损”，“益”卦是第42卦，“损”卦是第41卦。
就“加减智慧功夫”而言，也有“知”和“行”两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3个套路。
“知功”第一套：智慧三明治。
参见上图，练这套功夫，主要是敲锣拉场子，吆喝圈地盘，拓展加减功夫的用武之地，它不仅可以用
来求功祈福，还可以用来穷理问道；它不仅可以用来制定战略，还可以用来创设制度。
“知功”第二套：气沉丹田。
这套功夫也可以按图练习：成败阴阳生克（五行）加减（损益）这张图最初发表在《智慧算术——加
减谋略论》一书里，在那本书里，它是被当作进行加减法操作之前对形势的分析框架来使用的，其实
，它更像一团北宋理学的先驱者张载所说的“太虚之气”：分成两体时是清扬在上的阴阳，向下运行
时凝聚成五脏（五行），沉入丹田时练成加减功夫，然后继续上行，变化为成败，最后返回阴阳。
练习这套功夫，主要是增加内功，知道加减法根源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智慧的最深处：中国哲学的本体
论核心概念是“道”、“理”和“阴阳”；中国哲学认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来源于“阴阳”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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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相生相克”和“物极必反”。
因此，中国哲学实践论的核心概念里必然有损益和加减：相生相加，相克相减，损有余而补不足。
“知功”第三套：加减四十三招。
这些招法在《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有详细讨论，它们包括加法6招：予法、借法、化法、合法
、信法和神法；减法10招：夺法、引法、嫁法、累法、趁法、纵法、分法、间法、自攻法和窃法；加
减联用6道10策，6道是：治国之道、驭臣之道、用人之道、治军之道、争霸之道、理教之道和修身之
道；10策是，齐策、晋策、秦策、吴策、越策、渭滨对、汉中对、隆中对、苏美争霸策和毛泽东的反
霸策；反减法4招：固法、拼法、避法和弱法；反加法3策，反反减法2策，以及反反加法2策。
有一次，我去济南看朋友，他的一个大学同学见了我的面，马上说：“我读过你的《智慧算术》，前
半部我每个字都看了。
”后半部大概每个字都没有看，或许他实在看不下去，因为招法太多，又乱又杂，让他招架不住。
“行功”第一套：谋局五步。
如果说“知功”旨在提高练习者在“加减智慧功夫”方面的见识的话，那么“行功”则能增强练习者
运用加减法的操作能力。
操作加减法的基本程序是五步：1，察局；2，设局；3，入局；4，对局；5，结局。
加减的智慧越高，设的局就越大，越长久。
最大最长久的局，是制度之局。
在中国，儒家的设局智慧是大智慧，它设的制度之局，两千年后才变。
比较小的局是谋略之局，一局一变。
当今世界，设局者是西方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入局者和对局者。
“行功”第二套：捭阖七艺。
捭者，开也；阖者，合也。
捭阖者，运用手段使联合或分化也。
用嘴干这件事，就是摆呼，或者叫忽悠。
在运用加减法时干这件事，就是手段的艺术。
在中国，做事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水性和水态，被最善于操作的兵家和道家所推崇。
水有七种性态：静、幽、柔、顺、变、高、低，操作加减法也有这七种手法和艺术。
“行功”第三套：纵横九则。
在加减法的操作上，手法如水，法则如山。
水转山定。
手法不灵，用不了加减法；法则不守，用了会出乱子。
这就如同开车，技术不精，不能上路；交通规则不守，上路会出事故。
操作加减法有九条法则要遵守：1，加法为本的王道法则；2，加减兼备的“两手法则”；3，自减为上
的海洋法则；4，加减到位的点穴法则；5，加减适度的中庸法则；6，事缓则圆的蜘蛛法则；7，温加
柔减的春雨法则；8，循序渐进的妊娠法则；9，不到顶点的戒满法则。
三、已拼好和未拼好的图以上就是我为中国传统智慧勾勒的一张速写，或者叫草图。
这张草图的细部，有的在10年前出版的《智慧算术》一书里进行了描绘，有的在本书里做了加工。
简单地说，《智慧算术》着重描画的是“知功”第三套（加减四十三招）和“行功”第二套（捭阖七
艺）；本书浓笔重彩的是“知功”第一套（智慧三明治）和“行功”第三套（纵横九则）。
本书是为了弥补《智慧算术》的缺憾而写的。
那本书的缺憾主要是：对中国智慧的理解偏窄，对加减法则的阐述偏粗，对加减法的分类偏碎，行文
风格偏酸（过于追求骈体的对偶结构），而且，全书性格有点不上不下：理论没有上去，风格没有下
来。
本书试图让那本书的长处更长，比如，文笔更流畅，风格更轻松，故事更多更生动；短处变得稍长，
比如，逻辑结构变得简洁明快（一条原理，九个法则），加减智慧的适用范围得到拓展，对加减法则
的阐述变得丰满红润，但并没有让那本书的所有短处都变长，比如，干脆放弃了理论噱头和哲学忽悠
，让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吐掉口中的雕梁彩泥和月色忧伤，快乐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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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并没有完成这张智慧拼图，对它的哲学阐述还是空白，两本书虽然对谋局问题都有讨论，但
既不完整，也不深透，此后有没有时间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完成这张拼图，此刻还没有答案。
2006年2月9日匆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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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加减:博弈与设局的中国功夫》要是学会了这种加减法，你就学会了如何进行设局与博弈的中国功夫
。
无论你是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一个高级干部，无论你是一个士兵，还是一个企业高管，你肯定知
道1+1=2，1-1=0；但你未必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越加越少，越减越多；你未必知道打下一座江山可能
是因为做对了一则加减题，而搞垮了一家企业家却是因为不会做加减法。

加减法有两种，一种是1+1=2的数字加减法，这人人会做；另一种是1+1≠2的智慧加减法，你未必会
做，它可能等于-8，也可能等于1000，甚至等于数十万。
一个秦国的公子异人加一个太子妃华阳夫人，等于整个秦国成了囊中之物，这是大商人吕不韦当年做
的加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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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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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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主要作品有：《邓小平：思想与实践》、《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新权威主义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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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一杯沧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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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中国智慧的一帧速写一 什么是加减法让猴子做加法“总裁”与“会计”的加减法从女王到报童偷
窃自己二 加减法的用途七步诗如来智慧与鬼蜮伎俩“减法王石”与“加法张瑞敏”郑必坚的加法题和
减法题三 越减越多，越加越少钱王的妙问带“负号”的人为自己诊断从“帕金森病”到“国企病”好
鸟在好树上做窝砒霜也是良药四 加法的三种境界大境界：发放感情与道义“贷款”大境界中的上乘与
下乘中境界：借我一腿与借我一嘴小境界：迪卡普里奥和蟋蟀五 减法的四种境界狗官司延长你自己的
线你是你自己的地狱，也是你自己的天堂六 加法与减法的战略组合一个不愿意跨进校门的男孩一个让
世人惊诧莫名的举措传为千古佳话的三次拜访三招与两手七 打开谋略宝库的通用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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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中国智慧的一帧速写    一、智慧三明治     据说，当代国画大师范曾可以从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比
如脚趾头，起笔作画，从脚画到头，一气呵成。
寥寥数笔，一个邀月狂饮的李白就会醉卧石上；一个报国无门的屈原便能憔悴泽畔，绝不会发生贾谊
担心的那些问题：小腿和腰一样粗，脚趾头像屁股那样大⋯⋯     10年前，我也画了一幅画，但既不是
国画，也不是人物画，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智慧的一幅小品，用的不是线条或徽墨，而是文字。
那幅“画”的名字叫《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
现在看起来，那很像是一块三明治，我也是从最下面开始“画”的，不好意思的是，那块三明治并没
有被我画完整，只画了最底下的半块。
那是什么三明治呢？
智慧三明治：     读过我那本书的读者一看便知，我那本书所“画”的只是这块三明治左下角的那一小
块，即“谋略”。
把“谋略”等同于“智慧”，就是把脚趾头等同于整个身体。
中国的智慧，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常变的，也有相对不变的。
一般来讲，无形的智慧高于有形的智慧，不变的智慧高于常变的智慧。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智慧中最高的是“理”，其次是“道”和“思维方式”，再往下是制度、文
化和战略，谋略和策略是最低的，当然，西方所谓的博弈，也属于这个层次。
     二、“加减智慧功夫”的六个套路     这就是中国智慧的全部了吗？
当然不是。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功夫”，但大多谈论的是形而下的功夫，不是形而上的功夫。
所谓形而下的功夫，自然是指以李小龙、李连杰为招牌的腿脚和身手功夫；而形而上的功夫则是指中
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一再推崇的智慧功夫。
这个功夫有各种名称，最为人所熟知的名称之一，大概是“知行合一”。
儒家经典《大学》把“知行合一”的智慧功夫分解为8个套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体而言，前4个套路是“知”的功夫，后4个套路是“行”的功夫。
     不过，任何一套功夫不仅要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还应该告诉我们怎么做。
儒家功夫绝对长于前者，但可能短于后者。
数十年来，我进进出出、摸摸捏捏各种生活，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有时候，重要的不是你在做什么，
而是怎么做。
做对了，你可能把坏事做成功；做错了，你绝对会把好事做失败。
做对了，你可能把小事做大；做错了，你肯定将把大事做小，甚至做“了”。
卖一杯水，可口可乐公司把它卖遍全世界；治理一个石油大国，萨达姆把它治得千疮百孔⋯⋯     在“
怎么做”的智慧上，最伟大的中国功夫。
就是“加减”的功夫。
加减在《易经》里叫“益损”，“益”卦是第42卦，“损”卦是第41卦。
就“加减智慧功夫”而言，也有“知”和“行”两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3个套路。
     “知功”第一套：智慧三明治。
参见上图，练这套功夫，主要是敲锣拉场子，吆喝圈地盘，拓展加减功夫的用武之地，它不仅可以用
来求功祈福，还可以用来穷理问道；它不仅可以用来制定战略，还可以用来创设制度。
     “知功”第二套：气沉丹田。
这套功夫也可以按图练习：     成败     阴阳     生克（五行）     加减（损益）     这张图最初发表在《智慧
算术——加减谋略论》一书里，在那本书里，它是被当作进行加减法操作之前对形势的分析框架来使
用的，其实，它更像一团北宋理学的先驱者张载所说的“太虚之气”：分成两体时是清扬在上的阴阳
，向下运行时凝聚成五脏（五行），沉入丹田时练成加减功夫，然后继续上行，变化为成败，最后返
回阴阳。
练习这套功夫，主要是增加内功，知道加减法根源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智慧的最深处：中国哲学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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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核心概念是“道”、“理”和“阴阳”；中国哲学认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来源于“阴阳”和“五
行”的“相生相克”和“物极必反”。
因此，中国哲学实践论的核心概念里必然有损益和加减：相生相加，相克相减，损有余而补不足。
     “知功”第三套：加减四十三招。
这些招法在《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有详细讨论，它们包括加法6招：予法、借法、化法、合法
、信法和神法；减法10招：夺法、引法、嫁法、累法、趁法、纵法、分法、间法、自攻法和窃法；加
减联用6道10策，6道是：治国之道、驭臣之道、用人之道、治军之道、争霸之道、理教之道和修身之
道；10策是，齐策、晋策、秦策、吴策、越策、渭滨对、汉中对、隆中对、苏美争霸策和毛泽东的反
霸策；反减法4招：固法、拼法、避法和弱法；反加法3策，反反减法2策，以及反反加法2策。
有一次，我去济南看朋友，他的一个大学同学见了我的面，马上说：“我读过你的《智慧算术》，前
半部我每个字都看了。
”后半部大概每个字都没有看，或许他实在看不下去，因为招法太多，又乱又杂，让他招架不住。
     “行功”第一套：谋局五步。
如果说“知功”旨在提高练习者在“加减智慧功夫”方面的见识的话，那么“行功”则能增强练习者
运用加减法的操作能力。
操作加减法的基本程序是五步：1，察局；2，设局；3，入局；4，对局；5，结局。
加减的智慧越高，设的局就越大，越长久。
最大最长久的局，是制度之局。
在中国，儒家的设局智慧是大智慧，它设的制度之局，两千年后才变。
比较小的局是谋略之局，一局一变。
当今世界，设局者是西方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入局者和对局者。
     “行功”第二套：捭阖七艺。
捭者，开也；阖者，合也。
捭阖者，运用手段使联合或分化也。
用嘴干这件事，就是摆呼，或者叫忽悠。
在运用加减法时干这件事，就是手段的艺术。
在中国，做事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水性和水态，被最善于操作的兵家和道家所推崇。
水有七种性态：静、幽、柔、顺、变、高、低，操作加减法也有这七种手法和艺术。
     “行功”第三套：纵横九则。
在加减法的操作上，手法如水，法则如山。
水转山定。
手法不灵，用不了加减法；法则不守，用了会出乱子。
这就如同开车，技术不精，不能上路；交通规则不守，上路会出事故。
操作加减法有九条法则要遵守：1，加法为本的王道法则；2，加减兼备的“两手法则”；3，自减为上
的海洋法则；4，加减到位的点穴法则；5，加减适度的中庸法则；6，事缓则圆的蜘蛛法则；7，温加
柔减的春雨法则；8，循序渐进的妊娠法则；9，不到顶点的戒满法则。
 　　三、已拼好和未拼好的图     以上就是我为中国传统智慧勾勒的一张速写，或者叫草图。
这张草图的细部，有的在10年前出版的《智慧算术》一书里进行了描绘，有的在本书里做了加工。
简单地说，《智慧算术》着重描画的是“知功”第三套（加减四十三招）和“行功”第二套（捭阖七
艺）；本书浓笔重彩的是“知功”第一套（智慧三明治）和“行功”第三套（纵横九则）。
     本书是为了弥补《智慧算术》的缺憾而写的。
那本书的缺憾主要是：对中国智慧的理解偏窄，对加减法则的阐述偏粗，对加减法的分类偏碎，行文
风格偏酸（过于追求骈体的对偶结构），而且，全书性格有点不上不下：理论没有上去，风格没有下
来。
本书试图让那本书的长处更长，比如，文笔更流畅，风格更轻松，故事更多更生动；短处变得稍长，
比如，逻辑结构变得简洁明快（一条原理，九个法则），加减智慧的适用范围得到拓展，对加减法则
的阐述变得丰满红润，但并没有让那本书的所有短处都变长，比如，干脆放弃了理论噱头和哲学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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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吐掉口中的雕梁彩泥和月色忧伤，快乐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但是，我并没有完成这张智慧拼图，对它的哲学阐述还是空白，两本书虽然对谋局问题都有讨论，
但既不完整，也不深透，此后有没有时间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完成这张拼图，此刻还没有答案。
     2006年2月9日匆草于北京 书摘让猴子做加法    古时候有个老头养了一群猴子，由于经济问题，老爷
子打算缩减猴子们的口粮。
于是对猴子们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     猴子们说：“先说坏消息。
”     “坏消息是，从明儿起，你们的早餐要从4升橡子减少为3升橡子了。
”     “哦，”猴子们沮丧地叹息着，“那好消息呢？
”     “好消息是晚餐的口粮不变，仍然是4升。
”     群猴一听大怒，要扭断老头的脖子。
老头赶忙改口，“好吧，好吧，我把坏消息改成好消息，你们早上仍然吃4升，晚上吃3升，怎么样？
”     众猴一听大喜，把老人家抛到空中，然后用连起来的尾巴把他接住。
     这个故事改编自《庄子》，是个成语故事，名叫“朝三暮四”。
庄子大概是把不懂道家真谛的人比作猴子，认为他们不知道万物表面上看起来形形色色，实质上没有
差别，就像猴子，吃的仍然是橡子，不管是3加4，还是4加3，一天的口粮仍然是7升，名实都没有变，
先怒后喜为哪般？
     不过，对这则故事也可以有别的解读。
它其实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管理上的成功策略。
喂养猴子的老人愚弄了猴子，因为他知道猴子既没有抽象数字概念，也不会做加法。
结果，他既没有增加财政支出，又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猴子骚乱。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与猴子之间的基本差别之一，就是会不会算术运算或做加减题。
     “总裁”与“会计”的加减法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和很多人。
有些东西的数量在增加，比如骗子和艾滋病病毒；有些东西或人的数量在减少，比如珍奇动物和诚实
的人。
因此，加减法首先是一种计算方法，就是把一个数和另一个数合起来，或者是把一个东西和另一个或
另一些相同的东西合起来，计算它的数量。
     比如，1根手指加上另1根手指，等于2根手指，或者，1个骗子加上另1个骗子等于2个骗子，3升橡子
加4升橡子等于7升橡子，等等，这就是加法；如果其中1个骗子被执行了死刑，或者他纵欲过度，突然
暴毙，就得从骗子总数里减去1，这就是减法，但这里的加法或减法只涉及数字运算。
     这种只涉及数字运算的加减法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事物数量的变化与计算者无关，比如，我从
骗子总数里减去1个骗子，但我并不是那个检举揭发该骗子的人，也不是宣判该骗子死刑的法官，更
不是对其执行枪决或注射毒针的人。
     还有一种加减法，事物数量的变化不仅与操作它的人有关，而且操作者还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唯一原
因，或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这种加减法就不是数字运算，而是事物本身的增加或减少、
诞生或灭亡。
     比如你左手有6根手指头，你到医院里切掉一根，剩下5根手指头，这和小孩子扳着指头算糖果的数
量不同，他扳下去的指头还会翘起来，你切掉的指头再也回不来了。
如果把小孩子扳指头算数的加减法叫做运算的加减法，切指头的加减法就是运作的加减法。
     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军需官是做运算加减法的，拿破仑是做运作加减法的。
军需官的工作只限于在报表上统计军队数量，而拿破仑的工作则是在战场上改变敌我双方的军队数量
。
在联想公司里，会计做的是运算加减法，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做的是运作加减法。
会计的加减法不会减少或增多公司资产，除非他或她贪污，把公司的钞票“减”进自己的腰包；而柳
传志的加减法就不同了，他的加减法做对了，联想公司的资产和利润会增加；做错了，公司的资产和
利润会减少。
     因此，基本的加减法有两种，一种是用于运算的会计加减法；一种是用于运作的总裁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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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要写的当然是后一种加减法，这不是一本会计书，而是一本战略与谋略书，要介绍的是潜藏
于几乎所有成功战略和谋略中的一条最简单的原理，即加减原理，以及如何运用它的若干法则。
     从女王到报童     我们虽然把运作加减法称为总裁加减法，但并不等于说，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公司总
裁。
实际上，大到国家领袖和军队首脑，小到家庭主妇和街头小贩，每天都在运用它。
     一次，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丈夫吵了架，丈夫独自回到卧室，把自己反锁在内。
女王处理完王国军机大事，准备就寝，但进不了卧室，只好敲门。
     “谁？
”里面的人问道。
     “女王。
”外面的人傲然回答。
     里面没有反应，只得再敲门。
     “谁？
”里面的声音又问。
     “维多利亚。
”敲门者放低声音回答。
     门还是没有开。
女王不得不第三次举起那只刚刚放下王笏的玉手继续敲门。
     “谁？
”里面的声音再次明知故问。
     “你的妻子。
”声音谦卑而轻柔。
     这一次，门开了。
     这个女王做的就是加减法中的自减法，在这里，自减等于自降身段。
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门是专门为尊荣开放的，但总有一些门，只有谦卑者才能进入，比如爱之门。
进不了这扇门，女王就有国无家了。
     1983年11月1日，处理美国军国大事的是一位7岁的小总统，他聘请里根先生做他的助手。
这个小“总统”名叫比利，患了一种绝症，将活不过当年的生日。
看来，他心中的那个当美国总统的伟大梦想只能化作泡影了。
     里根总统得知此事后，决定让他当一天美国总统，自己给他当一天助理。
在那一天，里根先生伺候在那位“总统”身边，接受他的咨询，替他签署文件，给他传递电话听筒⋯
⋯     这是总统做的加减法中的加法。
     里根总统在这一天虽然没有击溃他心目中的邪恶帝国的军队，但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爱戴。
他不仅要膨胀美国的权力，还要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他不仅要当角斗士，还要做守护神，这大概是他
最终成为美国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的一个原因。
     某个地区有两个报童卖同一份报纸。
报童甲很勤奋，每天沿街叫卖，嗓门也亮，可每天卖出的报纸并不很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加减>>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张维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我们经常讲，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
门艺术。
我在大学里，是研究管理科学的一面，而这本书，是研究管理艺术的一面。
我知道很多的企业家都引用到了稍祥提出的“加减法”观念。
戴小京（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执行董事）：吴稼祥对历史和自己的经验，做了各种考察和反省
，写了《加减》这本书，他从理性和悟性的结合上把一切一切的东西抽旬为加减。
他介绍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道德评价。
朱善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稼祥是一个思想家，出思想。
他写诗歌，也写散文，所以他的思维不完全是理性思维。
从经济学上看，加减问题也就是成本和收益问题；收益就是加，成本就是减，成本昼少一些，收益尽
量大一些。
潘石屹（SOHU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我跟吴稼祥认识很多年了，很少人有吴稼祥这样
丰富的经历，他的经历是一笔特别宝贵的财富。
因此，他的书值得一读。
只有阅历如此丰富的人，才能写出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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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做加法”“做减法”，如今中国人琅琅上口的集体智慧，来源于《加减:博弈与设局的中国功夫》的
作者十年前的原创《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的姊妹篇：全新版本，更精练、更精彩、更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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