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经证券书系





自
　
序

１　　　　

自　序

股市气象万千，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风起云涌、艳阳高照，暴风骤雨的时

候又如山崩地裂、倒海翻江。沉溺于股海的千百万投资者大军，怀着相同的

豪迈与激情，在多空搏杀的潮起潮落中奔突挣扎，又在混沌暧昧的雾霭中苦

苦等待阳光的到来。股市就像是一把 “照妖镜”，它能让人性的弱点显影，

无论是贪婪还是恐惧在这里都无处藏匿，它又把人性的弱点放大，哪怕只是

一丝一毫的 “非分之想”在这里都会被放大出来，甚至被放大到 “歇斯底

里”的程度。

在高歌猛进的牛市中，行情总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刷新着市场的预期。

一时间，茶馆、酒楼，甚至是公共厕所，都会充斥着谈论股票的声音，甚至

有的地方还传出了为排队开户而打架的笑话。然而，奇怪的是，在 “边缘

化”、“死循环”、“崩盘论”充斥媒体的市场低迷期，却没有几个人会对股票

产生兴趣，而只有在轰轰烈烈的牛市归来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 “日开户创

新高”、“黄金十年”、“万点时代”之类的词成了报端最常见的字眼。可见，

股市中的魔鬼不是别的，其实它就是 “赚钱效应”。

赚钱效应，让理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倒塌，易如拾芥般地赢利，让许

许多多单纯而又缺乏经验的新股民纷纷效仿。许多人仅仅凭借一腔热情便大

步跨进了股市，他们认为下了 “赌注”便是向命运挑战，没有 “驾照”也就

匆匆忙忙地行车上路了。他们以一个十足的 “不怕套、套不怕、怕不套”的

姿态希望为自己来一次 “称骨算命”，总是愿意去相信自己的运气会比别人

更好一些，于是便出现了 “肆无忌惮”的追涨、“鞠躬尽瘁”的满仓，即使

手中可能只剩下了最后的几百元资金，他们也还是要继续买进那最后的１００
股，以求得利润的最大化。可见，贪功冒进、莽撞蛮干、追涨杀跌、似傻若

狂……这几乎成了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初入市场时的真实写照。

然而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可以说，虽然股市的表象是 “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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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但是它的实质是 “竞技体育”，股市就像是一场没有回合、没有级

别，甚至要签 “生死状”的 “马拉松格斗比赛”。投资者要在这里获得最终

的胜利其实并不取决于决心的大小，而是要看是否具备了足够的 （风险）承

受能力以及 （知识）技能准备。或许巴菲特的话就是最好的概括——— “只有

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会知道谁在裸泳，股市中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投资者不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股市它就是股市，它是一个 “盛衰交替”与 “荣枯循环”，时而它会是

《卡门》与 《命运》，激昂澎湃、气宇轩昂，时而它又是 《二泉映月》与 《孔

雀东南飞》，催人泪下、令人扼腕，股路多艰难，何处是梦乡。当牛市归来

之时，人人都能赚钱，固然皆大欢喜，但是如果因此而产生了 “博傻主义”，

麻痹地把偶然当成了必然，那么无疑就是 “很傻很天真”了。或许，看过电

影 《无间道》的人至今都还不会忘记那句经典台词——— “出来混，迟早要

还”，如果把这句话放在股市之中，其实那就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比喻，在

牛市中任意放飞激情、置风险于不顾或许同样也能生存，但是就长期来说，

“迟早是要还的”。如果投资者仅仅能在牛市中侥幸取胜，而无法穿越那个

“血肉横飞”的 “屠熊时代”，那么最终等待着投资者的就只能是神话中 “西

西弗般”的悲剧结局，周而复始地把石头推上山又滑下山去，最终只能在轮

回中去感叹 “股浪滚滚、不得抽身，人在股海、身不由己”。

当人性的自尊遭遇现实的残酷，鲁莽与无奈、发泄与逃避，都无济于

事。牢骚并不是生产力，酒精更不是后悔药，纵然万箭穿心、痛心疾首，股

市中不会有怜悯与施舍，任凭长吁短叹、老泪纵横，股市中也不会有神仙、

皇帝与救世祖。痛定思痛，痛何奈哉？我们相信，唯有依靠 “激于自身而

出”的大智慧才能令投资者真正走出荒谬的宿命，避免从终点又回到起点的

无限轮回。唯有抛弃自尊、侥幸与盲目，建立一套 “科学的获利观”与可持

续的 “价值交易决策体系”，才能彻底地终结那个永远都完成不了的任务。

实际上，股市中的风险是必然存在的，而对待风险的态度是轻视还是重视，

是回避还是承认，是堵截还是化解，就会在根本上决定着投资者最终的成败

与命运。

事实上，投资哲学与投资理念的根本不只在于技巧本身，正所谓 “大巧

无术、大道至简”，它们不在于 “某某神奇数列”、“某某浪型理论”这些形

下而浅显的认识，重要的是，在于投资者对于真际与境界的领悟，对于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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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殊的场所形上和本质的系统化思维。实际上，无论从理论到实战，还

是从心理到技术，其实投资者都需要将它们升华到一个哲学的高度。用凤凰

卫视资深评论员阮次山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 “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事其实它

们都是相互关联的”，下面，我们就不妨来看看以下这些故事是否能给投资

者带来一些有益的启迪。

纵观古今，无论是晋文公退避三舍成就其春秋五霸之地位，还是越王勾

践卧薪尝胆、委曲求全最终能够得以 “大翻盘”，无论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

红军通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农村包围城市，最终以 “小米加步枪”战胜了美

式装备，还是李嘉诚在政治风波之非常时期敢于主动进行 “人弃我取”的投

资而取得成功，无论是金庸笔下 “珍珑棋局”中虚竹敢于自杀白棋一片反而

破解迷局，石佛李昌镐以后发制人的 “庸俗围棋”反而可以纵横天下，还是

意大利足球凭借其 “混凝土式”的防守、寓守于攻的 “１∶０哲学”却可以屡

屡拿起大力神杯……，其实他们都折射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反者道之

动、弱者道之用”，现实中的很多时候，往往只有 “以退为进、以屈求伸、

以柔克刚”的处世态度，最终才能 “以弱胜强、成为赢家”，其实这就是先

哲老子的博大世界观，可以说，它就是通向成功的金钥匙，股市中的道理莫

过于此。

实际上，股市中要比的并不是谁的优点更多，而是谁的缺点更少、犯错

更少，把握最大的确定性是投资成败的关键，可惜的是，现实中有很多人都

简单地把它和片面的 “顺势而为观”画上了等号。或许，顺势而为本身并没

有错，但错的是很多人狭隘地理解了它，结果往往把 “弱换强”的本意做成

了 “低换高”，把 “寻找最大确定性”的本意做成了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

么”。如果投资者仅仅习惯于用趋势来判断趋势，特别是用过去的趋势来判

断未来的趋势，那么岂不是在证明股价的运行将会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由此可见，股市中的 “牛顿定律”其实并不存在，用趋势来判断趋势无非就

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赛跑，只会令人变成大战风车的堂吉柯德，永远都不

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事实上，无论是道家说的 “道可道，非常道”，还是

佛家说的 “见见之时，见非所见”，其实它们都是大道相通的，它们都在提

醒人们本质与现象、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就正如

人们每天所看到的太阳光其实并不是此时此刻的太阳光，而只是８分钟以前

的太阳光一样 （太阳光到达地球需要８分钟的时间），很多事物当人们已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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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时候，当人们用人性的反应去追捧的时候，事物往往已经不是原来的

那样了。

真正的高手，不会做趋势的奴隶，不会被趋势催眠，不去捕捉那条滑溜

的 “趋势泥鳅”，而总是以 “积柔成刚、寓守于攻”的境界在退中求进、在

屈中求伸。退，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正所谓 “退一步海阔天空”。避敌锋芒，

正是在闪转腾挪的运作中为在恰当时机的致命出击而积蓄势能。真正的高

手，善于在众人不可调和之处，他们能恰当地 “变换身段、传递风险”，从

而化困境于无形、化波动为利润，最终调和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大禹

治水一样，堵截不能解决问题，疏导才是化解之道，就像旺火烧不坏茶壶是

因为聪明的茶壶把热量传递给了水，电压电不倒电工是因为电工把多余的电

压传递给了等压物……假如我们来摆一个时空混淆的擂台，让泰森和张三丰

来一次比武的话，那么我们倒是觉得，把赌注压在张三丰的一边恐怕胜算才

会更高。老子云 “水利万物而不争、万物负阴而包阳”，至柔至弱的水，可

以出于无有、入于无间，无孔不入、无坚不摧。当重拳面对的是 “棉花糖、

牛皮糖”一样的对手，那么拥有再大的力量也将失去 “用武之地”，使力越

大、愤怒越大只会消耗越大、无奈越大。事实上，当空方力量已如 “倦飞之

鸟、展翼而毙”之时，其实恰恰就是 “旧力已去、新力未至”之时，此时，

趁空方 “发力过急、失去平衡”，来进行 “引进落空、借力打力”的出击，

往往就容易收到 “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其实这就是老子思想

（太极拳）的精髓所在，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境界。实

际上，《孙子兵法》中所谓的 “攻其不守、守其不攻”、“不胜在己、可胜在

敌”以及 “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都包含着相同的道理。

在股市的现实中，其实只要真正掌握了风险的化解之道，投资者又何惧

指数从６０００点跌到２０００点的过程呢？如果我们把６０００点比作６楼，把

２０００点比作２楼的话，那么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其实投资者的命运并不在

于市场主力是否作为、投资运气是否欠佳，甚至和经济环境、金融危机、管

理层救市态度的关系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而只在于投资者是选择了 “从

６楼的窗口跨出去”还是 “从６楼门口的台阶走下去”，虽然是同样的高度，

但不同的 “下楼方式”（“走”还是 “跳”）就意味着不同的风险化解之道，

自然也就决定了 “下楼者”（投资者）不同的命运结局 （同样的高度，跳楼

和走台阶的命运结局完全不同），这恐怕是连小朋友也知道的道理。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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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中早就说过，“只要你学会了游泳，又何必去关心水深还是水浅？”由此

可见，指数下跌４０００点的过程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投资者的 “麻木

不仁”与 “不知所措”。

我们本书的立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老子云：“道可道、非常

道”，即真正的道不是通常人们口中所说的道，“道”是形而上的万物本源，

道学倡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推崇无为而治、以柔克刚，可以说 “以退为

进、以柔克刚”的 “非常道”正是股市中 “反贪反恐”的最好良药。另一个

方面则是由于，“交易之路”实际上是与 “价值投资”并重互补的重要途径，

因而任何形式的偏废其实都不可取，故此，我们本书的重点便突出了交易执

行的重要性，价值投资固然重要，但是投资者绝对不能为了 “时间的玫瑰”

而成为 “时间的囚徒”，否则，对于普通人来说，当振幅大过了心理的极限，

那么理想往往就很难变成现实了。由此，借用 “非常”二字与 “交易”二字

的结合也就构成了我们本书的书名——— 《非常交易》。

在书中，我们会列举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例子来说明交易执行对于风险化

解的重要性，我们也将联系许多实战中的具体案例来进行分析，希望投资者

能够真正从哲学和境界的高度出发，来全面地理解股市、了解自己，从而斩

断贪绳、紧握准绳，同时将交易之路与价值投资并重对待，来建立一套 “科

学的获利观”与可持续的 “价值交易决策体系”。通过把握最大的确定性让

赢利成为一个高概率事件，通过了解博弈的本质来合理选择交易执行的具体

模式，通过恰当的 “变换身段、调和矛盾”与 “转嫁损失、化解风险”，来

拿到 “合理利润”、“满意利润”与 “安全利润”，从而让投资者无论面对怎

样的行情变化都始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哪怕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作者

作者联系邮箱：Ｆｅｉ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ｏｙｉ８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Ｗｕｋａｉｙｉ１３５８８４８０９０９＠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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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老子　道　股市

　　返璞归真的老子哲学，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柔性交易哲学，它如

洗尽铅华后的素静原味、脱去浮躁后的清澈淙浄，它是一种投资与

交易的 “非常大智慧”。

股市就是一个无声的战场，虽然它的表象是 “全民健身”，但是它的实

质是 “竞技体育”。贪功冒进、莽撞蛮干，只会令人身陷囹圄、走向深渊，

追涨杀跌、似傻若狂，最终的结局只会令人成为闹剧的殉葬品。因此，我们

有必要先来谈谈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老子，中国朴素哲学之父，《道德

经》作者，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返璞归真的老子哲学其实正是政治家眼中

的治国方略，军事家眼中的兵法宝典，企业家眼中的管理圣经，在浮躁与喧

嚣的股市之中，它更是一门高屋建瓴的 “柔性交易哲学”。感悟以老子思想

为根基的 “柔性交易哲学”对于烫平贪婪与恐惧的人性弱点，以及梳理投资

与交易的理性思维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它就是一门投资与交易的大智

慧。

一、老子思想净化浮躁的心灵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在构建为人处世的哲学，那么道家思想就是在解构人

与自然的规律。老子的 《道德经》实质上就是一部关于自然道法的哲理诗，

它强调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倡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推崇无为而

治、以柔克刚，强调尊重客观规律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

天下之事物，无非正与反、满与空、有与无、刚与柔、争与让、贪与

足、进与退，老子思想的核心便是在这些矛盾对立面之中令人意外地选择了

后者———反 （而不是正）、空 （而不是满）、无 （而不是有）、柔 （而不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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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让 （而不是争）、足 （而不是贪）、退 （而不是进）。

在以上这些对立面中，虽然很多时候后者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就像退和

守不能完全取代进与攻，所谓 “平衡才是速度”，但是在一个喧嚣的利益场

中，首先的、侧重的以 “无为退守”作为指导思想，强调 “无为胜有为，柔

弱胜刚强”，主动防守在先，被动进取在后，就可以 “中和”掉因贪婪与恐

惧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无为，其实并不是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不作为，恰

恰相反，积极恰当的无为显然要比画蛇添足的盲目有为强得多，其实它是

“事半功倍”与 “四两拨千斤”的 “达观主义”。退守，未必就是软弱无能，

避敌锋芒，正是为在恰当时机的致命出击而积蓄势能，它是化解风险与传递

风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归纳来说，老子思想既包含着 “大巧无术、大直

若曲、大道至简、大智若愚”的寓意，也可以表现为 “以退为进、以屈求

伸、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具体战略战术。

二、无为与有为、消极与积极

２０世纪以来，无论是施本格勒的 “西方没落论”还是汤因比的 “文明

忧患论”，无论是胡塞尔对科学遗忘 “世界”的 “先验还原”，还是海德格尔

对科学遗忘 “存在”的 “技术追问”，无论约纳斯的 “责任原理”与 “伦理

派”如何ＰＫ布洛赫的 “希望原理”与 “乌托邦”，其实都是在总结一个需

要检讨的主题———如何解决 “有为危机”。事实上，智慧的老子早在两千多

年之前便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高屋建瓴的解决之道———无为而治。

老子之所谓 “无为”，其实质就是反对骄奢淫逸、崇尚返璞归真。所谓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 “无为而治”反而能更好地治国安邦，“生而不

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是指行事不掺杂主观观念、有成绩不自以为是、

擅长却不妄图主宰，反而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不难发现，在股市之中，

这些不正是投资与交易的根本原则吗？不妄图主宰，不企图战胜市场，对市

场保持敬畏之心；不掺杂主观观念，不盲目预测，而是以执行交易纪律为己

任；不妄自尊大，不自以为是，戒骄戒躁地保持良好心态是做好投资的根本

前提。由此可见，在股市中，“无为”相对于 “有为”来说，有时反而能起到

更好的效果，它能化解因欲望与情绪所带来的主观性与非理性，又能帮助投

资者树立坦荡且达观的平常心与平静心。正如巴菲特对他股东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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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在开盘时间常常溜出去看电影的话，你们去年应该赚得更多。”

其实从工业革命开始，在利益的驱使下，人类向大自然的索取就已经开

始加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危机也伴随而生，能源问题岌岌可危、环境

破坏日趋严重，世界总是表现为 “能量守恒”，人们在获取的同时也失去了

很多。人与大自然的斗争况且如此，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息，剑

拔弩张、刀光血影的冲突时有发生，世界并不安宁。因此，可以说，只要有

人的世界就存在着以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人类在 “有为”的同时也带来

了它的 “毒副作用”，“有为”并不能无所不为；第二，“人性的进化”似乎

总是滞后于 “科技的进步”，正所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人性的根

本，简单地说，便是人类 “ＥＱ的进化过程”总是慢于 “ＩＱ的进化过程”。

股市中又何尝不是如此，股市其实就是一个 “人的世界”，它像一把

“照妖镜”，把人性的弱点放大，在这里，只有人性的特征具有最大的确定

性。每个人进入市场，其实都是来满足自己想要获取的欲望，正所谓 “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此同时，人们想要获取的 “有为心”

并不能轻易地使得 “行有为”与 “得有为”总是画上等号，在这里，“努力”

不等于财富，“上进”不等于获得，甚至很多时候越是 “努力”反而损失越

大。在网络中，有打油诗就曾写过， “看好不买一直涨，追涨买进变熊样，

气愤不过又卖掉，卖掉立即又大涨……”，其实这正是许许多多中小投资者

真实的心情写照，盲目操作只会让 “有为之举”变成 “多此一举”，让 “锦

上添花”变成 “画蛇添足”。如果投资者的情绪商数（交易商数）还不够完

善，那么盲目地追求 “有为之举”就会变成一种 “强迫症”与 “官能症”，

当决策神经成了情绪的奴隶，那么周而复始的 “建功立业”就只会令人走向

“劳而无功、事倍功半”的糟糕结果，甚至令人处于 “两面吃巴掌”的尴尬

境地。许多人的本意是朝着 “弱换强”的目标去，最终却做成了 “低换高”

的结果，他们朝着 “寻找确定性”的方向去，最终却做成了 “不知道自己在

干什么”，贪功冒进、莽撞蛮干、暴虎冯河、似傻若狂……最终也就不得不

发出 “人在股市、身不由己”的一声叹息了。

具体来说，投资交易过程中的 “盲目有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１）过度自信，盲目决策。

（２）缺乏自信，过度研判。

（３）习惯性手痒，享受驾驭感。



自
然
篇
　
第
一
章
　
老
子
　
道
　
股
市

５　　　　

第一种情况，就是过度自信、盲目决策。

在买进之后便能立即大涨往往是每一位投资者内心深处的最大愿望，它

会令人心潮澎湃、情绪膨胀，因为人人都喜欢享受 “飙股”的乐趣。但是，

不具定价能力的中小投资者，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者把偶然当成了必

然，在 “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快化”口号的武装下，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

间内获取最大的利润，实际上是犯了 “战胜市场”的错误。因此，凌驾于市

场之上的 “超额利润、超速利润”往往就是一个 “危险地带”，如果投资者

过于自信、过于主动，市场就会毫不留情地给以一记 “响亮的耳光”。具体

来说，内心深处刻意期盼短线股的表现时间和表现幅度，或者高估长线价值

股的短期表现能力，都是不可取的。

过度自信、盲目决策实质上是一种不尊重市场的表现，“心血来潮”、“拍

脑袋发明”式的临时决定，是对自我判断能力的过度自信；被 “红眼病病毒”

（“赚钱效应病毒”）感染而诱发的操作变形，是对自我控制能力的过度自信；

轻易相信难以验证的所谓内幕消息，是对消息准确性的过度自信，如果只是

根据消息传达者的社会地位来作出消息准确性的判断，那么也就偏离了投资

分析的正途，一次两次也可能会赚得不错，但是最终等待投资者的结果将是

“放下武装、走向陷阱”，最终失去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第二种情况，是缺乏自信、过度研判。

资金换手率远远大于市场，是投资者常常犯下的毛病，也是市场流动性

过剩的根源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盲目性过剩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研判过

度，就是在买进之后便想卖出，卖出之后又想买进，像 “墙头草”一样左右

摇摆的情绪会令人无所适从。通常，缺乏自信、完美主义，以及过度的谨小

慎微，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画蛇添足”的 “盲目有为”带来的不是

资金的增值，而是信心与灰心ＰＫ后所产生的 “围城效应”，因怀疑和不够

坚定所导致的盲目交易，不仅不会使得资金增值，反而会大大增加交易的成

本，最终在盲目交易的同时迷失了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资金增值，而不是买进

和卖出的游戏 （在 “科学获利观”保障下的交易执行不在此列）。

第三种情况，是习惯性手痒，享受驾驭感。

和第二种情况类似，新股民在开户之后如果不做交易往往会像刚拿到了

驾照的新驾驶员没有车开一样的难受。当交易的发生不是以客观的分析为依

据，而是变成了因为坏习惯而做出的 “条件反射”，那么交易本身也就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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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终的目的。如果不交易比不抽烟还要难受，那么显示行情的电脑便成了

“电子宠物”与 “网络游戏”，看行情也就变成了 “看电影”、 “看连续剧”，

过度沉迷于市场的波动之中会令人变成 “交易神经质”或 “交易官能症”。

沉迷的同时也就迷失了投资的目的，这和第二种情况是类似的，当缺乏自信

变成了一种习惯，第二种情况也就 “进化”成了第三种情况 （这里主要指盲

目的交易，“无为而为”的交易执行不在此列）。

通常，人们往往很难改掉因人性弱点所导致的盲目性，许多投资者总是

分不清 “思有为”、“行有为”与 “得有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总是错误地将

它们直接建立起因果逻辑关系。事实上，现实中并不总是存在着 “思有为

———行有为———得有为”这样的理想路径，很多时候往往会表现为 “思有为

———行无为———得有为”，格言中所谓的 “心凶命穷”、 “吃亏就是便宜”、

“Ｌｅｓｓ　ｉｓ　ｍｏｒｅ”其实都说明了相同的道理。实际上，在交易执行的过程中，

如果投资者能够真正做到 “买进时不急”、“卖出时不贪”、“止赢 （止损）时

不拖”、“赢利时不骄”、“亏损时不馁”、“等待时不躁”，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不去 “涨时看涨、跌时看跌”，而是用一颗 “平常心、平静心”来对待

所有的局势变化，那么股市中也就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老子之所谓 “无为而治”，其实质是 “舍得且知足”、 “笃定并从容”、

“谦让而达观”、 “稳健与大气”的行事态度，它是 “大巧无术、大道至简、

大智若愚”的达观主义，也是 “事半功倍”、 “四两拨千斤”的柔性行事策

略。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无为”其实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是 “积

极无为”而不是 “消极无为”，更准确地说， “无为而治”的实质其实就是

“无为而为”，它不是 “不劳而获”或者 “守株待兔”， “为”还是要 “为”

的，只是强调了要 “无为地为”，正所谓 “为无为而无不为”。

三、牙齿与舌头、刚强与柔弱

我们说在交易中要 “无为而为”，其实不是指一味地追求长线投资，“无

为而为”不等于 “不劳而获”、“守株待兔”或 “麻木不仁”，价值投资也不

完全等同于盲目的长线投资，而是指要在进取中具有退守心，要时刻保持

“居善地、心善渊”的安全意识与风险意识，保持对于市场的敬畏之心。无

为而为地执行交易比主观臆断地预测市场要现实得多，无为而为的实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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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恪守 “柔弱之道”的基础上将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老子不仅强调 “无为胜有为”，同时也强调了 “柔弱胜刚强”。老子比喻

说，“小草柔弱但却更具生命力，棍子比小草刚强却反而容易折断，坚硬的

牙齿往往不如柔软的舌头生命力更长久”。其实，这不仅是自然现象的规律，

在现实中，凭借 “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战略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在少

数。典型的就比如，毛泽东的军事策略，李嘉诚的投资理念，甚至李昌镐的

围棋和意大利的足球，他们的战略战术往往都具有 “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的特征，下面我们就简单地来说一说。

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刚中带柔”的策略，在困难

时期不与强大敌人正面交锋，而是 “避敌锋芒”的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持久战，首先做好 “战略防御”，

然后再去 “战略反攻”，其实这些都体现了 “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思想，

从而最终才能达到 “以弱胜强”的效果。

李嘉诚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香港的那场移民潮中 “人弃我取”地进行

了大手笔的地产投资，实现了人生中里程碑意义的腾飞，后来在８０年代末

他又投资了深圳的港口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１９９８年）投资印尼的港口，

其实也都是类似的操作。正如和黄集团前董事总经理马世民形容的那样，

“李嘉诚是一个玩Ｃｙｃｌｅ的高手”、“李嘉诚的故事就是一连串的好交易”，可

见，正是 “以柔克刚、以退为进”让李嘉诚变成了 “慈祥的狮子”，从而达

到 “不疾而速”的境界。

再看李昌镐的围棋，在改变棋风之前，他的围棋几乎可以 “天下无敌”，

其风格显著不同于宇宙流的浪漫、加藤流的搏杀，他的棋总是不愿意主动进

攻，而总是在等待对手犯错之后再进行 “后发制人”的反攻，正如 《孙子兵

法》中所谓的 “先为己之不胜，以待敌之可胜”。用北大孔庆东老师的话说，

那就是 “李昌镐的棋会让人在随和无争里领教到一股水漫金山般的自然伟

力，几乎达到了呆若木鸡般的神照境界”。这同样是 “以柔克刚、以退为

进”。

还有意大利的足球又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没有 “全攻全守”的气

势，也没有特别突出的个人表现，只是凭借 “混凝土式的防守”以及 “寓守

于攻”的 “１∶０哲学”，凭借在稳固防守前提下的 “防守反击”，却可以屡屡

拿起大力神杯，使得意大利成为世界足球的中心。其实，由于足球这项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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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的娱乐性，或许注重防守的踢法天然就是丑陋的，但是我们不难发

现，现代足球战略的发展史恰恰就是一部从进攻到防守的 “进化史”，从早

期贵族游戏的 “１－０－１０”到 “ＭＷ”（“２－３－５”）再到 “２－４－４”“４－３

－３”“４－４－２”“４－５－１”（阵形），其实各个阶段的球队都在愈加注重防

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上这些例子之间或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它们所折射出来的道理

却是一致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正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在股市的交易

中，我们所说的 “无为而为”其实不仅是中长线投资中的一种持股策略，它

同样也是中短线交易中的一种交易策略，它不仅是捂股待涨的以逸待劳，它

也可以是始终坚持 “低吸高抛”而不去 “追涨杀跌”的代名词。在这个意义

上，“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就是一种具体的 “积极无为、无为而为”，可以

说，只有做到了 “不胜在己、可胜在敌”，最终才能顺利地实现 “柔弱胜刚

强、无为胜有为”。

事实上，真正悟道的高手，不会做趋势的奴隶，不会被趋势催眠，不去

捕捉那条滑溜的 “趋势泥鳅”。他们明白 “道可道、非常道”、 “见见之时、

见非所见”，他们总是性情柔和地用一颗 “赎救的心”去做好交易执行，在

众人不可调和之处，恰当柔和地 “变换身段、传递风险、调和矛盾”，从而

化风险于无形、化波动为利润。这正犹如，大禹之所以能成功治水不是依靠

堵截而是通过疏导来化解，旺火烧不坏茶壶是因为聪明的茶壶把消受不了的

热量传递给了水。由此不难发现，风险实际上需要通过 “传递、转嫁、化

解”来消除，而不是通过 “回避、莫视、阻挡”来解决。

正如有一个人同样是要从１０楼到１楼去，如果他直接从１０楼的窗口跨

出去，那么毫无疑问，只有死路一条，这时高度就意味着风险，而如果他能

从台阶上一级一级的走下去，那么其实风险也就自然在一级一级的台阶中被

化解了 （见图１－１）。实际上，只要学会了风险的化解之道，那么别说１０
楼，就是１００楼的风险 （高度）其实也并不可怕，别说从６０００点跌到了

２０００点，就是从１２０００点跌下来，风险也可以在 “踩台阶”的过程中被最

大限度的化解于无形，此时，高度自然也就不再意味着风险了。

实际上，当杀跌的空方力量已如 “倦飞之鸟、展翼而毙”之时，其实往

往就是 “旧力已去、新力未至”之时，如果投资者总是能够在这种时候去反

复进行 “引进落空、借力打力”的出击，那么往往就容易收到 “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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