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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阿姆斯特丹在战火中成为欧洲金融中心说起，从金融角度看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日
本、中国等世界大国的兴衰之谜。
剖析法国大革命、印度殖民、普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等历史事件背后的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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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国之胜，胜在金融　　英法争夺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的较量　　法国要想达到将英国人从世界
金融霸主的宝座上驱赶下来的终极目标，必须要和英国争夺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权或主导权。
当时的法国采用的是金银复本位制，法国铸币厂向全体公民开放，自由铸造金币和银币，两者具有完
全相等的地位。
除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和法国的复本位制，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体系非常混乱，意大利、瑞士、德国等
均没有统一的货币体系。
　　为了与英国的金本位制相抗衡，法国人开始行动了。
1865年，在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会议，目的是要在各国采用一种统一的
、普遍通行的金银通用货币。
金融家可以运用很高的操纵与交易技巧，通过金银之间的兑换来套取巨额利润。
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内的金融家都极为支持法国人的复本位制国际体系。
　　巴黎会议直接导致了以法国为核心的拉丁货币同盟的诞生，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均
采用以法国货币体系为基础的金银复本位制。
自1866年8月1日开始，除意大利外，各国的基本货币都称为法郎，以法国的货币体系为基础，主币的
含金量都定为0.29克黄金或者4.5克白银，可以在各国间等值流通。
主币为面值100、50、20、10、5法郎的金币，同时发行5、2、1法郎和50、20分的银币。
　　1866年，罗马教皇国加入拉丁货币同盟。
1868年，西班牙和希腊加入。
甚至在普法战争之后，都有国家陆续加入。
拉丁货币同盟成为19世纪的欧盟，而法郎则成了19世纪的欧元。
统一货币给拉丁货币同盟的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通、金融往来和商业、旅游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法国则扩大了自己的金融主导权，因为欧洲各国都想把自己的货币与这种稳定的货币挂钩，以稳定币
值。
这对英国的金本位制与英镑霸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不仅如此，到了1867年，拿破仑三世雄心不已，为了扩大法郎影响力的范围，扩张法国的金融势
力，他再次以拉丁货币同盟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全球货币会议。
拿破仑三世的本意是要建立以法郎与法兰西银行为核心的单一全球货币体系，彻底夺取英国人的金融
领导权。
这是在严重挑战英国人的底线。
　　英国人自然不会甘心，而此时的美国人也想分得一杯羹。
英美各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美国人提出，美国要求法国发行面值25法郎的铸币，与美国5美元的鹰徽铸币、英国英镑无须任何货币
兑换的中介就能完全等值地流通。
全球采用这三种货币作为其他国家所有货币的基础。
如果采用美国人的意见，法国现有的流通货币就必须进行重铸，将会耗费巨额的重铸成本，而拿破仑
三世打造以法郎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于是，法国委婉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建议
。
　　英国代表内维尔&middot;威尔逊则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他说：&ldquo;现行的货币体系无论是对
批发贸易还是对零售贸易都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反映了人们的日常交易习惯。
只要公众还未决定赞成改革当前的货币体系，只要新的货币体系还未能无可争辩地表明自己有足够的
优势，证明放弃现行的体系是有道理的，那么英国政府就不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首先采取行动改革
以便于欧洲大陆国家保持一致&hellip;&hellip;（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能对任何可能约束本国政府的问题
进行表决或发表任何误导人们相信大不列颠将接受1865年（拉丁货币同盟）公约的意见。
&rdquo;　　英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带头搅局，各国代表害怕得罪英国人，于是纷纷附和，表示参加会
议只是为了倾听其他国家的意见，无法代表政府作出选择，只有在回国向本国政府汇报之后才能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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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会议达成的唯一共同意见不过是，最终决定下一次会议延迟到1868年2月15日。
当时只有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挪威和瑞士表示反对，他们希望在1867年12月15日召开。
　　由于英国的阻挠，第二次会议却因战争的原因再未召开过。
但法国人舍得一身剐，敢将皇帝拉下马，依然我行我素地继续按照本国的意愿维持拉丁货币同盟，与
英国对抗。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法国实力逐渐变得越来越雄厚。
拿破仑三世十分希望通过战争一扫1815年失败的阴霾重新称霸欧洲。
就连他的妻子欧仁妮王后都曾直言不讳地说过：&ldquo;不发动战争，我们的儿子怎么当皇帝？
&rdquo;在他执政期间，法国疯狂地进行对外殖民扩张，法兰西刺刀的寒光扫过了中国、东南亚、西非
和太平洋地区。
在欧洲，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向俄国宣战，引起克里米亚战争，成功打败俄国，好处尽归英国却从此
得罪了俄国人。
随后，法国击败奥地利并取而代之成为维护欧洲天主教权威的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还控制了卢森
堡和德国南部的4个邦国。
　　但当时法国的实力不仅尚与英国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还正在被后来者赶超。
普鲁士在威廉一世国王与&ldquo;铁血首相&rdquo;俾斯麦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其实力与法国已相差无
几。
拿破仑三世并非昏庸之君，他心中清楚法国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强大，他曾这样说过，&ldquo;德
意志不该统一，应分成三个部分，南北德国应该对立起来。
这样法国才可以从中渔利。
只有俾斯麦尊重现状，我才能保证和平；如果他把南德意志诸邦拉入北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
自动发射&rdquo;。
北德意志联邦是德国的前身，实际上不过是普鲁士吞并其他德意志邦国的一个借口。
其实，普鲁士的崛起早已引起法国朝野上下的惊恐。
1866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后，当时的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反对者、被马克思称为&ldquo;矮子&rdquo;的
梯也尔也曾说过：&ldquo;奥地利的失败意味着法国400年来遭到的最大灾难。
从此，失去一张阻止德国统一的王牌！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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