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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2012就和人类的末世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自然灾害或是异常天象发生时，用“2012快到了”来作出我们下意识的解释
；习惯了碰到不顺心的事情时，用“反正2012快到了”来自我解脱；好莱坞也要凑凑热闹，拍出一部
《2012》，让“船票”一时间变成了热门的语汇。
    2012的末世传言，注定会成为一桩笑谈。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整个世界是带着一些忧虑和迷茫，走进2012这一年的。
债务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裹挟着领土纷争、政治纷争与发展模式纷争，一同挑战着人类的智
慧。
人类在前所未有地掌握这个星球资源的同时，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在前所未有地创造着财富的时
候，也前所未有地对如何保障自身的安全感到无助。
    现实中遭遇困境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希望到古人那里寻求解答。
2012传言的流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求解的方式。
    我们也在求解，而我们希望用一种积极而理性的方式求解。
我们循着的线索，就是黄金。
    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黄金，总共也装不满三个“水立方”的游泳池，但它却在人类数千年的
历史中，掀起一次次的波澜。
文明的变迁、国运的兴衰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黄金穿行的身影。
    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的话题过于历史了。
这个年代的人们关注的只是黄金价格的涨跌，只是由之带来的财富的增减。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远离世界货币体系多年的黄金
，却以居高不下的价格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它从何处而来，又将折射出人类面临着怎样的未来呢？
    我们会发现，黄金虽然已经退出了国际货币体系舞台的中央，然而，过去的岁月中，它仍然闪耀在
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脉络之中，散发出理性的光芒。
    人们总是将黄金与一个美好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由此，我们开启一个或许更为宏大的话题：人人都希望自己身处平安、富足的“黄金时代”，然而究
竟怎样的条件才能成就“黄金时代”？
    黄金所贯穿的历史，正是人类财富观念变迁的历史，正是人类寻求财富安全的历史；读懂黄金，或
许就能读懂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这正是我们制作《黄金时代》一片的动力所在。
我们尽力通过这部纪录片，表达我们对于这个时代有限却真诚的思考。
    这是一次探寻真理的远行。
我们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采访了超过两百位嘉宾，这其中包括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亲历世界
重大决策的政府官员和学贯中西的思想者。
他们以“黄金”为起点，以各有见地的观点，引领我们踏出智慧的每一步。
    这是一次思想的交汇与激荡。
我们不仅向财经界人士探寻答案，更将追寻的领域拓展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
我们深信，对任何一个时代的判断，依据的都不仅仅是经济的数据。
    这是一次收获良多的创作实践。
我们邀请了中国纪录片界的领军人物康健宁先生担任本片的总导演。
他对时代的变迁有着敏锐的观察。
在用影像表达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
    我们期待，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对于今天和未来都是有意义的。
    话题仍然回到2012。
我想，其实大概并没有什么人真心希望2012的某天就真的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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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财经”来说，自然亦是如此。
因为跨过2012的时候，“第一财经”就将走入他成立的第十个年头。
在过去的年份，我们用日常的资讯近距离地感知时代的脉搏，用深入的专题冷峻地观察时代的肖像。
我们也同样愿意倾尽气力，用沉下心来安安静静做节目的态度，表达我们内心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
的思考。
这个过程很可能是寂寞的，甚至在许多人的眼中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们深信，这样的努力，无论对我
们自己还是对这个时代，都是有意义的。
    尽管在世界主流财经媒体的版图上，我们还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十年对于一个财经媒体来说，是非
常年轻的，但我们会沿着诚实、理性、专业、深入的路径，继续我们对时代的关注。
    感谢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嘉宾。
你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见解令人钦佩。
我们也非常乐于将你们的思想传递给公众。
    我们要特别感谢93岁的何兆武先生和105岁的杨敬年先生，你们在耄耋与期颐之年，还保持着对时代
的关注与思考，这种始终如一的探求精神，值得我辈学习。
    我们还要缅怀著名欧洲史学家金重远先生。
创作此片时，我们曾多次求教于先生。
可是节目播出时，先生却已仙逝。
我们会铭记先生对第一财经的鼓励，在未来的岁月继续前行，努力不负前辈的期望，为这个我们所处
的时代，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作。
    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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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黄金以居高不下的价格再次进入了人民的视野，昭示着当前全球
的货币体系碰到了重大危机。
黄金到底是什么？
黄金与人类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本书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剖析了罗马、埃及、英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兴衰成
败，着力探讨了制度与规则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国家信用的建立和对物欲的约束中所发挥的根本性影
响，强调了它们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
同时以黄金为载体，以黄金和人类的关系为线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回顾和梳理了人类探寻财富安
全的历史，并邀请了包括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德蒙德?菲尔普斯、埃里克?马斯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在内的国内外重量级的嘉宾共同
探讨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货币秩序、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影响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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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财经：为什么说黄金是人类保证财富安全最为稳定、可靠的东西？
 蒂莫西·格林（TimothyGreen）黄金历史学家，《黄金时代》作者 从长期来看，黄金一直被当作财富
的避风港，是可以保值收藏的。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处于危险或者所持有的货币开始贬值，黄金就是你最需要的东西。
五十年前，当我初次看到伦敦的黄金市场时，那里的一个交易员告诉我说，黄金是你能拥有的最为坚
挺的东西。
那个时候，黄金的声誉之所以不错，是因为它的价格在很长时间内是固定的。
在英国，二百多年来都是如此。
这会让你受到保护，也许你不能从储藏黄金中获利，但是有一个基本线，即黄金的固定价格是不会变
的。
 在我观察黄金的四五十年间，黄金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1968年。
黄金价格在这之前被固定为35美金一盎司，然而在1968年，美元因为越战而贬值，黄金的价格开始根
据市场情况波动。
这改变了黄金作为保值手段的情况，因为一旦黄金价格开始波动，市场上就会出现一些人单纯利用黄
金获取利润。
这种情况改变了黄金的属性。
正如我们在过去二至五年的经济危机中所看到的，是有人希望能够将黄金当作财富的避风港，但也有
人希望黄金的价格上涨，以期从中获得利润。
所以现在市场上，有人将黄金当作保值的避风港，也有很多人只是进行投机获利。
市场中有人依靠黄金保值，也有人看到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黄金的价格会上涨，因此他们购买黄金
等待价格的上升。
这两群不同的人在影响市场。
这彻底改变了黄金安全保值的历史属性。
最恰当的例子可以追溯到两干多年前的罗马时代，当时已经有金币。
有趣的是，两千年前的罗马时代，如果你所在的村庄或者军营即将受到袭击，你会把金币埋在地里。
也许你会离开这些地方。
在两千年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些金币。
这种事情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是将金币当作需要保护的。
“我们要受到袭击了，我们必须埋藏我们的黄金。
”就是从这样的经历中，黄金的声誉建立起来了。
如果你想离开一个地方，或者被包围，你必须埋黄金。
你没回来，黄金就一直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找出来了。
 我发现很多人，包括市场上的很多人，股票经纪人而不是市场分析师，并没有意识到黄金的价格曾经
是固定的。
黄金的确是保值的，我来告诉你原因。
关键的一点是，黄金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负债。
如果你拥有一块金条，那金条就是你的，你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它是实体存在的，属于你的，可以让人放心的东西。
我想黄金的这种属性仍然存在。
在一个动荡的世界，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是让人安心的，尽管它的价格一直在变。
如果你从银行获得了贷款，你会向银行欠债。
如果你到银行购买一块金条，那金条就是完全属于你的。
我想这是看待黄金的基本视角之一。
 第一财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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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相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货币制度问题，
是国际货币体系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美元。
过去美元比较坚挺。
过去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一半，它的黄金储备也是世界四分之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
建立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美元跟黄金挂钩，35美元换一盎司的黄金；其他国家货币跟美元挂钩，
汇率是固定的，美元是很稳定的。
后来苏联、欧洲掌握了很多美元，知道美元会贬值，所以就去抛美元，买黄金。
这样美国的黄金减少了，所以就维持不下去了。
这样一个美元跟黄金挂钩的制度，于1973年宣布结束了。
美元和黄金虽然不挂钩了，但是美国经济总量依然很大，美国提出美元汇率稳定的国策，另外还有七
个国家进来协调货币政策，所以全球经济在很长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后来又出了什么问题呢？
十多年、二十年来，新兴经济体起来了，发展中国家起来了，它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球的40％，
美国的经济总量从三分之一变成四分之一。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美国的财政赤字很高了，当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10％，现在它的债务占GDP几乎百分之百了。
 再一个是美国对美元汇率的政策。
美国说美元的汇率由市场决定，汇率由市场决定，好像还有一点道理，但是问题在哪里？
美元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而在美国是本币，美国是有责任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
要是完全由市场决定，就等于说美国对它的稳定不负责任了。
所以人们就很担心，认为美国应该减少赤字，减少贸易赤字，减少财政赤字，使美元稳定下来。
但是美国又大量地发放美元，弥补贸易赤字，弥补财政赤字，而且更主要的是美国还鼓励高消费，让
老百姓用贷款消费。
国家靠发钞票进口，这就形成了美元的一个潜在危机，十多年它贬值了40％。
归根到底，为什么美国敢大量发行美元的贷款？
为什么敢大量消费？
就因为美元是我的本币，也是世界货币，出了问题我可以发行美元。
其他国家能这样做吗？
做不到。
所以美国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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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
这一天的两个月之后，我才刚刚出生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
    1997年11月26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世界黄金价格跌破每盎司300美元大关。
这一年，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东方电视台，第一个职业岗位是做财经记者，从此开始接触纷繁复杂
的财经世界。
    2003年8月1日第一财经成立之后，我在第一财经电视频道任晚间财经新闻责任编辑，每天编排的新
闻报道中，几乎都会有一条资讯报道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黄金的价格，当时每盎司黄金的价格在350
到400美元之间徘徊。
    2008年3月14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黄金的价格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
黄金，再一次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避风港。
2010年之后黄金的价格更是不断上涨，连创新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财经电视频道总监谢力、频道副总监陆天旗提出了以黄金为载体，创作一部大
型系列电视纪录片的构想。
虽然我已经从事财经新闻和专题采编工作十多年了，但是这个时候，对于黄金这个话题，我还是所知
甚少。
硬着头皮，我和我的团队接下了这个创作任务。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我知我无知。
”在康健宁总导演苏格拉底式的不断诘问下，我意识到了既然自己不懂，首先就要承认自己的无知，
这样才能让自己进步。
黄金到底是什么？
黄金在人类的历史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到底要通过黄金来表达什么？
在康健宁导演抛出的一系列问题的拷问下，我带领我们的团队开始了一次艰难的跋涉。
    在查询资料阶段，我才真正意识到梳理黄金与人类关系的历史几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
因为在人类出现之前，黄金就已经在大自然存在了，在这么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创作过程就像大海
捞针一样，不知道航行的坐标到底在哪里？
国内关于黄金资料的短缺更是增加了创作的难度。
我们曾经为此焦虑过，我们曾经为此夜不能寐，反复问自己，我们到底认识黄金吗？
我们想通过黄金来表达什么？
    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我们迅速地确定了纪录片整体的创作方向：    对于黄金与人类相生相伴的这
段历史，其中的重大历史变迁我们要客观认识，力求准确地来讲述这段大多数人不了解的历史。
    纪录片必须要有关于黄金的历史故事。
在故事的选择上，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和思考。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导演就要放弃这个故事。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黄金？
因为历史上每个大国的崛起，都与黄金息息相关；因为黄金所代表的财富标准，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
相关；因为黄金背后所传递的信息，深藏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密码。
认识黄金，其实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
    对于黄金的认识，我们选择采用了一个多学科的思维模式。
从历史、经济、文化到法律、社会、政治、哲学，对于黄金这么一个自然界的“怪物”，我们需要从
多角度去认识，力求客观。
    黄金的力量，开始在我们导演的眼前越来越清晰。
黄金，曾经是权威的标志，更是财富的象征；黄金，曾经是完美金融制度的化身，更是契约精神薪火
相传的载体。
从黄金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在全球化第一次浪潮中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金融制度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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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历了欧洲国家并感受其金融制度的先进后，清朝思想家康有为1910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夫以
五千年文明之古国，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所以致亡之理由，不过是银落金涨之故，岂不大
可骇笑哉！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近代的落后跟黄金背后所代表的金融制度息息相关。
    在与康健宁总导演，《黄金保卫中国》作者张庭宾，执行总导演黄骥反复讨论，反复对我们搜集的
材料进行质疑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每一集的主题。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撰写了第一集《黄金的力量》、第五集《尊贵的黄色》、第六集《论战黄金》
；陆熠欣，一位文采斐然的导演，撰写了第四集《左右为难》、第七集《亚洲的黄金》和第八集《理
性之光》；冯露丹，一位美丽而又执著于纪录片创作的女导演，撰写了第三集《从朱元璋到罗斯福》
；何思羽中，一位美丽而又聪明的女导演，撰写了第二集《黄金转身》。
在我们反复修改了无数遍稿件的基础上，康健宁总导演又亲自操刀，对我们的稿件进行了电视化语言
的润色以及思想的提炼。
没有他的精心雕琢，我们这个节目达不到现在的思想高度。
    采访拍摄的过程，同样考验着每一位年轻导演的学识和视野。
对于采访对象，我提出了明确的高标准要求，那就是要寻找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真正研究历史、哲学、
法律、经济以及研究黄金的专家学者。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按照总导演的要求，想尽一切办法让采访对象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对于这个团队的年轻导演们来说，这次采访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磨练，因为，一个多学科的思维模式
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一次次面对面的访谈，既需要导演的激情，更需要导演的智慧。
幸运的是，这些年轻的导演们都很聪明，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们也乐意寻找智者，聆听智者的智慧，
并和智者同行。
    相比电视新闻和专题节目来说，拍摄电视纪录片的周期比较长。
能不能坚持到底，能不能执著地走下去，也考验着团队中每一个人。
当大多数人选择短期利益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长时间来做一件事情，静下心来不受干扰显得无比重要
。
当然在我们长途跋涉的过程中，有人选择了离队，有人选择了逃避。
对于这些，我只能说一声非常遗憾。
但是对在这次远行中给予我们鼓励和帮助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铭记在心。
    2011年6月底，我曾经到著名欧洲史学家金重远教授的家中拜访，向他当面请教欧洲发展的历史以及
这段历史中与黄金相关的话题；2011年12月6日，在第一财经演播室，金重远教授接受了我的专访。
然而世事难料，令我无比痛心的是，2012年6月7日，却传来了金老师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
这一天，我难忍自己的泪水。
先生音容笑貌犹在，先生学识风范长存1    2011年12月8日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来到上海
广电大厦，对我们的节目创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他鼓励说，当今世界经济大乱，东方世界的一帮年轻人在东方明珠下，思考世界和中国的前途未来，
在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
把中国乃至全球的思想者汇集在一起，展现我们年轻人自己的意图，寻找一条走向共赢、双赢的道路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著名货币史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叶世昌先生，刚在医院动完手术不久，就专程来到第一财经
，接受了《黄金时代》纪录片的专访。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先生，也是在医院动完手术不久，就在北京接受了导演陆熠欣的专访。
    著名黄金史专家蒂莫西·格林先生，已经八十高龄，研究黄金的时间历经五十年，在伦敦接受导演
何思种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
    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会委员陈雨露，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著名法学家李步云，著名历史学家张椿年，上海交通大学法学
院院长季卫东，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人类群星闪耀
时》中文翻译作者舒昌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教授、马斯金教授⋯⋯人数众多，我就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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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举了，他们都不厌其烦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为我们的节目贡献了他们的学识和智慧。
    一路跌跌撞撞走来，黄金在人类历史上所进发出的巨大力量，令我无限感慨。
    黄金，激发了哥伦布等欧洲人追逐财富的贪婪欲望，占有黄金的动机就这样促成了人类文明的地理
大发现。
    黄金，被铸成金币之后成就了商人的地位。
1293年，佛罗伦萨工商业者颁布了《正义法规》，市民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黄金，被作为金融制度的象征之后推动了大英帝国的崛起。
1816年，英国率先制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
自此之后，一个国土面积不足2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超过6000万的岛国，引领世界前行一百多年。
    黄金，被美国人充分利用。
美国依托黄金与美元的联系，在20世纪初迅速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但是美国最终却又丧失信誉，割断了黄金和美元的联系，并且把黄金深锁在诺克斯堡金库。
基辛格博士说，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监狱中创作《通货新论》一书时就指出，当时的美国，
已经有了操纵世界货币的野心。
    在货币史专家看来，黄金就是世界货币，信用货币也是指黄金。
    一路摸索着走来，人类思想的光芒穿越历史，震撼着我的心灵。
当无数佩带黄金饰品的帝王将相化为尘土，令人感叹的是，在历史长河中，人类，能留下的只有思想
。
    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没有选择逃跑，而是从容喝下一碗毒酒，用自己的死
亡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契约精神。
    一颗螺丝钉的价值胜过40万两黄金，正是靠着小栗忠顺不惜牺牲生命而捍卫的坚定信念，日本这个
民族，才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
    为了捍卫普通人的财产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不畏权贵，发出
了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呐喊。
穿越了历史的迷雾，李嘉图的呐喊，在经济危机爆发的今天看来，依旧振聋发聩。
    一次从无知到有知的学习过程，也让我对中华民族在黄金面前错失的历史机遇扼腕长叹。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一样，中国人无比地喜爱黄金，但是在世界商业文明崛起的同时，中国人
没有看到黄金背后所深藏的契约精神的精髓。
在20世纪初期迎接世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时候，中国人错过了黄金。
一个古老的帝国在国门被强迫打开，财富被无情洗劫的同时，也留下令人难以忘却的耻辱。
    千百年来，黄金并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是人类自身。
而黄金的历史，就是一本冷酷的历史教科书。
当人类利用好黄金，它可以进发出巨大的力量，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长盛不衰；当人类过度迷恋黄金
，它又会像巨大的火焰，吞噬我们善良的灵魂。
为了黄金而杀伐征战，你争我斗，人类的悲剧因而不断上演。
    反观当下的中国，为了追逐金钱，为了追逐短期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的一幕幕仍不断上演。
就在《黄金时代》纪录片制作期间，仍然有很多令人忧虑的消息传来：    有些中国企业家借了高利贷
，因为企业资金链断裂，最后一跑了之。
在他们身上，完全丧失了契约精神。
    有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生活奢侈成风，买奢侈品，买名车，不知道富起来该做什么。
中国人开着名车出车祸的消息也时有传出。
金钱所掀起的欲望，让一部分人迷失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有些中国企业诚信意识缺乏，假药、假食
品、地沟油⋯⋯金钱，让这些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又有更多的中国富人选择移民海外，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财富安全。
    这样的事情看起来都与黄金无关，但是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折射出中国人财富观念的缺失。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获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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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得财富的目的是什么？
获得了财富之后，我们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财富观？
中国在富强崛起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迷失了。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在黄金的历史中。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经说，历史是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古人的使
者。
忘记历史，我们很容易重蹈覆辙。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中国的富强崛起。
但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契约精神、道德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在一百年前就错过了黄金，错过了商业文明。
黄金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国家，仅仅靠着富强崛起了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文明的崛起。
    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仅仅有相当数量的黄金还不够，要想长盛不衰，这个国家还要拥有正确的财富
观，因为成由勤俭败由奢。
    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仅仅有无数签订的契约还不够，还需要有真正的契约精神。
因为，一个没有契约精神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商业文明。
    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仅仅有廉洁的政府还不够。
还需要有无数愿意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奉献的高尚的人。
因为，只有高尚的人，才能引领这个国家前行。
    一个世界性大国，仅仅有无数的公司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因为，优秀的企业家是大多数人的表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效仿。
    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要想真正进入黄金时代，还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本国公民的财产权。
因为财产权是人人生而平等的保证。
    更重要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其国民还需要独立思考，自由地思想。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们希望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公平地获得财富的时代，是一个公正地使用财富的时代，是一个安全
地守护合法财富的时代，更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时代。
    感谢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先生，他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推荐专家、学者，
让我们获益很多。
    感谢二百多位受访嘉宾，与你们的交流，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和智慧。
    感谢盛视盛品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陆宽率领的制作团队，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黄金时
代》纪录片不可能这么精彩。
    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荆作栋社长、刘立平副总编以及本书编辑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没有他们的辛勤
付出，我们的纪录片就不可能变成这么一本图文并茂的图书。
    感谢我们创作团队中的每一位同仁，我们同甘共苦的日子永远是美好的回忆。
    感谢支持我们的每一个个人和机构，你们鼓舞了我们前行的信心。
    一个民族如果只知道吃穿住行，而没有思想，那么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有未来的。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的尊严在于思想。
让思想的光芒照亮我们未来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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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提到黄金就会想到是珍贵的，是有价值的，是稀缺的。
应该讲，从国家到个人，都希望能够更多持有黄金。
所以你们用《黄金时代》这个名字来做这样一个纪录片，选择的角度非常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不是就黄金而论黄金，你把黄金作为一个货币，然后再延伸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再讲到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再讲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道路，说到美元怎样去发挥作用，
然后再说到欧元怎样巩固发展，还说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和途径，这就把题目做得很活了。
我相信这个节目会受到广大观众喜爱，不但搞金融的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没有搞金融的，也可
以通过这个节目懂得一些金融知识。
我相信这个节目会办得很成功。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戴相龙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金时代>>

编辑推荐

《黄金时代》试图以黄金和人类的关系为线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回顾和梳理人类探寻财富安全的
历史。
《黄金时代》以黄金为切入点，带领读者漫步人类货币历史，从以黄金为代表的货币的角度解读金融
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热点问题。
《黄金时代》图文并茂、权威专家解读穿插其中，使得《黄金时代》深入浅出、轻松易读，是读者了
解黄金、了解人类货币历史、了解当前世界金融格局的最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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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一提到黄金就会想到是珍贵的，是有价僮的，是稀缺的。
因该讲，从国家到个人，都希望能够更多持有黄金。
所以你们用《黄金时代》这个名字来做这样—个纪录片，选择的角度非常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不是就黄金两论黄金，你把黄金作为—个货币，然后再延伸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再讲到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再讲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道路，说到美元怎样去发挥作用，
然后再说到欧元怎样巩固发展，还说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和途径，这就把题目做得很活了。
我相信这个节目会受到广大观众喜爱，不但搞金融的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没有搞金融的，也可
以通过这个节目懂得一些金融知识。
我相信这个节目会办得很成功。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戴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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