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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前量子基金合伙人，37岁退休。此后，他曾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担任客座教授，讲授金融课程。也曾在
电视节目上担任财经评论员。2007年，他践行其坚信的21世纪将属于亚洲的预测，举家搬到新加坡。
罗杰斯同时是畅销书作家，曾先后出版《投资骑士》《资本家的冒险》《热门商品投资》《中国牛市
》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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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的家乡德莫普利斯位于亚拉巴马州坎布拉克棉区中心——黑武士河与汤比格比河交汇处
。作为马伦哥县最大的城市，德莫普利斯正处佐治亚区中心。在历史上，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河一
带享有“黑带”美誉。大约200年前，这一带肥沃、深厚的黑色湿草地原土滋养了当地众多的棉花种植
园主。他们有些在奴隶制中熬出了头，但却在象鼻虫灾中无一幸免。 正是在那片黑土地上，儿时的我
和小伙伴们在地里挖鱼饵，然后一整天在河边钓鱼。我们经常会钓到鲶鱼，这种杂食动物会咬住任何
它闻到的东西，比如蚯蚓、大热天里很容易就能逮到的蟋蟀等。 那时我8岁，比大我10个月的表哥魏
德和我一起在家里后院玩挖洞探险的游戏。尽管那时我们对何谓冒险一无所知，但那天的情景依然生
动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如果我们一直挖下去，”他说，“最后就能到中国。” 那时年幼的我并不
知道地球是圆的，直到后来我从环球旅行中找到答案。作为一个满怀激情的探寻者，我才开始认识到
在亚拉巴马州对面——地球的另一端，横卧着广袤的中国，如果当年精力充沛的我继续挥汗如雨不停
地挖洞，没准儿我真会抵达中国。 时光飞逝，现在的我采取了一种更为迂回的路线。就在与中国咫尺
之遥的新加坡，身为两个金发碧眼、说中文如英文般流利的乖女儿的父亲，我发现，成为新加坡永久
居民只是我“挖洞”故事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尽管“挖掘”不再那么艰难，但我依然精力充沛。这是
我不懈努力探寻世界的内部运作，获得第一手经验的结果。只有走出去，才能“挖掘”出真实的故事
，而探索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我自己。 我曾两次环游世界，一次是骑摩托车，另一次是开车。我花了5
年时间深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实地考察。对我而言，了解历史和其必然性并非只是纸上谈兵，而是亲身
实践去探险！这也令我获得绝妙的个人和物质回报，让我远离偏远的亚拉巴马，引领我来到这里——
中国的前哨马来半岛南端e。如果历史真要肯定什么的话，那一定应了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
克利特提出的命题，即“万物皆动，万物皆流”。他告诉我们：“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预知变化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尺，到新加坡后我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即伴随美国
在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亚洲正逐步崛起，全球正戏剧性地重排领导坐席。 写这本书时正值全球金融
危机，大多数国家的政客都试图让民众相信困境是暂时的，人们被告知情况会出现逆转。我并不想对
此进行驳斥，只想告诉你，很简单，在你有生之年怕是没戏了。很多国家债台高筑，这将直接招致你
我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发生巨变。就像经济和政治动荡年代常常上演的那样，很多老公司、传统行业、
政党、政府、文化，甚至国家都将会衰退、破产倒闭，或者干脆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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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街头智慧》中讲述了我的失败、教训，同样也有我的成功。不幸的是，我们更多地是从挫败中，而
不是胜利中领悟到更多，这就是现实生活。我希望你喜欢我的探险经历，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
让你自己的生活也充满冒险精神。    ——吉姆·罗杰斯    罗杰斯把握大势无人能及。    ——“股神”
沃伦·巴菲特    我认为几乎没有投资天才。我唯一知道的投资天才是沃伦·巴菲特、约翰·博格和吉
姆·罗杰斯。    ——本·斯坦美国经济学家、价值投资者摘自《纽约时报》    吉姆·罗杰斯让我头疼
。    ——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摘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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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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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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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起来很快 没有太多复杂的专业分析 单刀直入 很受用 其实正确的事情都不复杂 翻译做得不错 译
注补充恰到好处
2、老奸巨猾
3、罗杰斯具有卓越的洞察力，两次环球旅行也让其对世界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预判
4、罗杰斯自传，写得比较简单。
5、有智慧且文笔很好，好读，有一定收获
6、罗杰斯作为著名的基本面大师，方法论和很多观点很有价值。但感觉很多地方的介绍浅尝则止，
如果能更深入一点就好了。
7、我会说我当年傻傻的拿着这本书去找作者要了签名么⋯⋯⋯⋯读起来还算有趣，不过比起彼得森
自传还是差了点
8、环球旅行，再到周游世界--总是带着一颗永不停息的好奇心去体验和了解他周围的世界---人生和投
资都是一场探险！
9、一个老年人的唠叨，没什么内容
10、2016.6.15～2016.6.28  9个番茄钟，第二次看罗杰斯的书，写的并不如环球投资旅行那么引人入胜，
书中对美国政府，甚至具体到个人大批特批，这样真的合适吗？然而中国真的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好吗
？不管他的结论对错，但是他确实很成功，最后一章是他对未来看好的几个行业的简单分析，或许可
以参考为长期的投资决策。全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也在最后，唯一真正的失败是不去尝试，唯一不
合适的问题是不去提问。
11、#2014年读过的书# 很欣赏罗杰斯对人生和工作的看法，也很向往他的生活方式。成功不是从天而
降的，继续努力吧！
12、基本上是对罗杰斯过去的回顾传记，与旧有的几本书中有大量重复内容，但这次加入了对未来20
年世界秩序的预期，所以实际上新内容是有的，但是不多。实际上，罗杰斯的书并非只适用于金融爱
好者，更多的是他的书会告诉你如何认识世界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角度。
13、这更像一本写给他两个女儿的情书。ps，他的全球视野真是无人能及，语言之准也是醉了
14、有经历
15、干货不多
16、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预言商品十年牛市的大师，新出的书，第一时间买来看看。
17、也许罗杰斯更擅长从散乱的点找到线索，但更多的看到是各种抱怨，有点失望
18、2016.8.11  It's an old man who thinks Asia is bet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19、本书前半部分一直在讲罗杰斯年轻时的经历和生活，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也感觉他挺实在的。后
半部分很多地方容易出戏，翻译有部分问题，主要可能还是我对很多美国的国情不了解，所以不太听
得懂他在说什么。另外，蛮多金融知识都不太清楚。另外，提醒下自己，好久没有读完过一本书了。
20、一个坚定看多中国的老外
21、跟金融学术派形成鲜明的对比. 罗杰斯的投资哲理注重实地调查与亲身体验, 他通过以环球旅行的
方式去深入了解当地社会文化经济政治, 这就是一手信息和二手媒体信息的主要区别.
22、真的大有收获，罗杰斯的全球化思维，还有超前的观点，的确学到很多东西
23、期待已久的一本好书，更多的了解了罗杰斯的投资思想
24、做投资的基本能力是预见未来，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
25、喷子罗，不遗余力为亚洲经济背书啊
26、前面都是流水账，他自己的那些事儿，真正对我有点用处的是最后的感触
27、新加坡是富人的天堂.难怪很多明星转去新加坡国籍.
28、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洞察人性和世界。
29、好书，纸质也很好，赞
30、一些作者的观点颇犀利，但篇幅太少，剩下的都是啰嗦的话。
31、作为自传颇为简练，颇有罗杰斯的风格。
翻译实为一大败笔，严重错译的情况时有发生，事实上，就算是google翻译都不会犯里面的一些错误
。

Page 10



《街头智慧》

32、大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丰富的人生阅历让罗杰斯能高瞻远瞩，清楚看清宏观经济的趋势。
书中对很多方面的预测都很准确。

加油活出他这样的精彩！
33、人情达练即文章，人情达练是投资的前提。
34、潇洒的投资人，专注的投资，惬意的享受
35、这本书很好看 大家也可看看 呵呵
36、关于索罗斯的人生经历，我当成小说来看了。
37、隔靴搔痒的书
38、扯老点就是不用担心未来，除非吃饱撑的。扯新点就是中国人应该自信，因为美国人开始羡慕中
国人了。扯远点就是努力奋斗争取早日移民。
39、看过罗杰斯的两本游记，这本书把环球旅行之前和之后的事情串起来了。有意思的是罗杰斯居然
混迹于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冒充保安；第二次环球旅行后原来被官司缠了6年，怪不得书后面部
分痛批了美国的诉讼制度。
40、一叶而知秋，细微之处见真章
41、一本满满牢骚加作者一点对亚洲偏执般热爱的溢美之词的书，优点是感觉没太多藏着掖着，都是
作者内心想法的真实流露，但作为读者，真的收获不大。
42、回忆录比起杰西的差很远。
43、很多判断确实准确，提前几年显示了他的预见性！
44、这本书很不错，我买来以后看了一个钟头就被它深刻的内容吸引了，书中总结许多前辈的成功经
验，给读者很好指示
45、罗杰斯是我心中的大师
46、好散的散文 形散神也散 译者的中文基础也不好 但越往后翻译的还行 前面的部分翻译的简直惨不
忍睹
47、喜欢罗杰斯的写作风格
48、“功夫在诗外“
49、又一个亲共反美的美国人，哈哈
50、黑美国黑的特别有趣的一本书
51、吼
52、软三星，这本书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印象的观点，还不如那本《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53、个人不太喜欢，放在一架子上闲置了，更喜欢定位系列。而且感觉书页粗糙，不像正版
54、引起了我对现今世界的一连串思考
55、每个10年年初存在的传统智慧总会在之后的10年或15年被彻底颠覆...
56、索罗斯&罗杰斯，都是厉害人物。
57、花了几天读完了。作为非行内对于很多部分不大看得懂。总之抨击了其他国家一些政策 骂了一些
人 从种种起伏中做卖空赚了不少钱 非常看好亚洲。看完让我感觉中国真是美好。另外觉得作者活的
很潇洒 破产过 环球旅行过 拿过吉尼斯纪录。
58、现在才知道罗杰斯跟着索罗斯干过很多票！他擅长商品和外汇市场。书里面算是他的零散观点和
态度的总结，不系统，但有启发。会继续关注他的其他作品！
59、投资是个体力活，勤奋才能让你发现更多的机会。 
60、智商高，书贩子
61、整本书都不错，最后一章非常棒
62、书刚到，还没看，质量还可以
63、罗杰斯的投资与人生看完，书还是很喜欢
64、有效的介绍了卖空买空的经济作用，了解一个歪国人眼中的各个国家。其实干货并不多。
无破产的资本主义犹如无地狱的基督教。
65、一点智慧，其余就特别水了
66、《街头智慧》1、为亚洲经济背书；2、爱冒险、稍显啰嗦、父爱满满的国际投机资本家；
67、一般呀，老调重弹。。封面做的比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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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42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布拉克棉区中心的吉姆.罗杰斯，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环游世界，
穿过地球的另一端，去那广袤的中国。如今，他已经实现自己的梦想，两次环球世界，穿过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旅行不仅让他理解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更让他明白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性转折时代。如果说，19世纪的商业机会在英国，20世纪的商业机会在美国，那么，进入21世
纪，随着亚洲在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而美国经济逐步丧失全球领导力，全球重心和影响力正向亚洲转
移，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理所当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吉姆.罗杰
斯这位传奇的投资大师，196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不久，就去了华尔街的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实
习，开始了他对金融市场的探险。这一年他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大英帝国的传统
学术专业对市场的研究有很大帮助。罗杰斯甚至认为，商学院的教育对从事投资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反而这种功利性的教育误导学生对市场的判断，看看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毕业于商学院的高材生就天
真聪明地制造一些常人看不懂的金融衍生品，导致金融系统的崩溃。在最近的新书《街头智慧：罗杰
斯的投资与人生》一书中，罗杰斯漫谈诙谐地介绍了他长达半个世纪对市场的探险。旅游与对市场的
探险是同时进行的，他每去一个国家，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黑市，黑市的货币汇率才能真正说明各国货
币之间的汇率问题。书中介绍了他和索罗斯创办量子基金以及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的经历。像这样一
本带有自传性的著作，往往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比纯粹的自白更有意义。本书不仅仅是作者对自己长达
半个世纪投资生涯的回顾，同时也是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深刻意识。本书中谈到了投资应该注意
的几大问题：你需要的是投资而不是投机，不仅要学会观察同时也要学会等待机会；不要过多选择投
资商品，即使能够分散你的金融风险，但不能保证获得最大的收益；与其进商学院学习金融学，不如
学习历史和哲学，这些对你的投资思维更有作用；如果选择一种投资商品，必须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
，很多投资者并不懂得产品内容而麻木跟随。对于卖空与买空这样的事，罗杰斯经历的很多。买空很
多人都可以理解，但卖空往往会背上道德上的罪名，受到人们的指责和非议。罗杰斯认为，卖空是市
场不可或缺的一种操作手法，它增加了流动性和稳定性，市场需要买家和卖家。罗杰斯还认为，房利
美的破产并不是做空者而牺牲的，而是房利美本身是个骗局。在本书中，罗杰斯还谈及了生活中一些
体会。美国教育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圣地吗？曾经是，但现在的美国教育在衰落，无论是中等教
育还是高等教育。终身职位制看似可以保障教员的学术自由，但这种功利性的制度导致更多的教授倾
向于研究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另外一方面，高昂的费用让学生背负了不小的债务，同时学校
因为扩张而出现负债。次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正在经历日本过去的两个失落的十年，美联
储的主席格林斯潘是个经济学上的白痴，近二十年担任美联储掌门人只做一件事，不停地印钞，继任
者伯南克是格林斯潘的傀儡，政治上的献媚者。就连一直被独裁国家嫉妒的民主宪政也无法带着这个
国家走向繁荣，政治永远是政治家的游戏，无德无信的美国政府再一次让罗杰斯失望，而选择在亚洲
最美城市新加坡定居。罗杰斯认为，中国逐渐改变这个世界，利用自身的财力向非洲国家援助获得广
泛的政治影响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也认为，美国在硬实
力（军事、科技、经济基础）上无人可比，但像文化、价值观、政治这样的软实力日益式微。而目前
绝大数美国人沉浸在幸福的温床里，毫无没有意识到美国最终会像大英帝国、西班牙、葡萄牙一样的
金融强国一样走向没落。2013.06.20 发表于2013年8月刊 《中外管理》杂志未经允许，请勿非法转载！
2、本书是罗杰斯自传形式的思想集。作者通过叙述自己的生平经历来表达对一些焦点问题的看法。
想要偷师罗杰斯——换句话说，把这本书当发财秘籍的读者肯定要失望了。这本书告诉了读者什么是
做空却没说如何做空，说农业将有大发展却没说要过多久，就好像说人类一定能长寿却不告诉你哪个
世纪能实现一样，这种话不疼不痒。其实作者的人生经历是非常绚丽的。以绝对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
，又成功进入牛津深造，圆了自己的出国梦。自后进入华尔街，伙同索罗斯成立量子基金开始大笔捞
金。37岁退休就成了大富翁，开始自驾环游世界。从纽约的豪宅中搬出至新加坡的公寓。养育了两个
女儿，并让她们学会了汉语普通话。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华尔街的沉浮，是作者追梦的旅途；和索
罗斯分手，是作者职业道德的怒吼；周游世界，是作者世界观的描摹；预言兴衰，是作者以古鉴今的
演绎；指点江山，怒批美国当局，是作者经济头脑的展现。成名之后人就会有一种责任感——引导蒙
昧的人们走上正道。作者以全球金融界佼佼者之名，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见解与建议一并昭告天下，
让人通篇看过后，难免产生报个投资班学到的大部分是政治知识的感觉。没办法，谁叫只有你成名之
后，你才会拥有梦寐以求的发言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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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街头智慧》。这本书号称是罗杰斯的个人自传，我记得之前有本《水晶球》也是号称他的自传
。不同的是，这本街头是自己写的，那本水晶球是别人写的。罗杰斯和索罗斯这些年都出了很多书，
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几个人说看懂了索罗斯所写的。本书也披露了索罗斯和罗杰斯分手的内情，我想索
罗斯是爱罗杰斯的，要不然，索罗斯就不会在他走后那么痛苦了。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罗杰斯
是一个很勤奋的分析师。投资是个体力活，勤奋才能让你发现更多的机会。如果对这本书进行评价的
话，这是本三分之一的好书，本书的上半部很精彩，特别是他早年华尔街生活的那部分，后面的就是
牢骚和胡言乱语了。罗杰斯的老年牢骚。有意思的是，书中提到，他曾经想搬到中国来，在上海住过
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选择在新加坡定居，搬离的理由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太大了。呵呵呵。
4、因为某电商又做促销而买了这本书，原来没有对一般畅销书有太多期待，但是读完这一本不得不
说对罗杰斯其人有些相见恨晚，也许是久违了的阅读体验吧，两天看了两遍，第二遍做了些摘抄，都
在下面了。看第一遍的时候有很多惊讶和感叹，比如说他是学历史和PPE的，比如说他也看好农业，
也曾经输光过，如此毒舌和犀利，把美国政府、美联储、大学教授和各种看不爽的人都黑了一遍，书
写的风趣幽默，看完一遍帮自己想通了不少困惑已久的问题。毕竟这哥儿们是早早就实现并过着别人
所梦想的生活的狠角色呀！P5：纵观历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不断重复上演。一会
儿是金融家们唱主角，一会儿又是那些农场主、矿主、能源供应商甚至伐木的实业家说了算。研究历
史变量时，套用一个简单的假设，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我很欣赏另一位伟大的人类文明
的思想家爱因斯坦所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对于宇宙是否无限，我还不
太确信。”P11：⋯⋯我正好借此机会向他（多米尼克证券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讨教要不要再去商学
院深造，他告诉我：“他们不会教你任何有用的东西。你在这里卖空几手大豆对市场的了解远比你浪
费两年时间去学习要多得多！”⋯⋯我了解到万事万物之间均有关联，如智利革命不仅会影响当地铜
价、电价和房价，同时会波及所有物价，世界各地，每个人都会深受影响。这让我深深明白，如果你
能看清楚智利革命即将来临，你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那个夏天我发现了自己的未来。华尔街是个人
们愿意付钱让我去印证自己探索方向的地方。如果我做对了，他们付的钱会更多。⋯⋯P23：对于那
些MBA毕业生而言，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拿个农业或者矿业学位。今天，学公共关系的人比学农业的人
多，学物理的或体育管理的人比学矿业工程的人要多，但是农业未来将是比财政部更赚钱的经济部门
。很快，股票经纪人会去开出租（不过他们中的聪明人也会因为农民工作而开上拖拉机），相反农民
会开上兰博基尼。P25：现在有很多人常陷入惯性思维中，就像对国家、文化或者宗教这些概念的认
知一样，大多数人对此的直接反应是一种更容易也更安全的感性认知。想和别人有不同意见很难，哲
学将教会你思考、质疑后再去做事情。P34：我的这一工作热情归功于1964年年初闯华尔街的经历。那
时，漫无目标的我去华尔街找工作却一无所获，发现唯有这份工作热情能养活我。尽管没有原来挣得
多，我仍然自降75%薪水去创业。不过钱对我而言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的建议以及将来的孩子的建议
是：你在询问这份工作会有怎样的报酬以前，首先要确认这对你是否是份合适的工作和合适的地方。
如果选对了地方，只要你把工作干好，不愁挣不着钱。我保证钱会来找你，挣钱对你而言将不在话下
。P39：⋯⋯1980年，金价飞涨，我们却做空黄金。那是个光荣与梦想燃烧的激情岁月，我们的基金每
年都大幅增长。而那些在熊市中度日如年的人，却认为华尔街是个可怕的地方。P43：卖空者对市场
而言是有利的。他们在你以每股110美元买入某只不靠谱的股票时救了你（如果你在最高价时买入，而
不是在每股90美元时买入），当股票暴跌时，感谢卖空者，让你有可能在每股8美元而不是每股3美元
出局。正是经历市场的反复验证，并证明其是有价值的，卖空流行了约400年。对政客而言，在卖空成
为替罪羊的几个世纪以来，一旦事情变糟，他们就可以借此指责万恶的投机者。当股市从1000点暴挫
至500点，大量人员失业，破产随处可见，没有政治家会说“上帝啊！我搞砸了，我要辞职！”不会的
，他们一定会说，这是华尔街那帮邪恶的卖空者酿成了大祸！P44：（因为卖空但是没有坚持到股票
下跌的那一刻）我输掉了所有！⋯⋯接下来的两三年年例，我做空的6家公司先后破产。我确实是个
天才，那阵子每当想起此事我就问自己：“如果你真的很聪明，为何你现在并不富有呢？”这是个有
关聪明和不富有的典型案例。我聪明绝顶却破了产，我并不知道市场的能量有多大。在华尔街我没学
到什么金玉良言，唯有一句我从凯恩斯那里学到的：“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远比你支撑的时间长。
”⋯⋯失去所有是一种很有益的经验，因为它让你明白你有多无知。如果你能从一两次失败中重新恢
复，从长远看你会有更多机会，更为成功。⋯⋯我在做空这6家公司时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即
我假定所有人都知道我了解的事情，于是我过早介入。从那以后，我学会了等待，或者至少尝试过耐
心等待。但狂热上升的水平是无法想象的，我发现自己并不擅长发现大家突然意识到事情有些癫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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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P49：如果你想赚很多钱，那么你必须抗拒多元化。经纪人总在推广一个概念，即每个人都
应多元化投资，但这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坚守你所了解的事物，不要跳来跳去，集中“火
力”，不频繁投资。当然，这样做的缺点是，如果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你将失去所有，输光
一切。但是，正如我所说，别听我的，坚守你自己了解的事物。P61：每个人都知道我此前一直预测
市场会有暴跌，不少媒体报道纷纷提及我。电视台的人甚至到我的班里来采访。有人把报纸上有关我
的报道的复印件贴在商学院的公告牌上，却被一个教授撕掉了。这位兄台和其他几个教授在学校里教
授股票市场，而在故事里他们却严重套牢，他们一直跟学生讲：“罗杰斯是个傻帽儿，他不知道自己
在说啥，他甚至都没有博士学位。”⋯⋯美国曾是优秀教师云集之地，最顶尖的人才在那里走向巅峰
，但随之而来的终身职位制却改变了这一切。⋯⋯为了追求终身职位，教学反而显得无关紧要。我记
得有个教授曾告诉我：“多美的生活！糟糕的是周围全是我们的学生。”从最坏的角度看，终身职位
制度让不称职的教授找到了避难所。⋯⋯P79：⋯⋯这就是古典经济学，治疗高价的手段还是高价，
且一直有效。实际上，大宗商品比股票更易于理解。没人能了解IBM，甚至是IBM的董事长。IBM有成
千上万的因素（员工、产品、零件、供应商、竞争者、资产负债表和工会），这些都必须要搞定。相
比之下，棉花就非常简单。所有你必须了解的有关的棉花的信息就是：棉花太多还是太少？棉花才不
管谁是美联储主席呢！⋯⋯P96：当沉寂已久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崩盘时，我已经把大部分钱都
转移出了股市，留在股市的钱我用来做空花旗银行、所有投行、房地产业和房利美。华府和华尔街的
无能事实上对象我这样的人是利好。尽管无数美国人看着他们一生的财富蒸发，持质疑心里的投资者
却赚了个盆满钵满。（尽管许多被保释的无能银行家卷走了美国人一生的积蓄，但你还是可以从哪些
政客所做的这些无耻、不公平的事情中获益。）P98：经济衰退、破产和财政无力偿付就像森林火灾
。森林火灾是毁灭性的，但他却清理了灌木丛，清理了枯木，而当他们死了，森林会在一个健康的基
础上重新圣战且更加强大。P109：疯狂掩盖了太多的罪恶。“待到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
巴菲特说。P110：亚当斯密曾说过，让一个国家破产要费尽周折，但之后我们还能依然前行。⋯⋯正
如前宇航员、东方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弗兰克伯尔曼所说：“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犹如没有地狱的基
督教。”P128：只有12%的新加坡人住在私有住宅内，88%的新加坡人住在住房和发展委员会的公屋内
。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需要让其公民能分享到社会发展的
成果，今天的政府公屋相比四五十年前建造的更为精心。早期的慢慢被拆除，新的公屋取而代之。有
公共设施的新政府公屋，其中有很多是由国际知名设计师精心设计的，这让我们联想到美国的高端公
寓。⋯⋯P138：对人口自由流动的任何评价，必然会引发大家对自由本身的思考。在世界不断发展转
变之时，人们过去一直或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美国，相比起自由，没有什么东西在历史变迁中会显得
更加重要。P195：没有什么比自己去奋斗、走自己的路更好。P196：如果我是个成功的父亲，等她到
我这个年纪时，回顾她的人生而了无遗憾，她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亚瑟王的浪漫传说，像激发冒险精神
的探索，像开疆拓土的十字军东征，越过每一座新的山头都会惊吓出巨龙，被坚定的信念和毫不动摇
的信任驱动着一路向前，那么这些钱就不是冒险家找寻的圣杯，而是勇士们手中握紧的长矛！
5、昨天参加了罗杰斯在上海的读者见面会，这本书也是在活动中免费赠送的。罗杰斯比我想象中个
头要矮一点，人也老了，毕竟，都70多岁了。但是幽默风趣。在活动中，有几段视频，一个是他的两
个女儿说中文，大女儿背诵了一首唐诗，小女儿唱了一段歌，小孩的中文一点都没有那种外国人说中
文的感觉，很地道，看来学语言越早越好。另外一段视频是他们环球旅行的一些剪辑，太赞了。罗杰
斯说，“问问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很多人回答：辞掉工作，环球旅行。”很少人真
正能做到这点，罗杰斯做到了，而且是三次，2次摩托车环球旅行，一次汽车。读索罗斯的书 ，你会
发现，他用自己赚到的钱实现政治理想：设立基金，在全球建立开放社会。而罗杰斯，他“自私”而
潇洒，享受人生，三次环游全球，睁大眼睛看世界。罗杰斯看多亚洲，所以他卖掉了纽约的5层楼别
墅，来亚洲定居，首选上海，可是那里的空气太差，这个条件就否决了，后来选择了新加坡。他让他
的两个女儿都学汉语，可谓是从身体力行的看多中国吧。他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
的世纪，那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或许吧，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不过，罗杰斯是一位特别善于观察
和思考的人，每到一个国家，特别是偏远的边境：是否要行贿，所有的事情是否光明正大流程是否有
效？过边境后先去官方换钱，然后再拿着这些钱和在黑市里换的比较，这些都可以让他了解这个国家
和地区的底细。以此为判断，他也因此而做了很多回报不错的投资。罗杰斯对美国大学的教授终身制
度颇有微词，他说：除了大学，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一种职业，只要你工作了7年就可以得到
一份有终身保证的工作。成为一名医生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后，你仍需不停的工作。。。除非你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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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了大学或者杀了人，否则你会有终身职业。当我还是全职教授时，我计算了一下，每年的上班时
间平均下来每周只需要5个小时。可是哥们他还是不干了。。。哈哈～
6、还没读完。工作间隙断断续续在看。老头在书里写了很多八卦，也讲了些他的投资理念。他始终
认为大宗商品会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再有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喜好，书中大量表
扬亚洲，大量表扬中国。编辑很狡猾的，宣传语全是罗杰斯赞美中国的话，不断出现他选择住在这里
的话。其实罗杰斯没有搬来中国啦。我就说吗，大城市空气差、交通堵，他为什么要搬来。人家很理
智的选择在新加坡定居。在那里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他给人家募集资金，人家给予他舒适的生活
环境，真的很安逸。书中由衷赞美新加坡的南洋小学，让人非常向往。可惜我大概没什么机会让孩子
上这么好的学校了。老头子个字很矮，只有一米六几，不到一米七。他现任老婆光脚都有1米78。这老
头，年轻时就跟电影里追逐金钱的美国小青年一个样，一心要在华尔街出人头地，为此牺牲了婚姻，
还有后来的婚姻。终于，他成功了，37岁赚到了1700万美元，潇洒退休。那些环游世界的奇妙旅程都
是有钱以后干的事。有年轻的新任妻子、乖巧可爱的女儿、花不完的钞票、举世闻名的名誉..........唉呀
呀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最要紧的是挣钱要趁！！！！早！！！！！！
7、虽然看过太多帝国的没落的金融分析的书， 这本也没有提供任何特别的内情或者佐证，但是罗杰
斯毫不保留的唱多中国的言辞， 还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料（俺也看多中国）。当然，诡异的是这个一贯
真心唱多中国的人却因为空气污染不能生活在他向往的上海，因为管制不能毫无保留的投资中国。这
也足以说明世事变迁之难以预料， 人总是大背景下的微不足道的蚂蚁，即使看清除了大势，也不一定
能骑上历史的浪潮。就如本书北京推介会当晚俺看的人艺“白鹿原”，黑娃早早看出共产党会战胜国
民党，也成功卧底起义成功，但是终究没有逃过身边小人的暗算而丧命政治。作者一贯的历史学背景
和环球经历， 为他带来了对长期趋势的准确把握，拨开迷雾看到真相的能力---从浩瀚的数据，从新闻
，更重要的从街头，从黑市。。。这也是作者真正想告诉你的投资真经：不要听别人的，即使那人是
罗杰斯，从自己熟悉的领域下手，从身边下手，投资你熟悉的。以下是俺在罗杰斯北京推介会上发的
微博（reed_fan， 2013.6.1）原来是书市罗杰斯对红衣小孩吻手礼，递名片。#随手拍#小女孩被请上台
了。第一个问题谈金子+加标签删除|� 置顶|�| 阅读(98)| 转发| 收藏| 评论(1)6月1日 15:29来自三星Galaxy
Note II◆◆同时转发到我的微博评论reed_fan：第二个问题谈汇率 (6月1日 15:30)一小孩问罗杰斯一百刀
在米国能买石码，罗答：如果他8岁，就换成rmb然后存银行。
8、全书主要是讲rogers早年对经济的一次又一次的准确预测，对美国政府的抨击，以及对中国/新加坡
等亚洲经济体的看好。个人觉得rogers对中国的了解有限，所以对中国的情况过于乐观。而他最近几年
显然是对美国政府和法律很失望，所以对美国的未来有点过于消极。看书的时候我思考的最多的，还
是未来几十年下一个经济发展中心在哪里，下面容我对中国和美国的未来做一个大胆猜测
：============================中国5-10年- 房地产泡沫破灭- 经历第一次经济危机，看政府
的应对，可大可小；不一味的印钞，让房产泡沫爆得越早，越容易复苏；否则易走上日本的道路（失
去的20年）- 环境污染严重（水，空气，食物）10-20年在depression中- 政治改革- 挤掉泡沫，经济转型
，从房地产投入消费领域- 治理环境20-30年 若改革得当，从depression中复苏- 人民币大幅升值- 政府高
效廉洁- 环境污染有所改观美国5-10年- 经济危机并未过去，艰难复苏- 因为持续QE，治标不治本，物
价上涨，美元贬值- IT业逐渐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但是有泡沫，可能爆一次10-20年- 因为没有及时挤
掉金融/房产泡沫，遭遇又一次depression - 因为人民币升值，中国人回国潮- 印度人占领美国（金融
和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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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街头智慧》的笔记-第234页

        What to expect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is a pretty hot tip, if you view the world, as I do, through a lens
whose depth of field is millennial.

2、《街头智慧》的笔记-第199页

        I still have those original Swiss francs that I bought in 1970, and since then the francs is up about 400 percent.
Granted, it has been over forty years, but 400 percent is nothing to sneeze at. Plus I have been collecting interest.
Had I kept money in an American savings account, it would have gone down 80 percent against the franc.

3、《街头智慧》的笔记-第136页

        P136你总是会遇见有些人带着这种想法：＂我们已经进来了，把门关上吧。＂

4、《街头智慧》的笔记-第172页

        The most vehement anti-immigration sentiment sometimes comes from immigrants themselves. 

5、《街头智慧》的笔记-第82页

        在嘲讽了创造金砖四国术语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和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Stephen Roach之
后，毫无疑问的，罗杰斯在书中阐述的对印度的看法，我想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印度这个1947年之前根本都不存在的概念，他的所谓最民主的国家这个名头，才是真正制约它无法根
本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原因。一个头发梳的发亮+穿着笔挺西装+短裤+赤脚的印度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

政府没有高效率的运作，全国上下几乎没有基础设施建设。少数的高速公路，从德里到阿格拉200公里
的路程，要花费5个小时。没错，当时的那个大巴司机疯狂的一路不停的超车，但是最后抵达阿格拉
的时候也已经入夜了。

没有消灭的种姓制度+少数人的托拉斯资本主义+没有共同的历史认同感+文化的多元纷繁无序 = 印度
永远只能是第三世界的最佳展示如果你不是一个现代化强国那么你的民主自由体制将只能是一个玩笑
的典型。

每个第三世界国家都可以以此为鉴。衡量自己如何发展本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象罗杰斯所说—
—Stephen Roach不了解印度的地方就体现在这里：从德里到阿格拉通常 “总是” 要花5个小时的。

其实，何止5个小时，如果没记错，从德里到阿格拉正常的印度大巴实际上要7个小时才能到达。因为
，哪怕是空调豪华大巴，在印度平均计算地图上两个点之间的距离需要花费时间的时候，我想我都是
按每小时50迈的速度来预先估算的，这甚至也包括火车。

第三世界国家如何理解现代化的前提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如何与自己的历史告别。中国虽然是第
三世界国家中最彻底的具有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基础的国家，但是它也没有做好，一次十年浩劫将这种
没有瞥清封建残余思想的中国人对世界现代国家的理解实验走过了头，妄图切割掉所有的传统，但是
却是以传统中最有破坏性的陈腐思想去攻击传统中最优秀的物质文化遗存，这是最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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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另一个比较讽刺的是印度很好的保留了传统，但是它几乎保留了所有数千年以来的所有传统，
它没有跟自己的过去告别过。所以，中国十年浩劫一旦发现自己对现代化国家的理解做过了头之后，
回头重新选择道路，就能马上出发，但是印度不能，印度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强国之路，除非
它来一次彻底的文化革命+社会革命， 但是这在没有共同的历史认同感的印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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