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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举国疯狂的炒股狂潮，导致股票历史上的第一次崩盘，引发了举世闻名的“法国大革命”，促成
了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普通的郁金香，竟然价值——八只肥牛、四头公牛、两吨奶油、一千镑乳酪、一个银制杯子、一
包衣服、一张带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

　　“为宇宙立法”的伟大科学家牛顿，未能抵御“南海股市狂潮”的引诱，净赔了自己十年的工资
——两万英镑。

　　“2012世界毁灭”之类的预言，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无数次，虽然至今为止地球仍然安稳地运行
，可每次“末日预言”都会引起一阵大范围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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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查尔斯·麦基 (Charles Mackay) 译者：冯松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1814—1889）
，苏格兰诗人、记者，以文笔幽默著称于世。
其主要著作有《歌与诗》、《伦敦史》、《苏格兰低地词典》以及《可怕的错觉》等。
他在歌曲方面也颇有声誉，其所写的《欢呼吧，孩子们》曾风靡一时。
此外，在美国国内战争期间，麦基曾做过《时代》的通讯记者，对一些热点问题做了深刻揭露。
1889年12月，麦基在伦敦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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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金钱疯狂——密西西比计划始末1719年到1720年，在法国发生了一件被后人称为“密西西比大
疯狂”的历史事件，无数的法国民众被卷入这场购买股票的狂潮中。
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凭借股票一夜暴富，但随后，更多的人收获的是破产的结局，国家也
一度陷入动荡之中。
说起这个事件，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密西西比大疯狂”的始作俑者——约翰·劳。
由于约翰·劳倡导的“密西西比计划”的严重后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当时的人们普
遍认为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
但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如此对待他是不公平的。
众所周知，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
与其说他骗人，不如说他是受骗；与其说他是罪犯，不如说他是受害者。
他是那个时代的金融专家，他对信用的原理和原则了如指掌；他所建立的系统虽然最终轰然崩溃，但
这并不主要是他的过失，而是因为他建立这个系统的基础——法国民众——出了问题。
他做梦也没有料到整个国家贪婪的狂潮成就了他的计划，也最终毁灭了他的系统；他也不知道，自信
，像怀疑一样无限制地增长；并且，希望，也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泛滥。
他怎么会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中的那样，在他们发疯般的渴望中，杀掉给他们下了那么多金蛋的鹅
呢？
约翰·劳，他一生的命运就像第一个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漂流的水手一样。
他出发时，河面上波澜不兴，视野开阔。
河水载着春风得意的他迅疾愉快地前行，此时来看，没有人能阻挡住他前航的轻舟。
可是⋯⋯天哪！
眼前就是大瀑布。
当他明白过来时，已经太迟了。
刚才还载着他快乐前行的水流如今竟成了把他推向深渊的死神之手。
湍急的水流让他试图调头返回的一切努力都成为徒劳，此刻，他再拼命地划水，也根本不足以对抗水
流的强大力道，水流逐渐将他推向那势如雷霆的瀑布。
最终，他与水流一起飞越嶙峋的岩石，连人带船一道落入谷底，撞个粉碎；这个猛烈的冲击使水面溅
起了一些水花，但也只是翻滚了几下，冒出几个泡沫就平静下来，像往常一样，继续向前流去。
约翰·劳和法国人就是这样。
劳是水手，法国人是河水。
1671年，约翰·劳生于爱丁堡。
他的父亲老约翰生于法夫郡的一个古老家庭，其职业是金匠和银行家。
老约翰做买卖积攒了一大笔财富，他用这笔钱在罗西安西部和中部交界的佛斯福斯买下了劳里斯顿和
兰德尔斯顿两处地产，因此，他被称为劳里斯顿的劳——在自己的名字前能拥有一个领地的称号，这
不仅是老约翰的一个愿望，也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
约翰·劳是他的大儿子，刚满14岁的时候就被带到会计室中艰苦工作了三年，因为老约翰想让儿子早
早理解苏格兰这个地方的银行操作原则，以便日后接替自己的事业。
约翰·劳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算术上显示了超乎同龄人的才能，并对数字充满了热
情。
17岁时，约翰·劳长得又高又壮，身材健美。
虽然他的脸上因出天花而疤痕累累，却非常讨人喜欢，一看就是个充满聪明智慧的青年。
这时，他开始变得不务正业，自负虚夸，一味痴迷于奢华的服饰。
在女人丛中，约翰·劳是个宠儿，女人们都叫他“漂亮的劳”。
而男人们却十分鄙夷他这个纨绔子弟，把他称作“浪荡的约翰”。
他的父亲在1688年去世，他也乐得没有烦琐事务缠身以及父亲的约束，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地产的
收入，来到伦敦闯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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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非常年轻帅气，性格桀骜不驯，加上又刚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因此，可以想象，他刚到伦敦的
时候出手相当大方。
很快，他就成了赌场的常客。
他把数学天赋用在了赌桌上，靠着对输赢几率精心的计算，他竟然屡屡赢钱，俨然成了赌场里的常胜
将军。
每个赌徒都对他的好运十分嫉妒，更多的人则是对他崇敬得无以复加，赌徒们每天目不转睛地看他赌
钱，看他压在什么位置，大家也纷纷跟着压，以图沾点光。
在讨女人欢心方面，他也同样是个行家里手。
伦敦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都亲切地、微笑着看待这位潇洒英俊的苏格兰男子——这个年轻、富裕、
聪明又富有魄力的小伙子。
可是所有这些成功却为他未来的不幸命运埋下了伏笔。
放荡地生活了九年之后，他最终成了一名无可救药的赌棍。
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地下注，而是疯狂地追逐大笔押注带来的刺激，他的赌注越押越大。
终于，有一天，他在一场豪赌中失败，输掉了很大一笔钱，他不得不抵押了他的地产才脱了干系。
祸不单行，偏偏在这时候，他与一位名叫维莉尔丝的女士的暖昧关系败露了——这招致了该女子的丈
夫威尔逊先生的仇恨，后者要求与他进行一场殊死决斗。
他接受了挑战，并当场把对手射死。
这使他锒铛入狱，并被判处谋杀罪名，应处以死刑。
但由于是过失杀人，判决最后被减成罚款。
但死者的兄弟不服，提出了上诉。
他被押到最高法院受审，可是他后来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逃脱了法网，并逃到了欧洲大陆。
事后，法官们还在《加威特报》上刊登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劳。
在通缉文告中，他被描绘成“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26岁。
个子高大，肤色黑，瘦削身材。
体型适中，大约有六英尺高，大麻坑脸，大鼻子，嗓音响亮”。
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成功逃亡，他到达欧洲大陆后，在那里旅行了三年。
这三年来，他一边周游各国，一边详细地钻研各国的货币和金融事务，还身体力行地从事了一些金融
生意，比如他在阿姆斯特丹呆了几个月，就做了几笔金融投机买卖，这让他赚到一些钱。
他每天早上研究金融和贸易的规律，傍晚则沉溺于赌场之中，赚到的钱也在赌场中被挥霍得所剩无几
。
大约在1700年，风头过去以后，他返回爱丁堡。
就在这个城市，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的提议和理由》的小册子，不过没有引起多
大的关注。
不久以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所谓的“土地银行”的主张。
他主张，“土地银行”发行的纸币，按一般利率，永远不得大于或等于该国所有土地的价值。
谁拥有此种钞票，谁在特定时间内就拥有对该土地的使用权。
这个宏伟计划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苏格兰议会的极大兴趣，议员们对这个主张进行了长久的讨论。
一个中立党派还提出动议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银行。
不过，议会最后通过决议认为，这种通过强迫的方式建立的任何纸币的信用，会使整个国家陷入风险
之中。
因此否决了这个计划。
劳的计划失败了，同时，他提出的对误杀威尔逊一案的赦免请求也被法院驳回。
无奈，他只好再度流亡欧洲大陆，重操赌博旧业。
他继续在佛兰德斯、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游荡了十四年。
流亡期间，他所到一国，便研究该国的贸易和资源，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纸币，国家的
经济也不会繁荣。
在这十四年中，他成了赌博专家，凭借精心的计算和对下注时机的把握，从赌场中套取了大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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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成为赌场经营者的噩梦。
据《世界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记载，他首先被逐出威尼斯，又被热那亚封杀，因为当地的
法官都认为他的到来给当地的年轻人带了个坏头。
在居留巴黎期间，连警察总长达让松都勒令他卷铺盖走人。
但幸好约翰·劳与巴黎的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和奥尔良公爵等诸多社会名流私交不错，尤其是奥尔
良公爵，十分赞赏约翰·劳的潇洒从容和翩然风度，他放出话来要做劳的保护者。
有了这些名人的力挺，劳也自然能心安理得地在巴黎居住下来了。
劳深知奥尔良公爵与皇帝十分亲近，并且深深地感受到，公爵今后注定将成为法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
物，因此劳很注意和公爵保持良好关系，他们经常互访，劳则趁机向公爵灌输他的金融主张。
在这期间，劳曾向法国的审计长德斯马莱提出了一个财政计划。
据说当这个计划上报给当时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时候，皇帝得知计划的提出者——劳不是天主教徒
，就拒绝与劳进行任何接触。
就这样，劳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劳对自己的财政计划不死心，他来到意大利拜谒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迪斯，请求他在自己的领地
建立土地银行。
公爵的婉拒让劳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但是公爵建议他再回到法国国王那里试试看，因为他对法国人的
性格很了解，法国人肯定会对这样一个新颖而又动听的计划热烈赞同。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原来否决他的计划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刚刚去世了，年仅7岁的继承人登上了
王位，前文提到的奥尔良公爵摇身一变成了摄政王，总揽朝政——劳的机会来了！
 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是他的朋友，对他的理论和假设十分熟悉，劳面前的道路再无障碍。
更重要的是，由于前任皇帝路易十四漫长执政期间的奢侈腐化，法国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劳和他的计划，恰恰也让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看到了希望。
当时，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接手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全国的对外债务高达30亿里弗赫，而每年
的税收总共才有14.5亿里弗赫，政府支出花去14.2亿里弗赫。
也就是说，每年只有300万里弗赫来支付30亿外债的利息，整个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经济上的混乱引发了社会的动荡，路易十四刚刚死去，国民的积怨终于爆发了，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
，用石块砸坏他的塑像，撕毁他的肖像，他的名字已成了“自私”和“压迫”的同义词，人们的记忆
中只留下了他的倒行逆施、奢侈和残暴。
为了迅速平息国民的怨恨，维护政权的稳定，摄政王专门召集了一个会议来商讨解决方案。
会上，圣西蒙公爵建议摄政王召开议会，宣布整个国家的破产，尽管这个方案非常冒险，一旦成功，
将有效地把国家从暴乱的危险中挽救出来。
而处事圆滑的诺阿耶公爵担心此举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则运用自己全部的影响反对圣西蒙的提议，辩
称这个冒险的举动既会降低法国的诚信度，又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摄政王同意了后者的意见，于是，这个孤注一掷的计划被终止了。
摄政王最终采纳了后者的计划，尽管打着维护国家诚信度的旗号，许诺要公正无私，结果出台的第一
个措施就是一个不诚实的措施：国家下令重铸货币，但货币的重量比原来减少五分之一；那些拿1000
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的人领回了面值相同的货币，可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
这样一来，通过空手套白狼，国库凭空就获得了7200万里弗赫的收入。
可结果却使国家的整个商业运行变得一团糟。
政府又轻微地减少了税赋，此举果然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众愤怒的呼声，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人
们忘记了未来会出现巨大的不幸。
计划的另一个方面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裁决委员会，审查那些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的不法行为
。
这个裁决委员会是由议会的各个议长、各委员会援助和咨询法庭的法官们以及审计委员会的诸位官员
组成，其主席是财政大臣，具有相当大的权力。
他们鼓励民众对税收员的不法行为进行告密揭发，并许诺：告密者可以拿到罚金和没收款项的五分之
一作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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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谁要能协助找到犯罪者隐匿的款项，那么款项的十分之一将作为赏金。
在那个时代，税收员在任何国家的名声都不太好，但在法国尤为严重，因为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税收
员广收苛捐杂税，民愤极大。
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受到法办，全国民众一片欢腾。
委员会一成立，法国顿时出现了告密狂潮。
犯罪或有嫌疑的人纷纷锒铛入狱，上到巴士底监狱，下至边远县城的小监狱统统人满为患。
委员会还下令：凡是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跑的人都将被处以很重的罚款。
这场裁决风暴使得大量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有的人被罚戴枷示众，有的人
被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人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只有一个名叫赛缪尔·贝尔纳的人被处死了，他是一个偏远省份的银行家和赋税承包人。
这个号称当地一霸的家伙非法收入如此之巨——竟提出愿意拿出600万里弗赫，即25万英镑买条生路。
不过裁决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贿赂——他被立即处死。
不过，在这场运动中仍然有不少漏网之鱼。
一些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比赛缪尔·贝尔纳狡猾得多，他们把财产都藏在隐秘之处，政府即使抄
了他们全家也所得无几。
无奈，政府做出了妥协——改以罚款的方式代替刑罚。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个行政部门贪污腐败，大部分罚款反倒被朝臣以及他们的妻子、情人们
据为已有，国家并没得到更多实惠。
当时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承包人依照法令本应被罚款1200万里弗赫。
一位在政府中很有影响力的伯爵告诉他如果给自己10万克朗的话，他的罚款就可以免除。
“朋友，你来得太晚了，”这位承包人说，“我已和你的妻子讨价还价过了，她只要5万。
”这次反贪风暴持续了几个月，罪行严重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由于告密有利可图，一些正直的商人也受到诬告，被牵涉进来，为洗刷清白，他们不得不公开其经营
状况。
社会各界怨声载道。
一年之后，政府觉得该收手了，于是解散了裁决委员会，同时宣布对那些蒙冤的人实行大赦。
就这样，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最终征收到了1.8亿里弗赫的收入，其中的8000万被用来还外债，余下的
钱被大臣们贪污了。
曼特侬女士撰文回忆说：“那时候摄政王出手很大方，经常给手下巨额赏赐，其实这些钱都是罚没的
公款。
人民对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十分不满，议论纷纷。
”人们这时候才明白，税收员其实是小角色，大臣、官员们才是巨贪首恶！
这造成了“劫夺一群骗子的财产去中饱另一群恶棍的私囊”的结局，真正两手空空的还是国家和人民
。
其实，造成今天的结局，摄政王难辞其咎。
尽管他胸有大志，却缺乏做事的干劲。
他不愿过问国事，不加细察就签发官方文件，还经常把自己分内的事让别人去办。
一句话，他是个空有强国愿望，却不愿意劳心劳力、办点实事的人。
所以，劳的“强国速成计划”正对了摄政王脾胃。
劳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提出：当前欧洲诸国中，最不景气的货币就数法国货币
了。
他说，金属货币已经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有纸币的辅助，英国和荷兰在这方面就是
榜样。
他建议成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掌管国家的税收，并以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
并提议该银行名义上归国王管理，但实际上由议会指定的委员会掌控。
为了扩大影响，劳还把自己撰写的关于金融和贸易的文章译成法文，在法国传播，倾力打造自己“财
经学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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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他的名字传遍了法国的每一个角落，同时，摄政王的心腹大臣们也在各种公众场合对他宣传吹
捧。
这下子，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他，盼望在这位拉斯先生（Monsieur Lass）身上出现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
1716年5月5日，劳与他的兄弟得到授权，一起建立一个名为“劳氏公司”（Lawand Comlmny）的银行
，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
该银行的资本为600万里弗赫，每500里弗赫一股，共1，2万股。
其中四分之一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其余的可以用国库券的形式购买。
约翰·劳对金融事务三十年的研究经验终于在此时派上了巨大用场。
“劳氏公司”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或兑换，并且发行后价值不变。
这立即使他的纸币变得比金银还值钱。
因为金银经常会受到政府的干预而贬值。
比如1000里弗赫的银币，今天还与它们的面值相符，第二天就会缩水六分之一，而劳氏银行发行的纸
币的价值始终坚挺。
另外，劳还说服摄政王下令，银行家在发行纸币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来支持，否则应该被判死罪。
结果，“劳氏公司”发行的纸币在公众中的口碑越来越好，有调查显示，其受欢迎度比金属货币高1
％。
不久，其效果显现出来了，法国萎缩的商业开始复苏，民众的纳税积极性提高了，抱怨的声音也减弱
了，人们逐渐建立起对纸币的信心。
一年之中，劳发行的纸币升值了15％，而相比之下，政府发行的来偿还奢侈的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国
库券，其价值则下滑了21.5％。
相比之下，形势对劳简直太有利了，目前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聚焦到了他身上，劳的信誉也如日中天
。
几乎在同时，劳的银行分行也遍地开花，出现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这些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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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怕的错觉:人人都会犯的致命错误》中有影响人类历史的12个大众癫狂的事件，一件件不可思议的
事，一桩桩世人迷乱的癫狂，一幕幕似曾相识的悲剧，它们竟然都发生了⋯⋯欺骗，欺骗，都是欺骗
！
但是，为什么千万人都信以为真、倾其所有？
幻象，幻想，还是幻象！
然而无数人宁愿梦中掘宝、水底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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