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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跋　　传统中国人大多胸怀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宏大而又细腻的家国情怀。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民族、社会、家庭和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每个浸染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都会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像&ldquo;尽道隋亡
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rdquo;或是&ldquo;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rdquo;。
五千年来，这种强大的族群意识一直支撑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当代世界，西风压倒东风，西方文明的强势使中华传统文化日趋衰弱。
家国情怀的语境在当代中国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则是西方文明的民族观、国家观与价值观。
但家国情怀的积淀却仍然深深地印刻在许多国人心中，一旦触碰心底便会自然流露，&ldquo;恰同学少
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rdquo;。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留下百年创伤。
直至今日，还有一些人的脊梁骨都是断的。
心理学有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概念，当施暴者对被虐者施以酷刑之后，被虐者反而对施暴者抱有
极度崇拜、喜爱之情。
当代中国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那些发明出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ldquo;历史真相&rdquo;的&ldquo;
良心&rdquo;历史学家。
他们有为鸦片战争叫好者，有为汪精卫翻案者，有鼓吹中国再做300年殖民地者。
真是怪胎不断，奇谈不绝！
　　他们早已忘记上海、香港那些古旧的西洋建筑下埋葬的是国人的累累白骨与恶臭的鸦片。
通过阅读本书就知道，当年中国最为强大的汇丰银行之股东除一家轮船公司外，全是鸦片贩子。
上海房产大亨沙逊洋行，建造了上海大部分有名的西洋建筑。
最近鼓噪一时的沙逊洋行在1871年之后便代替怡和洋行垄断中国鸦片贸易，拥有并控制了全国70%的
鸦片。
近代史上的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还要罪恶万分。
在奴隶贸易中，奴隶得到了主人的保护。
因此，他们的肉体没有被摧残，他们的品格与思想没有被败坏。
而鸦片却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品格，败坏了中国人的思想。
　　不仅不了解或有意不了解历史，他们也对当代国际政治与金融的实际状况视而不见。
小布什攻打伊拉克，明明是为了加紧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防止欧盟对其美元霸权的取而代之，他
们偏偏辩护说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
美国人驻军阿富汗，暗地里援助中国新疆、西藏的独立分子，破坏中国的主权与稳定，可在他们看来
，那是要将少数民族从汉族&ldquo;魔爪&rdquo;中解放出来。
美国人将转基因作物撒播全世界，在印度，农民破产自杀；在南美，农民苦苦挣扎。
可是在他们看来，却是美国人在传播科学圣经，愚昧的劣等人在对抗进步！
　　争做奴颜婢膝的奴才是一种病态，妄图挟洋自重坐稳高等华人的位子也是一种病态。
面对其他科技与文化先进的国家与民族，他们早已丧失了自信心与发愤图强的精神。
他们常以鲁迅传人自居。
可鲁迅对国人的批判饱含着爱，对闰土的爱，对祥林嫂的爱，甚至是对食人血馒头者的爱，而他们却
是在发泄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
　　他们总是鼓吹，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国家与民族是一种虚构的集合体。
那么，为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俄罗斯男人都成了短命鬼，连普京都斥责道：&ldquo;今天，我们
国家的男性公民中有一半人活不到60岁，这简直就是耻辱！
&rdquo;而上千万的俄罗斯、东欧女性被迫成为失足女？
为何中国女人爱外嫁美日韩？
为何越南女人爱嫁中国人？
为何中国辛勤劳作的农民，生活状况还不如西欧一个游手好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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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阳刚之类脱颖而出的人物毕竟是极少数，不可能让每一个农民工都去做艺人。
实际上，这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背后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强大或虚弱的国家与民族。
　　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国家与民族能否强大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金融，但不是那种披着科学外衣却
夹带意识形态私货的金融谎言。
利益就是纽带，真实就是力量，谎言在充满利益纠葛的历史真相面前不堪一击。
愿读者能从历史的事实中不仅能汲取有益的知识，还能提升精神的力量，也不枉这购书的寥寥数十元
。
（原文发表于2010年12月16日《科学时报》）　　余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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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两次世界大战说起，揭开美国在一战积极贷款，二战金融支持墨索里尼、希特勒与日本政
府的往事。
接下来讲了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朝鲜战争、美元与黄金脱钩、控制产油国、掠夺俄罗斯等手段
，逐步建立美元霸权的大历史。
最后讲了日本金融战败、金融衍生品博弈、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欧债危机等美国在
全球发动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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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意在瓦解大英帝国的经济霸权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宣告大英帝国霸权与
英镑为王时代的结束。
新崛起的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
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随行人员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家，分别有：首席金融顾
问保罗&middot;华伯格、杰克&middot;摩根、摩根财团掌舵人莱蒙特、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克、
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的国务卿约翰&middot;杜勒斯和他的兄弟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middot;杜
勒斯。
德国的谈判代表则是保罗在德国的兄弟。
巴黎和会变成了美国金融家的盛会。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与英镑霸权却消弭在&ldquo;一战&rdquo;的炮火
声中。
英国政府在&ldquo;一战&rdquo;期间向美国政府借入的8.5亿英镑，按照3.3%的优惠利率计算，到1933
年为止，英国每年需支付给美国约3500万英镑，以后每年的支付额增至近4000万英镑，直至遥远
的1984年，债务关系才会得到全面解除。
这项庞大的支出相当于整个英国海军2/3的军费开支，或相当于英国在教育领域的全部支出，或相当于
英国战前的负债总额。
如果没有这笔支出，大英帝国可以彻底铲平英国领土上的全部贫民窟，改建成舒适的公寓。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军事工业的停滞和居民购买力的下降，英国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直线下挫
了49%，其中支柱类产业如煤产量下降了29%，生铁产量下降了67%，钢产量下降了59%，造船吨位下
降了68%，棉花消费量下降了43%。
　　美国要求其盟国尤其是要求英国，连本带息清偿战时为购买美国军火与各种战略物资而向美国政
府借的援助款项。
在&ldquo;一战&rdquo;之前，提供给盟国的援助一般都视作战争投入的成本，战时的盟国从未被要求
清偿战争援助费用。
在战时，美国政府曾经暗示欧洲各盟国无须考虑还款问题，放开手脚地借钱即可，可现在却违背了这
个承诺。
　　在巴黎和会期间，英国要求取消协约国之间所有的战争债务。
当时英国虽然欠了美国的钱，但欧洲大陆国家都欠英国的钱，英国的净负债其实为零。
英国宣称，只要美国取消英国战争债务，它就将其他国家欠它的债一笔勾销。
美国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利用债务变本加厉地压制英国。
美国提供英国贷款的利息率，结果英国的利息负担相当于法国的2倍、意大利的8倍。
　　英国并不甘心于世界霸权的丧失。
它既要防止美国的壮大和英镑霸权的丧失，又要帮助德国巩固地区强国的地位来制衡法国，同时防止
德国成为世界强国。
但是，在美国取消债务的前提下降低德国赔偿的建议，法国人完全不能接受。
对于法国来说，虽然德国失去了殖民地及国外财产，被迫割让了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1/3的煤矿
和3/4的铁矿。
但相对于法国来说，德国可以说是完好无损，它的主要地区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
而法国本土却是&ldquo;一战&rdquo;的主要战场。
法国有价值1340亿法郎的商品和财产在战火中化为乌有，每10个法国人当中就有1个死于战场，每10
个18岁～28岁的年轻人就有3个人死去。
在426.6万伤员中有150万人终身残废。
德国依然保持着对法国的优势。
法国无法赞同英美两国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德国赔偿的建议，而是迫切地希望通过债务枷锁将德国分
裂成无数的小邦而无法保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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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宣称，美国必须同意对德国索取巨额赔款，它们才能如数偿还美国债务。
但美国拒不承认盟国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任何先后关系。
结果，英国不得不向法、德催债来偿还美国债务。
法国只有压榨德国，甚至在1921年派兵占领德国莱茵河以西的工业区，掠夺德国实物产品作为战争赔
偿。
有趣的是，英美两国却发表声明转而支持战时敌国德国，表示无法容忍战时盟国法国赤裸裸的&ldquo;
侵略&rdquo;行为。
　　其实，当时除英国外，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系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体，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德国
经济的繁荣与德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德国为欧洲各国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些邻国又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德国进口急需的设备与
技术。
如果德国完全倒退成一个三流的落后国家，欧洲的经济体系迟早也要崩溃，最终将间接影响英美甚至
世界各国。
　　要化解各国间的沉重的网状债务关系，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欧洲列强就必须让德国出口商品换取外汇作为赔款基金，美国就必须要从欧洲各国进口大量商品
，从而美国不得不演变为一个贸易赤字国。
可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提高关税，这使欧洲各国通过出口清偿战争债务的可能性变成
泡影。
　　美国所施加的债务负担，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倾尽国库所有，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
这还剥夺了它们的产业所需的信贷，限制了它们的出口潜力。
美国实际上是要削弱欧洲各国的实力，尤其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大英帝国的实力，从而夺取世界经济霸
权，将英镑这个世界货币赶下历史舞台。
　　1924年美国主导的&ldquo;道威斯计划&rdquo;新鲜出炉了。
与对战时盟友的态度完全相反，美国转而保护起德国的利益。
其实美国拒绝签署极度压榨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时就已表明了态度，到了1921年和德国单方面签署
《柏林条约》恢复两国关系时，就更加明显了。
美国要求欧洲列强缩减德国战争赔款，但是自己却不缩减战争盟国的债务。
最终，美国主导的&ldquo;道威斯计划&rdquo;不仅大幅削减了德国的战争赔款，还将其赔款锁定，不
会因世界信用的紧缩与物价的下跌而支付更多的实物。
到了1929～1930年的&ldquo;杨格计划&rdquo;出台后，德国事实上停止了赔款的支付。
扶持德国遏制英法成为美国人现实的选择。
美国拒绝给予英国同等的待遇，这样只要世界物价水平下降，英国就要偿还美国更多的实物。
 &ldquo;道威斯计划&rdquo;实施后，美国私人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美国政府成为全世界的最后贷
款人。
1924～1929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及投资326亿马克，其中美国资本占70%。
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战争赔款约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得到的贷款约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
国提供的是22.5亿美元。
同时，美国收回战争债务20亿美元。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收支循环流动。
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德国国家银行用这些美元向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偿还战争赔款，法国再用来偿
还欠英国的战时贷款，英国和其他欧洲战胜国又向美国政府支付了这笔资金，清偿它们的战争债务，
最终又流回美国。
而欧洲的债务偿付进一步地提高了美国的信贷基础，使美国私人投资者获得更多的资本借给德国，从
而形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依赖于美国政府的资金循环网络。
　　在这样的态势下，英国人寄希望于维持国际金本位制来维持英镑霸权，守卫自己那濒临崩溃的金
融主导权。
当时美国的私人金融家都成长于大英帝国巅峰时期，他们倾心于英国的国际金本位制，心甘情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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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挽救英镑。
摩根财团就提供给英国大量援助。
但金本位依赖于英国私人资本的对外输出，同时纸币能够自由兑换黄金，而战后私人金融家的作用已
经被削弱，&ldquo;一战&rdquo;造成的政府之间的债务破坏了战前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黄金体
系。
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已没有足够多的黄金来支持流通的纸币。
战前1英镑可以兑换4.86美元，战后英镑汇率下跌，1英镑只能兑换3.4美元。
英格兰银行采取措施让黄金流入美国，希望美国信用扩张，发生通货膨胀，从而使得英镑汇率上升。
但早在&ldquo;一战&rdquo;开始的1914年，欧洲就有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纸币发行的黄金储
备急剧上涨，信用随之扩张，从1914～1920年，美国工业设备产出提高了205%，耐用消费品提高
了257%，生产过度扩张而消费却无提高，结果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
英国人的伎俩自然不入美联储的法眼。
美联储在黄金储备增加19%的情况反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国债和商业票据，让美国货币供给减少
了8%。
英国迫不得已只好随之开始了通货紧缩的过程。
　　为了英镑的稳定，1925年，在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授意下，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
古&middot;诺曼与纽约联储银行的斯特朗在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
时中央银行的支持下，将英镑的价值稳定在战前的水平。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在议会郑重宣布，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兑换4.86美元恢复金本
位制。
为了支持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摩根财团向英国
财政部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目的是帮助英国政府对付可能发生的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
按购买力平价估算，当时英镑兑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大约是1英镑兑换4.4美元左右，依照战前汇率意
味着英镑汇率至少高估了10%。
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的，如果英镑外汇价格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无论
英国出口何种商品，国外买主的支出将增加10%，而英国收取的收入将减少10%。
　　凯恩斯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中写道：&ldquo;丘吉尔力图维持的金本位英镑虚高
，造成了信用紧缩，而这一现象将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即工商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里，最
终结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获得利益。
而且在财富转移期间，还存在另一个更加剧烈的干扰因素。
假如实行的政策逐渐地提高国家货币的价值，用商品加以衡量时，使之比现有价值高，这就等于告诉
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生产者，在某一时期，他手头的存货和原料的价格将稳步下跌；同时还告诉每一
个用借入资金来开展经营业务的人，在他的债务关系上，他迟早会受到损失。
现代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其陷入停顿状态。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经营者，这时暂时退出经营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个打算支出的人，如果他尽可能
地推迟这种行动，对他是有益的。
精明、务实的人会把他的资产转变为现金，摆脱风险，停止工作活动，赋闲在家，静候其现金价值向
他预期好了的方向稳步提高。
若公众对通货紧缩产生了可能性预测，将会导致相当糟糕的后果；一旦对通货紧缩产生了确定性预期
，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rdquo;　　果然不出凯恩斯所料，英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同时信用紧缩更进一步遏制了国
内投资。
结果，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陷入停滞之中。
丘吉尔面对这种经济形势，再次压缩军费开支，开征进口轮胎税、增加酒税、火柴税、烟草税、赌博
税、载重汽车额外税等12项临时性税收。
苛捐杂税为他提供了300万英镑；他挪用修路基金，又获得1200万英镑；将酿酒商的信贷期限拖后一个
月，他又得到了500万英镑；命令资产所得税必须一次付清，而不是一贯的两次分付，他又提前得到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金融五百年下>>

了1500万英镑。
丘吉尔因其低劣的国家财务治理能力而在英国获得了&ldquo;自罗宾汉时代以来最兴高采烈的征税
者&rdquo;的头衔，结果英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自从英国政府实施金本位措施以来，英国资本输出总额从1919年的134亿美元增加至181亿美元，同期
英国工业生产仍持续着1.4%的增长，但贸易却因英镑的坚挺而继续赤字连连。
　　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为了防止英镑贬值预期导致对英镑的巨大投机压力，大幅度提高伦敦和纽约
两大资本市场之利差，以防止资本从英国外逃，或努力促进资本流入英国，以此支持英镑的高汇价。
但是，英国的高汇率、高利率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经济严重衰退和
通货紧缩。
纽约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低利率使得信贷大为扩张，刺激人们肆意借钱投资或投机，直接催生了华
尔街股市的惊天泡沫，埋下了华尔街股市最终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种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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