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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大厦》

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近代政治之有别于从前者，其核心即在于经济要素的变异——从
直观形象的土地、农奴、衣食、仓廪，渐变为模糊抽象的资源、市场、技术以及资本。人类社会的组
织模式和政治手段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多米诺式的崩塌与重组，如强者“薅羊毛”的手法就发生了改
变，打满中世纪烙印的暴力征服与掠夺虽然逐渐失去市场，但“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人类生存竞
逐却从未停息，只不过换成了种种更隐蔽难测的方式。《纸牌大厦》一书，即以精邃之洞见抽丝剥茧
，将大国宏观经济博弈的张张底牌，清晰地展现于我们眼前。
本书涉及金融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央行、价值符号、刺激政策、通货膨胀、资
产泡沫、滞胀、经济下行、崩溃等多方面内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视
角。结合本书的原理，可以分析很多经济现象，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比如国民党时期通货膨胀，比
如改革初期国企倒闭，比如铁公基，比如刺激政策结束后的经济下行，比如人民币国际化等。本书不
想描述阴谋论，也不想把问题简单归因，而是想用通俗的语言把市场经济中复杂的金融体系介绍给读
者，让他们更清晰地看明白自己生存的社会的经济环境。
《纸牌大厦》整理版33万字，略多于《卢瑟经济学》，涉及金融危机、央行、价值符号、刺激政策、
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滞涨、经济下行、崩溃等多方面内容，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资本主义金
融体系的视角。《纸牌大厦》提出由于利润的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必然长期滞涨或者定期遭遇危机，
如果不毁掉币值，利润与债务如同自然界中正反物质，必然经常湮灭，剧烈的湮灭的过程，就是金融
危机的过程，如果毁掉币值，那么社会将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这同样也是经济灾难。结合本书的
原理，可以分析很多经济现象，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比如国民党时期通货膨胀，比如改革初期国企
倒闭，比如四万亿，比如铁公基，比如目前的经济下行，比如人民币的国际化。
本书不想描述阴谋论，也不想把问题简单归因，而是想用通俗的语言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复杂的金融
体系介绍给大家。本人自不量力想给大家写一本经济类的《时间简史》。同《卢瑟经济学》一样，《
纸牌大厦》没有答案，但是可以让读者更清晰地看明白自己生存的社会的经济环境。

Page 2



《纸牌大厦》

作者简介

安生，著有《卢瑟经济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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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大厦》

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编 货币的故事
第1章 货币进化史：货币的起源和发展
第2章 暴力的符号：价值符号
第3章 流通的借据：信用货币、基础货币与广义货币
第二编 在劫难逃
第4章 “卖不掉”与“还不上”：躲不开的金融危机
第5章 羊毛出在谁身上：财政再分配
第6章 欠债还钱：钱荒
第三编 保守治疗
第7章 开闸放水：央行的救市行为
第8章 银行中的银行：现代央行
第9章 饮鸩止渴：经济刺激政策
第四编 半死不活
第10章 飞舞的蝴蝶：温和通货膨胀
第11章 脱缰的野马：恶性通货膨胀
第12章 纸面富贵：虚拟资本
第13章 庞氏骗局：虚拟资本投机
第14章 海市蜃楼：虚拟资本价格的波动性
第15章 贫民窟中的银山：住房问题
第16章 自然的权利：土地问题的实质
第五编 祸不单行
第17章 滞胀沫崩：政府面临的金融乱局
第18章 十字路口：社会主义的起点
第六编 资本赌场
第19章 短板与瓶颈：支付能力的制约关系
第20章 算细账：小麦、面粉、面包模型
第21章 大厦将倾：无法避免的金融危机
第22章 金融危机：债务和债权的湮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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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大厦》

精彩短评

1、经济学入门，看看还不错
2、傻逼
3、西西河来的安大大，卢瑟经济学的作者，卢瑟经济学之纸牌大厦，相当好看
4、很好
5、头一次觉得马克思好聪明的说！好有道理的说！和考验政治那个胡搅蛮缠你说东她说西的“马克
思”不是一个人好嘛！！
6、英国史学家托马斯说过“经济学本来就是忧郁的科学”;凯恩斯被质疑经济刺激政策太短视的回答
就是“反正我们在长期都死了”.市场经济本来就无法摆脱经济危机,金融风暴就像历史循环:去了又来!
地球就不是乌托邦所在地!下一个问题是:是否会引发经济危机--产能过剩问题?请看本书阐述社会主义
如何规避经济危机？
7、十星当五星打了

8、这本才是近年来最好的抄底、做空和发泡沫财的最佳教程。  帮   @MRneoanderson   手动做了一个
页面。
9、入门科普
10、安生的书一向好顶赞
11、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
12、经济起落有如生命的轮回，是时候了解一下风险点并把它安排在合理可控的位置。
13、个人感觉比第一部《卢瑟经济学》写得好哇！搜到作者微博bio“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
”，莫名戳中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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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大厦》

精彩书评

1、　　两本书其实都是起源于同一个系列的网文《卢瑟经济学》。第一本书是《卢瑟经济学》前六
章，本名应该是《卢瑟经济学之垄断帝国》，第二本书是第七章，应该是《卢瑟经济学之纸牌大厦》
。出版之前进行了结构调整，整理了字句和笔误，去掉了一些不能说的东西，于是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 　　 　　前六章包括写作目的，前人综述，研究对象，运动规律。运动规律包括三部分：社会化
的分配，社会化的生产与价值实现，资本内部兼并。 　　 　　第七章就一个内容，资本在时间维度
的扩张。 　　 　　本来计划有第八章，资本在空间维度的扩张。第九章，工业化时代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现在不打算写了。 　　 　　前六章或者说第一册，是七、八、九章的铺垫。七
、八、九章是前六章的注释和应用。 　　 　　故事的主角那一章本来有一节，分析资本作为社会权
力对社会的影响，没写，读者自己去悟吧。 　　 　　理论突破，有几点。提出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
博弈关系的三个要素：阶级双方数量对比、同类商品可替代性、成交失败后果；提出了暴力在分配中
的主导作用；解释了垄断时代经济危机由过山车一样周期性生产过剩进化为停滞的原因；分析了垄断
时代长期就业率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滞胀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信用
货币时代，利润与债务之间的关系，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债务危机，是利润与债务集中湮灭的过程；分
析了广义货币增长可以掩盖危机，但是必然在未来酝酿更大的危机；指出了不调整分配结构，经济只
能在滞胀之间徘徊，而且会愈演愈烈。这些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分清了近两任宰相的责任。 　　 
　　这样一说，结构是否清晰一些了呢？ 　　 　　至于你说的卢瑟的意识对财产主导的社会运动反
作用，这个属于相对次要，甚至可以忽略的部分。所以没写。极少数卢瑟有机会成为稳拿，但是卢瑟
成为稳拿以后，无非是新一轮轮回的开始，并不影响原有的运动规律。 　　 　　毛泽东崛起于底层
，有机会成为稳拿，但是他放弃了，他尝试走一条新的全民解放的道路，最终并没有成功。 　　 　
　通天塔不断修，不断拆，修了拆，拆了修。周期性血腥轮回。 　　 　　怎么摆脱这种状态，只有
共产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进行相应调整。人类不再是私有财产的奴隶，而是利用公共财产
的主人。那时人人平等，不再存在压迫和剥削。 　　 　　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出现公共暴力，而不是
被某一个阶级垄断的暴力。这并不容易。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其实也不是公共暴力。探讨这个问题
涉及政治学，本来是写经济现象的，到此打住。 　　 　　目前的经济基础并不支持共产主义，这也
是毛泽东晚年没有成功的原因。所以，结论很悲剧。理想应该有，现状很艰难。摸索中前进，鬼魅从
未远去，通天塔随时可能再生。 　　 　　毛泽东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不给大家开方子。 　　 
　　以毛泽东晚年的成败为样本，分析得太多，这两本书也就出版不了了。再说，也偏离经济的主题
了。 　　 　　目前没有第三本书的写作计划。写网文的时候没想到要出书。出书完全是给出版社打
工，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整个过程异常艰难，政治上还有风险。分析目前的经济现象，有目前这
两本书足够了。资本在空间的扩张，涉及地缘政治，全球体系，对多数人来说是屠龙术，没太大用处
，再说也偏离经济学的内容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学相差更远。再说，对大多
数人来说，更没有用处。 　　 　　启蒙工作，我做不做两可。因为随着经济下行，出身中下层的左
派会越来越多。写《卢瑟经济学》系列网文的另一个目的是一种预言。网文写于2010年，正是启稳、
向好、回暖的时候。那时写这种东西，可以说是盛世危言，不招待见。不过，当时预言的垄断帝国现
在呼之欲出。右派得陇望蜀，左右矛盾尖锐激烈，这些现象也都看到了。更多的话不说了，说了没好
处。 　　 　　《浅议毛泽东》，写了一部分，暂时停笔了，将来也许会把经济建设的过程写一写。
至于上层建筑构建过程，还是不写的好。不过，读过《卢瑟经济学》的人，应该能理解毛泽东晚年的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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