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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殇》

前言

百年前，同光兴盛、洋务运动将晚清封建王朝推上了资本巅峰。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大清
帝国被彻底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百年前，帝国资本，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无序扩张之中愈渐迷
失了方向；国际资本陷阱重重，蛮横侵入：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生丝泡沫，金融风暴隐忧不绝，轰
然落幕。    百年前，官场商界，豪杰人物风云际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左宗棠、张之
洞、沈葆桢、刘坤一、何璨、盛宣怀、胡雪岩、徐润、唐廷枢、朱其昂、郑观应，纷纷被卷入了晚清
资本漩涡。人物的命运交织着历史的步伐，多少无可奈何的妥协，多少束缚中的抗争，多少举足轻重
的更迭，开始了一场操纵与被操纵的博弈。    关于百年前的大清帝国，多少人欲一探究竟。然，视角
不同，风景各异。独辟蹊径，曲径通幽，却最终豁然开朗。它重现了1872～1911年间的晚清王朝的资
本市场，以生动的笔触对一系列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刻剖析，去解读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萌芽期，国
家(朝廷)、官僚、商人、洋人、民众，各自扮演着的角色。其披露的历史真相令今天的资本市场中人
震惊错愕，原来百年之前的商人及官僚们资本运作的手法，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于是乎，我们
终于窥见晚清中兴究竟是如何走向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怎样走向了北洋海军的失败，在晚清
朝廷遭遇政治、军事、经济彻底崩盘的背后，金融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章     
自2008年始，美国次贷危机恶性膨胀，华尔街投资银行被并购、接管甚至破产，金融风暴在全球迅速
蔓延、恶化，全球股市大跌，继而虚拟经济恶疾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受国际投资市场、美国经济衰
退等原因的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面临太多压力，摇摆不定。股市震荡、楼市高企、物价飞涨、金
价攀升、人民币升值、工资贬值，金融的潘多拉魔盒让市场眼花缭乱，全球的金融危机让我们迷失了
方向，到底是经济的内在体系崩溃还是另有国际阴谋？百年之前的欧洲，为了转嫁危机，就将罪恶的
手通过资本通道伸向了风雨飘摇的晚清。    放眼当下，谁能保证，中国在复兴崛起之路上，不会遭遇
一个看不见硝烟的资本战场？谁能保证，西方强国为了解己之困，不会在经济领域联手使诈，以金融
战争攻击中国这艘已经起航的经济航母，令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航向和航程，如同百年之前的“金融之
殇”？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经济会被美国经济拖垮吗？面对这一场金融大海啸，我们正准备实现的
“大国崛起”的梦想是否会戛然而止？    《帝国之殇》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今昔会否惊人的相像。
中国官僚和资本家、股份制改革、内幕交易、金融骗局、国家诚信缺失等等，带领我们找到了当今中
国资本市场的成长基因，让我们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与广度中审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诡云谲。
读罢全书，你会发现，大清帝国所交的学费和金融沧桑正是今日之鉴。    本书作者李德林，是一位颇
具才华而又勤奋努力的青年专业型作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名新生代作家，文笔犀利，视角独特，
写作风格大胆务实且注重专业题材，曾经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和作品，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
载。此次《帝国之殇》的问世让我们又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青年作家的不同侧面，他的作品让我
们更加充分地了解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也让我们认识到历史在发展的进程中往往有许多惊人
的相似之处，对业内人士更好地运作资本市场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    忘记历
史，就意味着背叛。了解、学习、研究——或者说是重读——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以史为鉴、温
故知新、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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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殇》

内容概要

当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西安新政、预备立宪等重大历史事件撞击晚清脆弱的政治神经时，轮船招商
局跨国并购、上海地产股市泡沫、国际橡胶风波黑幕等经济与金融风暴，彻底摧毁了蹒跚前行的大清
王朝。资本决定国家命运！什么样的政治改革都无法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庞大的大清帝国轰然
倒塌在资本的圈套中，空留无尽伤痛、无尽遗恨⋯⋯
全书从经济、金融视角讲述晚清最后三十年的历史，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晚清。集中描述了在
英法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阴谋、大清政商界的权谋利益倾轧及众多大清子民的盲目无知交织
中，风雨飘摇的晚清的兴衰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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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殇》

作者简介

李德林，著名财经作家，《证券市场周刊》编委，多家网站专栏作者，“《南方周末》致敬2008年度
经济报道”“影响中国华语传媒盛典年度经济报道”“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最具影响力财经传媒人”
等奖项获得者。2004年出版的《德隆内幕》被评为“2004年度最受中国企业家欢迎的十本商业图书”
。另著有《阴谋》《阴谋2》《天下第一庄》《迷影豪庄》《高危渗透》《黄光裕真相》《高盛阴谋
》《我所知道的国美真相》《暗战1840》等多部作品。2010年著有财经热点大书《高盛阴谋》，3个月
畅销10万册，高居卓越亚马逊经济类畅销榜第一名。美联社、福布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纷纷惊
呼：“中国畅销书扇了高盛一耳光！”
哪里有大事发生，哪里就有李德林！敢说，敢写，不畏惧恐吓追杀，拼死追求真相就是李德林的风格
！2003年，德隆事件令人发指，他写了；2008年，黄光裕事件震撼全国，他又写了！看完《高盛阴谋
》后，请看《高盛在中国》，告诉你高盛不可不说的惊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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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殇》

书籍目录

推荐序
序 黄昏的资本幽灵
第一章 绝命招商局
帝国首辅重臣李鸿章向皇帝献策发行股票、募集资本，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招商局是帝国的拯救者还是
覆灭的掘墓人？几度疯狂，几度悲伤，资本如同玄妙的魔盒，成为工业的助推器，也成为了帝国政客
操持权柄的工具，将大清王朝推向了颤抖的巅峰，也一步步带入了鬼魅摇曳的墓场。
1872资本封喉
招股幕后博弈
鲸吞洋船大鳄
致命的多元化
第二章 滴血的股票
帝国工业一片朝阳普照，在洋鬼子媒体舆论、流通市场股价的双重操纵下，钱庄倒闭、地产崩盘、股
票暴跌，一场飓风般的金融危机席卷全国。嗜权的慈禧太后力挽狂澜推行激荡的改革开放，资本在封
建的肌体里变异成为一剂政治博弈的毒药，将帝国覆灭的悲剧推向了高潮。
1883金融风暴
帝王资本迷途
疯狂的状元公
改革大师慈禧
第三章 王朝颠覆者
列强间谍密布九州，图谋瓜分帝国重工业资源。一场日本人精心策划的银行挤兑风波将大清帝国逼上
了绝路，英国人再次上演了一场股市骗局，资本成为帝国救亡的毒药，跨国黑幕揭开之后，帝国的金
融危机彻底将爱新觉罗王朝推向了覆没的深渊。
龙旗下的劫难
帝国汉阳谍战
狂乱的年轻人
王朝的颠覆者
附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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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殇》

章节摘录

此言一出，朝臣们的目光立刻都齐刷刷地盯住了李鸿章，纷纷摇头不解，宋晋也很惊讶地看着李鸿章
，很显然这在他的意料之外。同治皇帝也开始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    在帘子后面的慈禧太后一看朝
堂上炸开了锅，也是眉头紧锁。    宋晋不仅曾经是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留守护城的功臣，还在辛酉政变
过程之中潜伏在慈禧太后的对手里面，成为慈禧太后夺取中央大权的忠诚内应，慈禧太后的军功章里
，宋晋居功至伟。但慈禧太后也拿这个宋晋头大，辛酉政变之后，宋晋擢升工部侍郎，穷苦出生的宋
晋是十年寒窗的八股文人，对浪费是看不惯的，别说马尾船厂耗费了几百万两银子，就是先皇咸丰的
陵寝，这穷文人都说太浪费了。现在宋晋已经是内阁大学士了，大清王朝在平定太平军匪患之后，满
洲八旗日渐衰落，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帮再造社稷的大功臣成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慈禧太后一方面要提防老情人奕诉，一方面又要钳制这些汉人的权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汉人遏制汉
人，政变大功臣宋晋正好是钳制李鸿章的理想人选。    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局确实耗费了朝廷不少银
子，慈禧太后又通过安插在曾国藩与李鸿章府上的密探掌握了重要情况。李鸿章跟曾国藩通过书信商
议民办商船货运的事情，李鸿章的机要秘书盛宣怀，就是那个久考不中的落魄秀才已经进入筹划阶段
，一旦李鸿章跟曾国藩创办商运轮船，那又将是洋务派向朝廷索要银子的一个绝好机会，现在将马尾
船厂跟江南制造局给关了，洋务派也就不会再要银子，他们也就不会整天在朝堂上或者背地里相互攻
讦。    现在，宋晋将一颗地雷扔到朝堂上，总得有个说法，否则皇权威信何在？慈禧脑子里也有点没
有转过来，以李鸿章的脾气秉性看，怎么可能在宋晋面前一败涂地呢？两人根本还没有交手，难道这
个李合肥背后又有什么鬼把戏？还有那个远在西北的左宗棠，虽然现在没管着马尾船厂，当初看到李
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那可是拍着胸脯，从商人胡雪岩那里拆借银子创办的。为了能将马尾船厂成
功地办下去，左宗棠这个老狐狸三请丁忧的沈葆桢出任福州船政大臣，主抓马尾船厂的工作，可见其
有多么上心。一直以来，左宗棠对马尾船厂也从未彻底放弃过。这家伙现在西北握有重兵，可恶的沙
俄人扶植了傀儡阿古柏进军我西北门户、帝都咽喉新疆，得罪不得。慈禧太后仔细权衡，一旦两个船
厂都关门了，老情人领衔的洋务派可就要翻天了，他们的中坚力量都是像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
沈葆桢等地方总督、巡抚一类的高级官员，一旦奕{斤煽动这些人合起来对付她们孤儿寡母，自己就得
不偿失。思虑再三，慈禧太后命人将宋晋的折子先收走了，让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好好商量之后再议
。    李鸿章的秘书盛宣怀听到了宋晋在朝堂上语惊四座的上奏，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李鸿章的书房。    
“中堂大人，前段时间你让我清理江南制造局旗下的公司，现在问题基本都解决了，现在就因为宋晋
那个顽固老头儿的几句话，你就真的同意将江南制造局给关了？”盛宣怀有点激动，两手一摊，痛心
疾首地陈诉道，“中堂大人，江南制造局可是洋务派的样板企业，如果关闭了江南制造局，就意味着
对洋务派的否定，进一步也是对你提出的海防国防策略的否定呀。”    李鸿章放下手上的书卷，一脸
的轻松：“杏荪呀，我知道这段时间你辛苦了，你放心吧，江南制造局是关不了的。”    盛宣怀突然
搞不明白李鸿章这个人了，自己跟随李鸿章也有些时日了，大人今天说话怎么有点颠三倒四的呢？  
．“中堂大人，你不是在朝堂上跟宋晋站在一边，同意将江南制造局关了吗？”盛宣怀忍不住追问到
。    李鸿章呵呵一笑：“我说杏荪啊，看来你还是年轻呀，江南制造局可以说是我跟恩师曾国藩的洋
务实验田，也是我提出海防国策的后勤保障基地。你想过没有，这个江南制造局这些年给我带来多大
的压力，筹钱都愁白了我的头发，这么大的企业，没有银子，我恼火呀。”    盛宣怀听着听着眼前一
亮，脸上慢慢地露出了微笑。李鸿章五十多岁成为核心领导人，智慧非常人所及。江南制造局的规模
小于马尾船厂，如果说资金压力大，那么李鸿章的压力绝对没有左宗棠的压力大，如果说李鸿章割不
下江南制造局这块心头肉，左宗棠更是割舍不下，宋晋的第一目标是马尾船厂。李鸿章太了解左宗棠
的脾气了，这一次李鸿章同意关闭船厂，左宗棠肯定要跳出来反对。宋晋这一次明面上是财政不济，
无力造船，一旦船厂关闭，左宗棠靠钱庄拆借银子维持运转的兰州制造局关门只是时间问题。看来李
鸿章今天在朝堂上就是要让左宗棠物极必反，盛宣怀向李鸿章深深地鞠了一躬，退出书房。    李鸿章
陷入了沉思，今天朝堂上慈禧太后收走了宋晋的折子，还让大臣们好好商量商量，这种不支持也不反
对的举动让李鸿章有些无奈。这就是统治者的御臣术，只可惜现在大清王朝已经中落，应该学习邻居
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经济制度上的变革，才能真正让大清王朝强盛起来。这一点通过一次又一次
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慈禧太后应该比宋晋那样顽固不化的老家伙更清楚大清王朝的形势。都到这个
时候了，慈禧还在想着让宋晋这样的人来钳制洋务派，用政治手段钳制经济制度的变革，进一步达到
钳制其政治膨胀的目的。这一切都注定洋务运动只能是一场变态的制度变革，扭曲而悲壮。    在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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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殇》

章的心里，江南制造局是万万不能关闭的。想当初李鸿章奉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命令，率领6500名刚刚
招募来的淮军子弟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与洋人联合围剿太平军。一直跟随曾国藩的李鸿章那一次可
是开了眼界，当看到洋兵洋器，对其精利的武器，整齐的阵容，李鸿章是满脸惊奇，即使有千个帝国
王爷武士僧格林沁，面对这样的尖锐火器，也只能是板上鱼肉，充当炮灰的下场，可想而知，帝国这
么多年受人欺负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一次洋枪队的刺激让李鸿章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尸体横飞的太平军
叛军，同样在这十年中，洋人老毛子也用这些火器与船只将帝国的子民打得血肉模糊。同治三年春，
李鸿章在写给总理衙门大臣、领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沂的信函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若
学习外国之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其人。”1865年，李鸿章与
恩师曾国藩在上海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李鸿章望着书房外纷飞的雪花，宋晋这个老东西仗着当
年守卫京城外城的功劳，以及辛酉政变中成为慈禧太后的功臣，就盯着马尾船厂资金问题而对洋务的
旗帜性企业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居然还说两次鸦片战争结束了，没有战争的大清王朝没有必要自己造
轮船。    这个宋晋简直是太天真了。洋鬼子是铁了心要从我大清王朝榨银子，一次鸦片战争打完了，
强迫大清帝国签订了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的不平等条约，将大清帝国白花花的银子给搬走了。大把
的银子没有满足那些红鼻子蓝眼睛的家伙，还要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杀了那么多大清子民，几个
义愤填膺的文人忍不住挽起袖子举刀剁了几个嚣张的英国老鬼，英法联军就长驱直入，先帝咸丰一路
惊吓跑到了承德。正是那些在帝国眼中让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洋鬼子，他们用一把疯狂的大火，
使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转瞬变成了废墟，隆隆的黑烟让整个紫禁城在哭泣。宋晋看来是早已把那段触目
惊心的日子抛诸脑后了，想到此，李鸿章决定跟恩师曾国藩商量一下对策。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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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殇》

编辑推荐

国内首部从经济、金融视角解密晚清覆灭的财经小说。    晚清三十年之沉浮博弈，呈现最鲜活最具说
服力的改革镜鉴！    教科书告诉我们，那一段历史是满洲八旗的腐朽无能，辛亥革命的辉煌，北洋政
府的操蛋。    晚清历史，只有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只有慈禧、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
？    企业兼并、股市崩盘、地产泡沫、内幕交易、银行挤兑、跨国黑幕，这一切早就曾上演！    李德
林创作的《帝国之殇(晚清三十年金融战争)》从经济、金融视角讲述晚清最后三十年的历史，为我们
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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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历史是否会重演，只有亲身体验，一介草民，奈何！
2、胡佛居然还在中国干过⋯胡雪岩破产除了囤积生丝居然还和上海滩地产开发有关 八幡制铁居然也
会有买错设备炼不出铁这种张之洞同款错误
3、小说一本。作者写网络小说的
4、看不下去了。这一嘴的什么话。半文不白，各种称呼一阵瞎用，强烈的民族主义而缺乏理性的分
析，没有对历史事实进行过仔细研究。完全在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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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从经济、金融视角讲述晚清最后三十年的历史，为其所持观点——“资本决定国家命运”作
注解。集中描述了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西安新政、预备立宪等大的政治环境与形势之下，轮船招
商局的创办与发展始末，上海地产股价、生丝泡沫的起伏跌宕，光绪与慈禧为偿还《马关条约》赔款
发行昭信股票引发的“全国性卖官鬻爵运动”，开平煤矿的艰难兴起与美德阴谋巧取豪夺，大冶铁厂
被日德帝国主义步步蚕食，日本抢劫中国银行并发行假钞后掀起银行挤兑，英美诉中国卷烟厂商标侵
权，上海国际橡胶风波后的跨国黑幕⋯⋯大清帝国的金融体系濒于崩溃，在列强的觊觎阴谋、政商的
权谋倾轧与子民的盲目无知的交织下，大清帝国在最后的挣扎中终归逃不出轰然倒塌的命运，空留无
尽伤痛、无尽遗恨⋯⋯企业兼并、股市崩盘、地产泡沫、内幕交易、银行挤兑、跨国黑幕，这一切原
来早就曾上演⋯⋯或许，这些过往若未尘封遗忘，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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