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货币简史》

13位ISBN编号：9787508660625

出版时间：2016-5

作者：卡比尔·塞加尔

页数：309

译者：栾力夫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货币简史》

内容概要

大黄蜂采集的花粉，用来交租的那一捧麦子，为地主耕地，与朋友轮流请客吃饭喝酒，婶婶为你做的
那顿家乡美食，生日时收到的琳琅礼物⋯⋯
这些你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事情，其实都是货币。货币的形式和存在超越时空、包罗万象，而它对人
类的影响更是超乎想象。但很少有人想起，货币究竟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地位的
，这一切又是为何。
在《货币简史》中，卡比尔·塞加尔抛开了人们对货币的一般理解，引领读者进行了环球探索，从历
史、经济、文化、宗教、政治、艺术、生物、神经学乃至未来学的全景视角探讨了“货币”这一极为
复杂的话题。每一页都有足以让读者惊奇的有关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故事。
而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简史》以极为新奇有趣的方式去探讨人性的本质和人们内在的思想活动，重
新定义了货币给我们的社会、国家和全人类带来的真正价值、意义、影响与力量。
对任何希望了解货币如何影响这个世界的人，甚至对于任何一个有存款或者信用卡的人来说，这本书
不应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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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比尔·塞加尔（Kabir Sehgal）：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股票部副总裁。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曾担任
总统演讲撰稿人。《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曾获得格莱美奖制作人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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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简史》

精彩短评

1、人赋予货币的价值，即是货币赋予人的价值。
2、角度有点意思。
3、货币来源于物物交换，这是以往的认识。书中提到来自借贷很新颖！从各个角度讲述货币真的很
有启发性。
4、浅显易懂。
5、一般般，消遣。
6、从经济发展角度，讲解了货币的由来。
7、力图通过各种角度解读历史各类货币演变和货币政策的一本书
8、值得一读，排版不错，叙述方式也不错。但，并不是按照 对未来有价值 的角度写的，所以不值得
买。
9、看完对罗马钱币更感兴趣了
10、货币的历史，看着很休闲，但似乎并没有多少干货。
11、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金融、历史、考古、宗教⋯⋯虽是简史但内容却丰
富，作者对货币好奇心造就了这本趣味十足而颇具知识内涵的著作。作者带领我们踏上神奇旅程，潜
入海底、深入古迹，进入人类历史长河，走遍世界各个角落，体悟人心之微妙，感慨历史之复杂，明
白了吗货币为何物？
12、看完觉得乏善可陈。对于有一些经济基础的人来说，这本书并没有特别多有用的信息，让人耳目
一新的内容几乎没有，基本上就是常识的重述。
13、老公特别喜欢的书
14、从神经科学入手讲货币概念的形成和流通，讲硬货币和软货币的分流，以及货币的未来形态。其
实这本书讲到这就够了，后两章讲宗教意义和全球意义上的货币收藏完全可以并到前面去。
15、除了前言独立成篇算是作者自己的内容以外，全书只能说是一本编有目录的读书笔记，处处透着
一股刻意抄袭和随意整理。
16、如果是纪录片，得多放点图呀。
17、货币究竟是什么
18、对任何希望了解货币如何影响这个世界的人，甚至对于任何一个有存款或者信用卡的人来说，这
本书不应错过。
19、好书哦
20、讲了货币的由来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涨姿势了。。
21、主治不明 内容太杂 涉及心理 经济 历史 宗教 广而不精
22、非凡视角。
23、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硬货币，软货币的角度讲货币，还算差强人意，勉强一读，后面的宗
教跟艺术就有些牵强了，废话讲了太多。
24、150310
25、蛮好看的~兴趣点很高~因为不枯燥！好书！会买！嗷嗷~从多角度阐述货币的来源，心理学，大
脑，行为等的关系~但是我个人是不觉得跟哲学有关系的。需要更加强有力的证据才可以说服我⋯⋯
正如之前的读者也是那么说的，我表示同意。最后一个章节没有看。其他的都还是很有意思的说诶，
毕竟是货币交换的起源。好玩！
26、第一部分讲货币概念的起源，挺好，开脑洞；第二部分讲硬货币和纸货币马马虎虎，时间线有点
乱；第三部分讲货币与宗教、艺术，就比较无聊了，没什么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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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简史》

精彩书评

1、提起货币。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吧，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穿住行所用的纸币就是其中的一
种。当然我们还知道黄金，白银这些也曾经当作货币被人们广为使用过，那么货币是如何发展的，货
币与我们的联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这些问题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可能还有很多人估计
都没想过这两个问题。今天在我手上的这本由美国作家卡比尔－塞加尔编写的《货币简史》就是一本
专门针对货币的书。在这本书中作者不是简单的描写货币发展历史，而是在讲述货币发展的同时也探
讨了我们人类的本质和思想活动。例如第一章&quot;那是一片丛林：交换生物学&quot;里面就谈到了
地球的生物起源过程，描述了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继而引出自然界的货币这一概念。我们可能看到
这里的时候会觉得作者可能已经偏离主题了，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通过这样的内容其实已经在某种
程度上对于这本书产生了不一样的阅读兴趣，例如书中谈到的：&quot;：在所有这些共生关系的例子
里，交换的都是能量。可以说，能量就是自然界中的货币&quot;。通过自然界的货币的形象描写我们
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人类生活中货币的作用，其实也是为了满足人类彼此之间日常活动的交换需求。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纸币等软货币能够取代黄金白银等硬货币在市
面上流通，纸币本身的价值只是我们给它的一个用于交换的定义而已。本书的正文部分一共分为三大
部分共计八个章节，内容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形式铺展开的。作者在第一部分&quot;头脑：理念
的根源&quot;用用三个章节的篇幅从生物发展情况以及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
作用。然后再在第二部分&quot;躯干：货币的物质形态&quot;里同样用了三个章节来简要介绍了货币
的发展简史。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白银黄金等硬货币是如何兴起的，又是如何慢慢被纸币等软货币取
代的，这部分还对货币的未来进行了各种可能的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在这里作者主要写的货币发展简史是排除了东方国家的，尤其是货币在古代中国的发展情况是没有提
及的，所以说这是本书的一个不完整的地方。最后一部分&quot;灵魂：价值的象征&quot;里面就特意
对货币的精神层面进行了解读。总体来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了解西方货币发展情况的普及经济读本
，作者在书中的那种类比写作手法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2、货币简史 经济学科普书 卡比尔 塞加尔卡比尔·塞加尔（Kabir Sehgal），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股票部
副总裁。简单的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经历的变迁，还有未来的畅想，是经济方面入门科普的书。我们
之前认为货币是由以物易物的交换演化而来的。比如我有海盐但需要粮食，你有粮食但需要海盐，咱
们一拍即合，做了一次粮食换海盐的交易。通过交换，一些金属比如铁成了货币，慢慢的铜取代了铁
，银取代了铜成为后来我们认知的金属货币。但这个经典理论并没能找到证据，反而另外一个起源的
解释更有说服力，在学术界里也得到支持的，这就是债务起源说。回到刚才的例子，其实一开始我手
上不一定有海盐的，我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个穷光蛋，饿了怎么办？找你“借”粮。然后你说，粮借
没问题，但是你到时要用同等重量的粮食，或者“等价”的其他东西来还债。意思很明白了，先有的
“债务”，再有等价的“货币”产生。货币一开始是硬货币，就是贝壳、铜、银、金等等从自然界获
取的、稀有的，当时人普遍也认可的物品。后来有了政治体，货币就由有公信力的政府发行，一开始
货币含有银，比例高，比方说含90%，一个银元能买一头牛。后来政府银不够了，银元含银比例就得
降低，好吧，50%。对于上一代的银元“良币”来说，第二代的算是“劣币”，但别看是劣币，政府
说照样能买一头牛。底下的民众心里想了，你当我傻啊？行，咱们看谁更流氓，以后我拿到良币就藏
起来，熔了留着用；拿到劣币就拿去买东西。这样良币慢慢的退出市场流通，劣币大行其道。这就是
格雷欣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这个法则也被引申成到市面上烂产品低价顶死高品质贵产品，高品质被
逼退出市场。硬货币发展到后来，人们觉得带着沉甸甸的金属不方便，政府凭着自己信用，出了纸币
，保证纸币等价于硬币。承诺随时可以兑换成等值的硬货币。这些纸币就是软货币。软货币的诞生迅
速起到了积极作用，交易受到极大的刺激，市场上软货币流通的越来越多，经济夸夸夸的往上涨。政
府尝到了甜头，继续发行更多的软货币来支付军事、日常开支。慢慢的，软货币越发越多，超过了金
银的储备的价值，人们开始不能兑换金银了，对软货币失去信心。金银又再次成为交易的主角，软货
币不再使用。金银毕竟存量少，这就反过来压制经济，政府尝到任性的恶果。这里面就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软货币的流通必需要建立在民众的信任上；二软货币的发行一定要受到合理的约束，匹配经济
需要。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的“绿色的美钞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它有价值
”。那为什么不能按照黄金等金属作为软货币的“锚”，来约束软货币发行呢？历史上以金本位为核
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失败，已经能说明道理。中央银行是随着软货币的风险而诞生的，它的主要目的

Page 7



《货币简史》

就是设置利率，也就是货币的价格。要明白这个首先得理清楚货币流通跟利率的关系。当市场上流通
的货币多时，银行能拿到存款的成本就会降低，所以银行降低利率也能吸引存款。这时银行会降利率
。反过来，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少了，银行拿到存款的成本提高，需要更高的利息吸引存款。这时银行
会升利率。所以当中央银行想提高利率时，就会出售部分证券，减少货币供应。想降利率了，就利用
凭空创造的新增货币来国有银行购买国债，银行拿到钱了就会通过发出贷款的形式放到市场上流通。
无论货币怎么变，它都是满足人类欲望的同时带来邪恶的隐患。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体现为价格，
那亲情，爱情，喜悦都可以买到吗？未来货币会怎样？本书设想出有三种可能：1、悲观情况，由于
灾难的出现，如金融危机、毁灭性的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整个世界陷入衰退。2、乐观情况，科学
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整个世界继续前进。3、梦幻情况，在遥远的未来，人类跟机器已经一体
了。想知道具体的情况？哈哈，买书看看吧。
3、金钱，向来都是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有人说金钱是万恶之首，也有人认为获得金钱就等于得到
了幸福，有人认为获得金钱的结果大于过程，也有人坚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人认为金钱带来的享
受无与伦比，也有人坚持精神的信仰高于物质生活的丰厚。想要客观的理解金钱的意义，就需要了解
有关其的全部，金钱的起源，演变和及其在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卡比尔.塞加尔的著作
《货币简史》，就是这样一本帮助我们更好理解金钱，或者从更广义的定义来讲--货币的发展历史。
卡加尔是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股票部副总裁，他对货币的思考起源于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从哲学，经济
学，心理学和历史角度剖析了货币的发展，以及货币的本质。《货币简史》并不是一味陈列货币的发
展史，更重要的，是卡加尔在每一个货币发展阶段对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剖析。1. 货币与人的关系
货币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合作与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从最早的以物易物到设定一个共同价值的“标杆
”，金钱的本质是为人类服务。但同时，人类对货币的态度也在反向塑造着人类本身，有人为之疯狂
，有人视如粪土，产生此类态度和心理差异的并不是货币本身，而是个人赋予货币的价值。你赋予货
币的价值，就是它回馈你的意义。你认为它重要，它就重于泰山，你认为它不值一提，它就轻于鸿毛
。《货币简史》第七章中举了大量的实际案例来对比人类对于货币和灵魂价值的取舍和定义，同时，
卡加尔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体验过地上的财富的局限性，那么他也不太可能意识到放弃地上的财
富的必要性：为了领会解脱的真谛，你需要财富。如果没有体会过多多益善的经济逻辑带来的空虚感
，你永远也不会意识到少就是多的宗教逻辑的可贵”。2. 货币的发展从沉甸甸的铁块到贵重金属，从
口袋里的百元大钞到电子支付。货币的发展史就是人类需求的发展史，从初步的“互换”逐渐上升到
对“便捷”的需求，导致了货币本身形态的变迁和发展。卡加尔首先回顾了硬货币的发展史，各举了
东西方社会的不同阶段来说明各个政府如何保证货币的供需平衡，谁有资格和权利去生产和操纵货币
，以及一种货币的流通条件：1. 人们必须相信它是真正的法定货币，2. 它的数量必须有限。其次，在
软货币的发展史中，卡加尔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串联到比特币的兴起和衰落。同时，他还预测到
，”去货币化“的发展将是货币演变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使用者的信用，影响力等因素也会
影响“无形货币”的本身，我们手中信用卡的透支上限因何而异？为什么微博大V的投诉更容易获得
有效的答复？卡加尔的答案是：“货币是我们自身价值的象征”。3.货币的价值第一层价值：象征意
义。货币的价值可能不是实际上的，比如你钱包中的钞票其实也有可能是一堆废纸。货币之所以能够
流通的前提，即是交换双方达成了普遍对其价值的共识，其价值有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第二层价值：
实际价值。每一张/种/一定重量的货币象征的实际数字。第三层价值：心理价值。人对持有的货币赋
予的价值，比如一张从你心仪偶像那里得到的十块钱，虽然数额上少于一百，但是对你来讲其代表的
心理意义却远大于一百元面值的钞票。除过以上三个板块，卡加尔还在书中运用经济学和心理学原理
简要阐释了“货币心理学”这一概念，为什么会有人宁可不投资也不愿意去冒损失的风险。为什么我
们总是忍不住透支信用卡，即使那代表了更高额的债务。为什么说金钱债务的背后是关系债务。了解
这些现象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运用金钱。你永远也无法运用自己不懂的东西。
4、金钱是什么？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能力的象征，还有人对钱嗤之以鼻，称其为“阿堵物”，
都不愿直呼其名。在我们现代社会，金钱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往大里说，金钱在日夜不停
地流通，正如《金钱永不眠》电影里所描述的一样；往小里说，我们的生活中也在不停地使用金钱，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冰箱、手机等等电器，无时无刻不在消费。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金钱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有了钱，自然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一旦
没有钱，一文钱也能难倒英雄汉。所以，钱对于我们而言，更像是一种魔力，一种驱动力，让所有人
为之疯狂，令人无限向往。因此，有人说：金钱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金钱是从何而来，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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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主导我们的世界？在痛苦地赚钱和痛快地花钱的时候，我们从未想过这个问题。面对问题，总会有
刨根问底的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股票部副总裁卡比尔·塞加尔（Kabir
Sehgal）就是个有心的人，他抛开常人对货币的理解，从历史、经济、神经、政治、宗教、艺术等角
度入手，编著了《货币简史》一书，以新奇的视角和精彩的故事，讲述了货币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我们
人类的重大影响，精彩有趣，观点新颖。金钱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交换。比尔·塞加尔从人类学的角度
来分析这一问题。他指出，交换无处不在，对一切生命体而言都至关重要。最初被交换的是食物，这
是生命体为了存活下来所必需的。随着人类具有了象征性思维的能力，人们开始交换更具耐久性的物
品，之后又开始交换可以充当价值象征的物品——金钱。的确，我们使用金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换取
更多自己需要或想要的产品，包括服务。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难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把自己逼向
绝路。因此，金钱的产生完全符合大自然的规律，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金钱的交换，就必然会产
生债务。比尔·塞加尔认为，货币是一种通行的解决债务问题的工具。的确，在美元纸币上印刷着这
样一句话：“这张纸币可以合法支付任何公共及私人债务。”所以美元也是一种负债，是美联储的债
务。在任何领域，债务都伴随着义务。我特别欣赏比尔·塞加尔书中的一个观点，人情债也是一种经
济形式。对于这种形式，我们大家都是个中老手，脑子里都能记住自己欠谁的，谁又欠自己的。甚至
在解读贪官时更为精辟，贪官们不记得谁给自己送过，只记得谁没送过。换句话说，就是对别人对自
己的负债记忆最为深刻。虽然货币这么“值钱”，但货币本身并不值钱，尤其是软货币，也就是纸钱
。因为货币的价值并不来源于其内在的金属价值。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德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绿
色的美钞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它有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货币由政府发行，靠信用流
通。国家越是强大，政府机构的信用度越高，货币就变得越软。所以，我们更应该期望祖国变得更加
强大，这样我们手中的钱才会更“值钱”。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清楚自己忙忙碌碌的目标到底是什
么？是塑造自己、成就业绩还是追逐那些象征性的“彩纸”？读完《货币简史》，让我感触最深的是
一句话是：当一切事物皆可出卖之时，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买下，也就都可以堕落腐化。的确，如果给
那些曾经视作无价的东西标记上价格，势必将其玷污。比如爱情、友情、亲情，还有廉洁和尊严等等
。钱财乃身外之物，对外在成功的追求，必然会使人变得更忙碌、更缺乏满足感，也更难获得平静，
很容易让人迷失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外在事物带来的欢乐是痛苦的源泉。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淡泊名利
、保持一颗平常心，那么金钱的多寡得失，自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正如宗教领袖们所言：只有
忘掉金钱，我们才能记住自己。
5、说说看完导读的感触，我想起那天和韩老师开的有关包养卖早点大姐的玩笑。我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奇葩想法，恰巧刚看了局外人，那么我们可以把玩笑故事翻转过来：门口大姐手中挥舞的烧饼加
鸡蛋是这个世界的货币，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她和我们就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包养关系，她付出单加或双
加而我们会因这微不足道的包养费每日和她见面并用几张绿色的山水人物画像来取悦她，许三观不是
说么“吃了我的饭，就是我的人”。无论是软货币还是硬货币抑或是账面上的数字货币都和烧饼加鸡
蛋货币一样是我们虚拟货币，只要我们达成共识任何事物都可成为货币。货币是一种信仰，有别于宗
教信仰的是货币信仰是因为别人相信，宗教信仰是自己相信。货币在不断重塑我们的神经回路。希望
这本书像《人类简史》那样颠覆三观！
6、早上出门，看见路旁的树开花了，心里有些悸动，那花儿有些黄，有些圆，像是古代的铜钱。我
心想这大概是传说中的摇钱树，可是转念又不对：在这个人人都用支付宝和网银的年头，厚重又占地
方的铜钱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东西了。现在上面应该挂点毛爷爷才能这么叫了。谈起毛爷爷，就有些伤
感情了。不过，只要优雅地谈论它，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从它被发明的美好动机开始：分享
。在那个古老的年头，大家通常是用以物易物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正好你需要羊毛我需要的小麦
这样的事情（这叫偶合）并不能天天碰上，于是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中介（抽象思维也就此发展）
，比如食盐之类，其他的东西都以它来衡量，这样就大致都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了。而隐藏在其后的，
正是分享的价值，从人类还没有诞生这种活动就已经开始，还记得鳄鱼嘴里的小鸟吗，或者是花儿依
托蜜蜂传播花粉的方式？那么人类的交换呢？从债务开始。老天，你不会真的觉得古时候我要卖头牛
出去就正好能碰到有五大麻袋谷子的人吧，那没有该怎么办呢？先把牛给出去，谷子过两年再还啊。
正是在这种信任关系中，债务体系和最初的交换体系开始建立起来。至于它是如何深远的影响了我们
的生活，你有没有听过“人情债”这个词？甚至说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有国债这个东西（美国的比较
出名）。既然有了要还的债务，当然还有要还的礼物（你不还试试？），如果有人请你吃了饭，你是
不是感觉需要请回去？如果你冒失地接受了别人的礼物，那么接下来，对于他提出的小小要求，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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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太好意思拒绝吧？看，这就是礼物的力量。要说礼物作为一种交往的形式，恐怕发展最细致的
还是日本。看他们打的结就能知道。一般婚礼/葬礼上送礼物打的是那种比较难解开的结，意味着希望
你不会总是收到这样的礼物(想想那些在结婚时祝你年年有今日的朋友吧)。而在毕业或者晋升时，则
会在礼物上弄一个比较容易解开的结，象征着经常会有这样的好事。接下来，才说我们平常认知的货
币的正主的前身：黄金。我们不如叫它硬货币，一是它实实在在很硬，二来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给
人很扎实的感觉（每逢经济危机，大家还是相信这个多过纸币）。有一个词，叫做金本位，正说明了
黄金的地位（当然之前还有白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地位逐渐被取代，因为，有人喜欢软
的⋯⋯这就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说起了，这个体系意图以美元的地位来取代黄金的地位。为什么
呢，一则当时的钱都在贬值（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市场是流畅的货币越多，货币质量就会下降
，那么比较实在的黄金就会推出市场了，这是个恶性循环）要想办法，二则美国也想确立自己的地位
。在当时效果也确实不错，用纸币当然更加方便，生产成本低，想印多少印多少（理论上），还可以
巩固政府的统治。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则纸币能正常发行在于政府的信用（我天朝曾经有过一段
随手都是几十万然而买不了什么的历史），二则对于纸币与黄金的相对价格，似乎没什么科学的计量
方法，起码罗斯福的助手说他们是靠组合幸运数字来确定的⋯⋯不过说起来，其实货币也是现代民主
的一个重要的功臣（对私有财产的确立和保护），但是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硬货币的成本，软货
币的不好控制（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后还是崩了），也就应运而生了电子货币，从比特币开始，更
加安全也更加自由，但是，这些，都是腊鸡。未来将会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方式，比如，卖体验，嗯，
卖体验。比如你有一份奥运冠军的体验，而我有一份出门看花的体验，于是可以相互交换。平实一些
的，其实还有卖时间，现在许多地方已经实现，去给人做个瑜伽教练，以此换取一些蔬菜，园艺或者
其他的服务。这样，大概货币才回归了最根本的价值。是了，这些东西（还有更多）都来自于这本有
趣又端庄的书：《货币简史》嗯，希望你会对这篇文章感兴趣，这是我的微信公众号：shuimoshishu搜
索“诗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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