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钱永不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钱永不眠》

13位ISBN编号：9787514127560

10位ISBN编号：7514127569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钟铁夫、 黄文泉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01出版)

页数：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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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永不眠》

内容概要

《金钱永不眠:疯狂的华尔街股市抢钱史》的两位作者钟铁夫、黄文泉，熟悉华尔街的每一寸土地和每
一段历史，他们以宏大系统的历史笔触和生动细腻的细节描写，全景再现了华尔街股市长达三百年的
激荡历史，这里面既充满让人热血沸腾的传奇，又不乏精辟犀利的观点；既有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又有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既有华尔街内部的尔虞我诈，也有来自外部的阴谋争斗。有笑，有泪，有
经验，也有教训⋯⋯再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这样酣畅漓淋地解构这片金钱汹涌的传奇之地，阅读《金
钱永不眠:疯狂的华尔街股市抢钱史》之后，华尔街再无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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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

作者简介

钟铁夫，旅美学者、投资人、财经作家。1981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先后创办了《外国文
学》、《深圳青年》、《女报》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刊物。1998年正式移民美国，并定居于此，作文章
，也做生意。 黄文泉，财经学者，美国《星岛日报》专栏作家，四川大学哲学硕士，美国印第安那州
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出版发表过《“天堂”里的尘世》《夜色袭来》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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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喜气洋洋迎新牛／187 牛市中的杂音，证券界终于懂得了唇亡齿寒的道理／189 第十七章尴尬的
年月和飘摇的股市193 股市新宠，互惠基金的壮大和发展／194 越战不是“二战”，山姆大叔内外交困
的岁月／196 白银之战，一场垄断一场梦／199 第十八章狂牛奔腾的十年201 悦耳的序曲，新经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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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239 纷繁杂乱时分，要紧的是保留一份清醒／240 反恐与战争，是股市的动力还是末／242 华尔街，
让我再爱你一次／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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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凿通东西，克林顿市长的运河之梦 19世纪以前，美国的交通并不像今天这般完善，
既没有密布各个角落的公路网，也没有四通八达的航线，面临着今天许多欠发达国家所头痛的交通瓶
颈问题。落后的交通严重制约着新兴的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独立以前，美国的交通主要靠水上运
输。东部的河流都比较狭窄，因此大船只能近距离地或某些地段水域内航行。独立以后，交通问题不
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峻。因为独立之后，从前英国殖民当局严禁向西部移民的禁令被取缔了，美
国人开始越过纵贯南北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进拓荒。但西部开发所结出的累累硕果要运向东部的市
场，却异常艰难，且成本昂贵。要巩固新生的合众国，急需西部作为经济上的坚实依托。因此，当时
的开国元勋们都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袤土地与东部海岸的紧密相连，视为事关合众国生死存亡
的大问题。 当时美国向西连接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北方通过五大湖、圣劳伦斯河到蒙特利尔
，然后从海上抵达美国东部；另一条则从南方通过密西西比河到新奥尔良，然后绕道海上到达东部。
这两条航线都必须通过外国领土，因此既麻烦多多，也不十分可靠，更不用说运输成本有多么昂贵。
杰弗逊总统后来从西班牙人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解决了南部那条交通线的安全问题，但并未因此
而带来交通上的便利。最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的是一个叫德·维特·克林顿（DewittClinton
）的纽约人。克林顿这个氏族在美国历史上可谓不同凡响、标炳史册。20世纪末，来自小石城的克林
顿入主白宫，蝉连两届总统，其任期处于美国股市最长的牛市之间，而其面对绯闻弹劾风采依旧的意
志更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但这里我们要说的是200年前的克林顿。这位克林顿于1769年出生于一个
政治家族，其叔父曾任纽约州州长，后来官至美国副总统。克林顿长得高大魁梧，且智能过人，17岁
时即从著名的哥伦比亚学院毕业。由于学业卓著，在毕业典礼庆典会上，克林顿很荣幸地作为毕业生
代表上台发表演讲。离开学校不久，他就跻身政治圈内，鲤鱼跳龙门式地从州参议员直至国家参议员
。不久，他宣布辞去参议员，竞选纽约市市长，并一举成功。那时的纽约市长任期仅仅一年，但可以
连选连任。而这位克林顿先生竟然连续当了12年市长，由此亦可见其深得人心。 从纽约地形图上可以
看出，如果在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人工挖掘一条大运河直通纽约的话，运送货物的船只就无须绕向遥
远的北方，通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从海路到达纽约。如此将缩短一半的距离，运输成本也将大幅度降
低。可惜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犹如一道天然屏障从南向北凸起，使得先人们根本就想不到开凿运河
的这个点子上去。克林顿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张地形图上，不言不语，忘记了吃饭与睡觉。终于，
他发现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在接近奥尔巴尼（Albany）的地方有一道缺口。如果从伊利湖开凿一条运河
直通奥尔巴尼，与穿过纽约市区的哈得孙河相联，那货物就可以从伊利湖直抵纽约的心脏了。而从伊
利湖到奥尔巴尼这一段地势平坦，建一条运河应该可行，从技术上成本上都可操作。老克林顿点上烟
斗欣慰地笑了。 尽管如此，真要建起这条运河，也不是唾手可得的事。美国南北战争以前，这条运河
——也叫伊利运河——就是全美最大的工程了。联邦政府当时还在为国际国内的诸事困扰，无暇旁鹜
，因此拒绝给予克林顿这项空前壮丽的事业任何财政支持。于是，纽约州就不得独自支撑这项耗资巨
大的工程了。其实，当时即使在纽约州内部，也是说法不一，争论四起。纽约州北部的人是最明显的
直接受惠者，当然热心于这个工程；而南部的人则对这条运河可能带给他们的繁荣却难以看见，因此
便起劲反对。克林顿是个认准了路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的人。他顶住一切压力，通过了修建伊利河
的法案。1817年，就在他当选为州长的同年，这项保证了纽约蓬勃发展，并促使华尔街迅速崛起的伟
业拉开了序幕。 伊利运河计划开凿580公里长，12米宽，1.3米深。州政府决定从外面借贷700万美元来
保证这个工程的正常进行。而当其时，整个联邦政府总共才有2200万美元的预算支出。 伊利运河
从1817年开工，到1825年竣工，其间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克林顿百折不挠，排除了政治反对派的
阻挠以及运河工程本身的艰险，终于使得这条运河从梦想成为现实。由此而获得的成效更是惊人的：
从内陆运到纽约的货物时间上缩短了2／3，而节省的运输成本更是匪夷所思，通过运河的运输成本仅
是以前的5％！运输的“瓶颈”问题一经解决，纽约便如登上了特快列车，经济顿时腾飞而起。从1820
年到1860年40年间，纽约的人口从123700人增长到1080330人，迅速超过了费城。同时，纽约的对外贸
易也于同时期内从占全国的9％剧增到62％。那些年间，纽约市，特别是曼哈顿区简直就如同20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深圳和90年代的上海，一天一个样，崭新的建筑物和街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自然，
随着这一切的发展，纽约的经济与金融也进入了一个飞速增时期。大量的资本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各地
涌来，投资者和投机家都跃跃欲试，企图在新生的美利坚获得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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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钱永不眠:疯狂的华尔街股市抢钱史》展示华尔街再无秘密！深入探索世界金融秘密，全景再现华
尔街股市三百年激荡历史，梳理现代金融来龙去脉，探寻资本市场兴衰，发现经济起伏的规律，为决
策者提供依据，为实践者提供镜鉴，为大众提供资本市场的启示。直面世界金融心脏——疯狂的华尔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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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哪本英文抄过来的
2、前三章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书不适合我了，这铺垫未免太长了吧。感觉像是哪部纪录片的文稿似的
，好生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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