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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历史(国内首部货币秘史)》由清秋子所著，《货币历史(国内首
部货币秘史)》细说中国古代关于金融的智慧，纵论货币的诞生、成长、演 变的趣味历史，从夏商周
一直讲到晚清，给读者展开了一幅令人惊异的金
融史画卷，堪称打通金融、历史两个领域的一部奇书。
 知古而鉴今。
一卷读完，既可益智，又可怡情。
您可以从书中了解到
中国古代货币的来龙去脉，可以知道中国古代金融的隐秘历史，从中吸取 经验，学到常识，获得职场
拼搏的智慧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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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清秋子，祖籍江苏宜兴，早年曾下乡插队八年，现居海南，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名多栖作家，一手创作“底层文学”，一手书写历史长卷，代表作：《明朝出了个张居正》、《魏
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的政治搏弈》、《深圳，你让我泪流满面》、《
我是北京地老鼠》（曾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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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子：你一定要懂得钱
第一篇
中国最古老的钱
“金融”俩字不简单
农贸市场催生了钱
贝壳钱通行了一千年
没钱能叫朋友吗？

海贝再多也不够
青铜时代谁知道
第二篇
“黄金时代”源于楚国
经济“冬天”你怕了吗？

钱从一开始就是“老大”
楚人造钱有一套
“黄金时代”英雄辈出
秦始皇究竟是谁的代表？

第三篇
铜钱就是“孔方兄"
伟人一刀砍“外汇”
古代中国的第一次债券
借钱给人不要利息？

孔子只是一个小角色
古代金融界的一杆大旗
第四篇
“国家货币"创始人
商人为何不体面？

汉初谁都可以造钱
汉武帝怒判“自由铸币”死刑
中国最早的私人银行家
古人如何解决“三农”？

第五篇
王莽的货币幻术
一个被人彻底遗忘的王朝
人类史上最复杂的币制
世界上第一个征收所得税的人
第六篇
钱也有一部“三国演义"
如此“五铢”太古怪
魏国的钱最“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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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扶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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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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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漫的晋朝连钱都懒得铸
银子在晋朝开始吃香
钱小得像鹅眼睛
铜钱化作“菩萨身”
最牛的钱在北朝
古代的和尚是金融工作者
第八篇
大唐“元宝"究竟是何物
隋末纸壳也当钱
葱岭之下的神秘古国
华人本是经商天才
百姓不知“开元通宝”如何念
货币改革饿死了人
钱界中的华南虎——“得壹钱”
第九篇
唐朝皇帝为何禁止百姓存钱
中唐用钱铸夜壶
泥巴钱也可以买东西
鸡鱼鸭鹅做“货币”
五代货币的新玩法
李后主的钱币艺术
第十篇
唐代官场怎么搞钱
赈济贫民是“父救子”
“捉钱”专业户
唐朝法律不许黄世仁抢白毛女
谁的钱币在飞？

古代的金融理论家
第十一篇
宋徽宗的钱币书法
给我一个聚宝盆
好心皇帝的坏国策
宋钱是一场书法盛宴
到了宋朝要减肥
宋朝实行“货币特区”
第十二篇
纸币的诞生
人类史上第一张纸币
纸币一印就上瘾
纸币如何变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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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钱的就是不一样
宋朝的“大户室”
大宋“亲戚”何其多
第十三篇
元朝官员最腐败
真理实在太简单
元朝为何招人烦？

一摇摇到“银锭桥”
朱元璋与“货币战争”
道德滑坡自元朝始
第十四篇
明朝金融那些事儿
要做大蒜、生姜那样的人
明朝的“现代化”商业格局
大明朝玩不转小纸币
世上唯有银子好
盗亦无道
明朝的惠民政策
明朝的金融业“大忽悠”
第十五篇
清朝“大洋"很流行
没有理性何来幸福？

清朝运气不太好
清人用银元与国际接轨
铜钱走向穷途末路
大清的“送终钱”
三起三落的大清纸币
第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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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五花八门的金融机构
三次金融风潮预示末日将临
外商银行把大清玩得团团转
中国人办了自己的银行
最后再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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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有一个词汇，人们经常用，而现在不大用了，那就是“卖命”。
    其实这个词挺科学的。
你想呀，一个人，如果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工作的话，有效劳动年限，正好是30年，就等于说，你是把
你最有创造力的生命，分30年一点一点给卖出去了。
    卖给你的老板，卖给你的公司或单位。
    爹妈给你一条生命，不容易。
古人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们人，更应该珍惜生命。
所以，兄弟姐妹们，一定要把这30年卖出个⋯⋯呵呵，不说太直白了吧！
就是说，人的生命也要“效益最大化”。
    在将来的同学会上，起码得让当初一眼都不瞟你的“班花”或“班草”，对你刮目相看。
    那么，凭什么让人家对你注目？
    是你的腰包，你的财富，你的成功程度，归根到底还是你有了个聪明的脑袋瓜。
    把古人的现成智慧装进自己脑子里，付出的成本只是一点业余时间，收益是从此心明眼亮，能看清
金融这东西里的种种猫儿腻，这不是很划算的吗？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谈谈古代的金融业是啥样。
    首先得搞清“金融”是什么意思，“金融”两个字都搞不明白，还玩什么钱？
    “金融”一词，不是咱们老祖宗的发明，是近代我们从外国借鉴来的。
就像“革命”、“社会”、“干部”、“经济”这些词，有的虽然古代中国就有，但现代意义上的用
法还是借鉴人家的。
    金融是什么，就是钱和关于钱的业务，这是个行当，是个专业。
其中的“金”字，比较好理解了，世界各民族都在很长的历史里把贵金属作为货币，所以“金”就是
钱，赚钱就叫“揽金”。
    可是“融”呢？
这是个啥意思？
    这是指“资金融通”，也就是货币信贷，比如——借钱、还钱、抵押、放贷，以及现在很流行的股
票、债券、基金买卖。
    中国古代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类经济活动，所以古代也有金融业。
而且放贷、借贷现在我们一般都说的是钱，可是古代的时候，借贷关系涉及的不光是钱，还有粮食。
粮食也能借贷，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门特殊金融业。
    就像前几十年，“粮票”也能顶钱用，拿来换鸡蛋。
再早，1949年以后有一阵儿，政府公务员的工资还是发小米呢。
    有意恩吧？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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