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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一本厚厚的经济学总会让人恹恹欲睡，不管理论讨论得有多精妙。
但是伯恩斯坦先生的经济学著作却是一个例外，你很难把它们与小说区分开，更会被他那些风趣的小
段落深深吸引。
伯恩斯坦先生是位幽默风趣的财经达人，他经历丰富，热爱生活。
虽然曾为家族管理财富并创下巨额收益，但更醉心于教育与出版事业。
他一生出品颇丰，一向以话题广泛且论述深刻著称于业内。
这套金融三部曲是伯恩斯坦先生成书最早、历时最长的一辑，无论观点还是语言风格皆堪称经典，也
为他日后的很多著作打下了伯氏印记。
伯恩斯坦写经济，命题深刻，但是下笔却轻描淡写。
与那些大部头不同的是，读者不会在他的书前望而生畏，驻足不前。
他的观点总让人感到深意所在，在《繁荣的代价》中，面对政府收支与私人消费的关系，透过分析公
众对税款的恐惧与政府资源的运用，政府的责任与预算的浪费，从取和用两个方面提纲挈领地对公用
开支与私人消费两者间的平衡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伯恩斯坦让我们忘掉了无意义的数据堆积，也省去了针对主义的表面争论，而是帮助我们牢牢抓住了
问题的本质。
同样的风格也体现在《华尔街上的经济学家》一书中，开篇便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个命题的优先所在
，少了面面俱到，但却一语中的；少了学究气，但绝没有影响对问题阐述的组织与逻辑。
而在《金融简史》中，即便是像货币与银行这么枯燥的内容，他也一样能让读者领会题目的精妙所在
。
这是对一位作者功力的考验，没有对宏观经济的透彻了解，没有历经岁月的深思熟虑，很难想象用如
此简短的篇幅评述一个令人敬畏的领域。
多年在金融系统浸淫的经历让笔者对货币银行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从货币到信用，从控制到储值，由
此及彼，毫无花哨卖弄，也不曾错过半分紧要。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货币金融的发展总是和人类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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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金融史学家彼得·伯恩斯坦巧妙地将知识史与经济学融入到金融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他的金融
三部曲将指引我们在不停变换的经济图景与金融世界中巡航与求索。
    《繁荣的代价》从取和用两方面对政府开支与私人消费两者间的平衡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华
尔街上的经济学家》为您打开金融学的通俗读本，从美元的未来到家庭财务的困境，从投资组合管理
到资产配置的优化规则；《金融简史》将您重新带回金融体系的基本面，透析货币政策，展望经济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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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金融世界的度量衡　　第1章　如果没有了钱　　迈达斯国王摸过的一切东西都变成
了黄金，直到最后他也变成了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有用的财产。
这篇故事的寓意是：金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实际上，仅仅当用金钱和黄金能买到东西时，它们才能带来财富和力量。
　　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金钱可以是至关重要的。
购买力过剩很少会引发革命；但是，当人们饥寒交迫，并且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商品时，就会导致工
厂停产，而且这种情况下反而会触发暴乱。
潜在“繁荣”当中的贫穷现象，看起来总是让人感到震惊和荒谬。
　　这些对比就是本书题材的核心内容，也是本书所关心的内容。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我们想保证自己手头上有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购买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但绝
不要有太多的钱，以致供不应求。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难以将花掉的货币的数量与生产的货物的数量保持一致。
　　虽然货币带来了一些问题，但人类还是发明了它，而且仍在坚持使用它；因为通过以物易物的方
式做买卖有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而货币帮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
正因为如此，即使最原始的社会也逐渐使用某种形式的货币，不管是羽毛、贝壳串珠，还是埋在海底
的巨石。
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也越来越专业化；货币便于人类进行商品交换，所以它变得
更加的必要。
　　随着市场和生产方法日趋复杂，我们发现货币的特征也在改变。
它变得越来越抽象，直到变成现在极其复杂的样子——主要是银行分类账上的一些数字，用来维护我
们的支票账户。
尽管我们仍然使用一些纸币（实际价值并不超过印钞所用纸张的价值）和硬币，但我们所花的大部分
钱都是通过填写支票从买方转到卖方的；银行则受命在自己账簿的一个账户记入借方，在另一个账户
记人贷方。
因此，我们的大部分钱并没有真实的价值以及“摸得着的存在”：我们既看不到它、感觉不到它，也
闻不到它。
这就是为什么货币的数量如此难以调控的原因之一。
　　然而，我们应该最关心这种抽象的、只存在于银行分类账上的金钱；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黄金在
我们的金融业务中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自己可能就有点复杂世故；我们与黄金的关系还在持续，这种关系和我们一样复杂（世故）。
随着时代的变迁，黄金作为金钱和财富的重要标志，显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迈达斯国王的传奇故事教导我们，黄金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即使好看却）无用的金属，但它无疑造成
了人类历史上无数的贪婪、掠夺和冒险。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对黄金的迷恋与早期童年的性幻想和好奇有关。
也许正是它的极其纯洁刺激人们行使暴力。
任何见过一堆金砖或金币的人，将永远记得黄金散发出来的敬畏感。
不管怎样，黄金的普通物理特性（高密度、强抗氧化能力以致永远都不会失去光泽）使它更适合用来
充当货币。
　　无论为何，人们都将尽一切可能寻找黄金，然后把它挖出来。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访问克朗代克河和育空河地区后，评论道：“为黄金而拓荒与为菠菜而
拓荒，两者之间的差别可大了。
”尽管北美的金矿仍在开采，但“自由世界”的大部分黄金却来自南非。
那里的白人享有黄金并从中获利，而把挖金子的活留给了黑人——工作地点就在地下两英里处尘土飞
扬的地狱里。
　　尽管人们费尽心思挖掘、勘探和掠夺，总共也只搜刮到极其少量的这种宝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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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个世纪的货币黄金的积累，只为现在的世界带来了大约4万吨的黄金储备。
而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美国工业就可以倾泻出4万吨钢铁！
　　虽然大自然从根本上控制了黄金存在的数量，但却是人类用美元、英镑和卢布赋予它价值，而且
也是人类决定了某一份量的黄金可以“支持”多少金额的钱。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出现的现象时，就会发现人类似乎拙于调节货币的供应。
　　我们发现这样的重复现象，人们拥有的钱好像非常少，所以无力购买或确实不愿意购买商品。
结果导致价格下跌、利润消失、生产萎缩以及失业蔓延。
仅仅当所有的价格和工资都降到足够低，使得原先不足的货币供应量显得充足起来，能够买光所有廉
价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这样机器才能重新开动，人们才能回去工作。
　　我们还会经常看到相反的情况——通货急剧膨胀，货币的数量超过商品的供应量。
当人们想购买的商品量超过生产量时，价格就上涨。
于是有些人就会遭受损失，因为别人在市场上出价高于自己。
损失最惨痛的通常都是那些最不应该遭受损失的人——节俭者、保守者、谨慎者，还有穷人和未加入
工会组织的人，这些人无法奋力争取到所需要的更高的收入，以保证能在价格上涨时维持生计。
　　由此可见，调节货币供应量不仅仅是金融家和银行家所关心的事情，它也与我们的经济繁荣和社
会安宁密切相关。
货币供应量调节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对政治和经济都有最广泛影响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过程的关键症结开始分析，即货币数量与商业活动水平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第2章　钱让这个世界运转起来　　显而易见，我们每个人都去工作，为我们的经济生产商品和
提供服务；但这些商品和服务并不是供我们自己享用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发善心；而是因为我们希望
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出售给其他人，而且我们还想从中获得报酬。
一句话，我们工作就是为了钱。
　　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了生产想要销售的商品，商人必须有钱付给工人和供应商；顾客也必须有钱
为自己要买的商品付款。
如果没有必要的资金，生产的商品数量就会很少，能卖出去的则更少。
这就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不管增加产量还是高价出售同样数量的商品，这两种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除非人们愿意而且能够留出额外的钱，用来购买增加的商品或高价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
　　举个例子，某个家庭以往每年支出6000美元购买商品和服务，以维持家庭的生活水平。
假设我们现在处于通货膨胀时期，导致相同数量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由6000美元涨到了6600美元。
为了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平，这个家庭现在不得不想办法得到额外的600美元。
他们上哪儿去获得这笔钱呢？
　　这个家庭的养家糊口的人（很可能就是父亲）可以找到自己的雇主，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当然，雇主为了让自己的雇员满意，也只好设法找到额外的600美元。
这笔钱要么出自他的营业利润（这样他能花费的钱就减少了），要么他必须提高价格，让顾客来为这
笔额外的钱买单。
在这种情况下，顾客必须自个去找额外的600美元。
这样，我们刚好又回到了原点。
　　如果父亲未能从雇主那里获得加薪，那么他还有几个办法可以选择。
他可以花光以前的积蓄：可以把装钱的饼干罐清空，用里面的钱来维持家庭的生活水平；他也可以去
储蓄银行提取存款。
那样的话，储蓄银行需要确保自己有这笔钱。
他还可以向朋友或信贷公司借钱，但他们也必须有这笔钱才能借给他。
　　如果这个家庭无法获得维持生活水平所需的这600美元，又会怎么样呢？
很明显，只好减少要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
如果这个家庭只能负担得起6000美元，那么他们以前打算要买的那些东西中就有大约10％卖不掉。
零售商发现销售额在下降并已低于预期，货架上的存货却越来越多，于是就会减少发往批发商的订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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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商会告诉生产商减少送货的数量。
生产商将不得不减少他们的计划产量；他们的工人可能被解雇，或者被压缩工作时间。
　　最终，因为无法筹集到用来购买涨价商品的钱，导致失业和生产能力过剩。
如果商人生产的产品供大于求，那么由于市场竞争就可能阻止价格上涨。
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购买涨价商品，那么他们能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钱就减少了，于是失业现
象就会扩散到市场支配力最弱的那些行业。
　　为了避免造成失业，必须能够筹到钱以应对价格上涨；如果失业将无可避免地发生，那么也必须
为增加生产而筹集资金。
在这里举个例子，有一家铅笔制造厂，每年生产销售1亿支铅笔，销售总额达到100万美元。
制造商发现生意非常好，他的经销商频频向他订购铅笔。
于是，他决定增加生产计划，多生产一千万支铅笔，期望来年增加1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
　　可是，为了增加生产，他首先要到处筹集所需的资金。
他必须再购买一定数量的木头、铅和橡胶，可能需要再雇佣一些工人，或者需要给现在的员工付加班
费。
他甚至可能需要一座新工厂或增加机器。
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为扩大生产提供资金；因为他的客户，不论是零售商还是批发商
，都在收到货物后，再过30天左右才付款给他。
　　他有很多的选择办法：也许他的支票账户上的资金充足，可以支付所有额外的支出；他可以请求
他的供应商、甚至他的雇员，让他们等待各自的款项，直到他的客户先付款给他；他可以耗尽自己的
储蓄存款，或者把自己拥有的一部分金融资产出售给其他投资者，例如短期的政府有价证券或者商业
票据；他可以借钱．也可以让别的投资者与他共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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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从幼稚而杂乱无章的选股阶段，发展到在统观整个资本市场运作的基础上构建组合，彼得?伯
恩斯坦的贡献在于，作为桥梁和沟通者，向投资者普及了学院式的金融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夏普　　伯恩斯坦虽然已经逝去，但他的名字将与他的经济学说
一道长存。
他的书会让更多中国人知道：20世纪的美国除了凯恩斯外，还有一个叫伯恩斯坦的经济学大师也值得
称道。
　　——《证券日报》　　集著名金融史学家和投资家于一身的伯恩斯坦更像是一位老师，他将当今
华尔街最为主流和通行的投资理念转化为通俗的语言传达给人们，致力于给投资者提供面对未来投资
风险的装备，教会人们如何与“天”为敌。
　　——《中国证券报》　　伯恩斯坦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岁月虽然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有关美国的
经济体系如何建立、钱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如何控制投资风险的话题，却离每个投资者都很近。
　　——《投资者报》　　铸剑大师欧治子“十年磨一剑”，炼就了“天下第一剑”湛庐剑。
　　——《吴越春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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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金融界，他的“有效市场理论”缔造了现代投资管理的一个里程碑，他把象牙塔里那些艰深晦
涩的金融模型发展提炼为可操作的投资策略，进而改变了华尔街的投资行为模式。
　　在金融界，他是由政治学转读经济学的哈佛高材生，美国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是他的同班同学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是他的启蒙老师。
　　⋯⋯　　本书是一部最经典的金融三部曲，借以缅怀远在天堂的伯恩斯坦先生，并希望每一位读
者都能在金融历史的巡航中，跟随他领略那些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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