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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入围“FT/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金融行业必读
◎ 亨利·基辛格、朱民、胡祖六、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末
日博士鲁比尼、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亨利·考夫曼等特别推荐
◎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权威媒体强烈推荐，《彭博-商业周刊
》评为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华盛顿邮报》提名为年度杰出领袖图书
★ 许小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银行家不是格林斯潘，是沃尔克。
★ 亨利·基辛格：沃尔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
历任当代央行行长中，最知名的或许是艾伦·格林斯潘，但最有影响力的则是保罗·沃尔克。他辉煌
传奇的职业生涯无人可及：被六任总统委以重任，受命于危难，三次应对金融危机；连任两届美联储
主席，成功驯服高达两位数的通胀怪兽，创造了“沃尔克奇迹”，为美国此后的二十年经济增长“大
稳定”奠定了稳固基础。
★ 朱民：沃尔克在美国以及国际上的崇高地位不仅因为他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更重要的是他的正直
、良心、道德和责任感。
★ 胡祖六：在与沃尔克多年的交往接触中，令我最钦佩、最敬重的是他的人格。他自始至终坚持了自
己的理念、独立的人格与忠于公共利益的精神。
沃尔克坚持自己的信念、原则和职业道德，绝不迎合任命他的总统。其成就无人比肩，其贡献之广，
远超金融一个行业。沃尔克作为政府官员，一生投入于公职，放弃投资银行提供的高薪，过着算得上
是清贫的生活，其高贵、正直和独立的品格倍受世人敬重。
★ 托马斯·萨金特：威廉·西尔伯引人入胜地讲述了一个关于理论和人性如何影响公共政策与经济成
效的故事。本书以小说似的语言，再现了沃尔克战争通胀的经历。
《力挽狂澜》串连起沃尔克辉煌传奇的从业经历，宏大而生动，更披露了有趣的生活细节，使得这位
金融巨人的形象格外立体饱满：虚心地跟上司学习穿着；做事喜欢“拖”，不到最后一刻不发力；不
善言辞的他，要靠贤内助应酬社交；50多岁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只身一人在华盛顿租住大学生公寓；
爱垂钓，许多人生重大决定也是在钓鱼过程中做出的⋯⋯
本书对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的讲解老到娴熟又精妙入微，金融界人士可以过足了瘾。大众读者也得以
走进一段风云激荡的金融传奇，走近一位可敬可爱的金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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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西尔伯（William Silber）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学系教授，格拉克斯曼证券市场研究学会会长。他曾是格林斯潘的
老师，伯南克的同事。早年曾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当过交易员，先后出任雷曼兄弟贸易战略常务理事、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资深经济学家、纽联储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因金融学和银行学的专业度备受
尊崇，曾任美联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众议院银行、金融服务委员会、总统金融结构和监管委员会
等顾问。
西尔伯在经济学和金融史方面著述甚丰，著有《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当华盛顿关闭华尔街》等。
译者:
綦相，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现供职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
刘丽娜，哲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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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一　金融大家背后的风云岁月　陈元
推荐序二　执著的凯旋　金立群
推荐序三　温柔的金融巨人　朱民
推荐序四　大道之行　克己奉公　胡祖六
引　　言　不止是央行行长
00  序幕  保罗  沃尔克经历的三次危机
01  初出茅庐
第1章　早期岁月
第2章　崭露头角
02  对峙黄金　1969～1974年
第3章　运筹帷幄
第4章　孤注一掷
第5章　转型之路
第6章　妥协让步
03  抗击通胀　1979～1987年
第7章　序　　曲
第8章　直面挑战
第9章　周密策划
第10章　坚持到底
第11章　新的领域
第12章　孤军奋战
第13章　序幕刚落
第14章　乘胜追击
第15章　辞职风波
第16章　功成身退
04  二十一世纪
第17章　回首往事
第18章　沃尔克规则
第19章　赢得信任
鸣谢
资料和数据来源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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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美国金融的变革，美联储 财政部 总统经济顾问等方面有了新的了解
2、我们迟早需要下一个沃尔克⋯如果看不懂耶老太太们的表演，读这本书有很大帮助
3、写的不清不楚
4、2014.06：传记的都是通俗的。
5、保罗·沃尔克是一个值得处女座学习的处女座榜样
6、是沃尔克重塑了美联储的信誉和独立性而格里斯潘是这之后最大的受惠人 然后人们把格里斯潘捧
成了神 还有差点成神的克林顿
7、五星推荐，沃尔克时代的美联储与美国经济决策点滴
8、还没看完，但能感觉是做得很细致的书。
9、这是我今年读到的最有启发的一本书，在纸上列了十点。读懂沃尔克，即知这1970年代到1980年底
的美国货币政策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历程。
10、模范美国银行家
11、路转粉
12、这本翻译得很好，读来很顺畅，内容也很充实。很喜欢国内专家给这本书写的序言，都富有情感
。
13、非常精彩的论述，此外将经济学原理加入史话之中更是提升层次
14、热衷于公职，临危受命，披荆斩棘，功成身退！
15、读史有时甚于读教科书
16、通俗易懂
17、央行行长不好当嘛
18、读了一半，剩下的以后出电子版再说
19、棒呆！
20、时代背景下的，保罗沃尔克在复杂的人事体制政治环境下独特的人格魅力，在货币主义，凯恩斯
主义，官僚主义的夹缝中生存，捏住了美国二十年增长的命脉
21、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
22、沃克尔是有能力，坚持己见的智者
23、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不是格林斯潘，是沃尔克。原来固定汇率的坚持者到亲手终结了布雷
顿体系和固定汇率，只是为了终结美国高达10%的通胀。当然了，其中涉及了太多的人物和太多专业
的知识，看来是需要重新学习国际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了。
24、文字三星，还有一星是致敬沃尔克的勇气，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加息到20%是疯狂但真正负责的
举动。
25、感觉一般。作为传记读，感觉有点平淡；作为经济读物，细节又不够。
26、经历传奇，令人敬佩。写的不够成体系，跳跃性有点大
27、黄金价格和美元汇率来预测国内的通胀预期。政府的财政赤字也会影响通胀预期，如果我早点看
过这部书可能会少犯错误了。
28、在任何行业做一次重构 难度都是不小的 需要强力推行 力排众议。
29、收益良多，沃尔克很好的贯彻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通胀杀手遏制了困扰美国的通胀问题。当fed
的货币政策与白宫的财政政策相冲突时，最终白宫不得不进行预算平衡。联邦银行利率达到21%，美
指163，长期国债收益的上涨不仅与通胀预期还与政府财政赤字有莫大关系。
30、沃尔克确实是最牛的美联储主席，不仅是因为他亲手埋葬了美元-黄金本位，确立了美元信用货币
体系，而且他比任何人知道信用的重要性，所以才不遗余力的维护美联储的独立以重建美国的信用；
他了解人性的贪婪，因此在金融危机后明确要求政府加强对华尔街金融大鳄的监管，这一点在当下的
中国很有现实意义。
31、（1）如何处理美联储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2）如何抑制通胀，采用的方法，短期利率，长
期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3）总统的变动，对政策产生的影响，美联储内部决策机制的利与弊。
（4）如何权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5）本着一颗私心，一颗责任心来工作，对待工作的态度，
工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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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本书是一本保罗沃尔克的传记，主要讲述了他如何独立领导美联储Fed抗击通胀的故事。推荐，可
以了解下实际的央行是如何工作的
33、预期越高，失望越多。内容相对单薄。
34、感叹自己的宏观经济学，学得很差！需回炉重造~
35、总体很好，细节稍逊。
36、看不下去了⋯ 描述过于单一，行文也拖沓
37、一本适合周小川现在再读的书
38、让人进一步理解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的一本好书。
39、可以深入了解决策过程，在现实状况中理解书本上学习的金本位、通胀，更重要的是认识一位正
直、敢为、有策略、有初心的决策者——Paul Volker。
40、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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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刘波/文谁是保罗·沃尔克？如果你不知道，不必感到难堪。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学
教授威廉·西尔伯（William　Silber）从2000年到2005年每学年都对该院350名MBA一年级学生做调查
，发现只有不到10%的人知道沃尔克是格林斯潘的前任，曾经的美联储主席。这位曾经在上世纪80年
代击败通胀、拯救美国经济的金融英雄，今天似乎已经被年轻人遗忘，但西尔伯的这本书《力挽狂澜
：保罗·沃尔克和他拯救的金融世界》是要提醒人们，无论在何时，沃尔克都是各国宏观经济决策者
和金融监管者始终需要铭记在心的人物。《力挽狂澜》是为现年86岁、身高逾两米、有“温柔巨人”
之称的沃尔克所写的一本传记，也是致敬之作。在作者看来，沃尔克从上世纪60年代末担任公职到现
在，主要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三项贡献：首先是在1971年尼克松执政时期，作为初出茅庐的年
轻官员参与黄金与美元脱钩的决策过程，并为缓冲“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过程中的动荡开展全球斡
旋之旅；其次是1979-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对抗高企的通胀顽疾，为其后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奠定基础；迄今为止的最后一项功绩是在退休后，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再度披挂上阵，提出“
沃尔克规则”，限制商业银行从事投机性经营，为金融危机之后的金融监管改革确定思路。我们不妨
称之为沃尔克经历的三场战役。 　　降服通胀巨兽 　　第一场战役发生时间较早，本文叙述从略，
这并不意味贬低其重要性。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暂停兑换黄金，引发全球市场动荡。此时
沃尔克作为尼克松的金融外交特使，乘坐一架改装的军用飞机，四天飞行5万公里，在西方各国展开
斡旋，说服其接受美元适度贬值，使国际货币体系逐渐转向浮动汇率制，并一直保持至今。在国际经
济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沃尔克一鸣惊人。当时法国财长德斯坦主持的一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会议，按规
定必须是正职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出席，时为沃尔克上司的美国财长舒尔茨问：“那沃尔克呢？”德斯
坦显得很吃惊，马上回答：“当然，我们从未把沃尔克当成副手看待。” 　　不过，还是沃尔
克1979-1987年主政美联储期间打击通胀的战役定义了他的一生。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决策
界流行的依然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通胀与失业率存在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受到推崇。在
沃尔克任职的财政部里，不少专家都相信，如果一国容忍通胀上升，就可降低失业率。而沃尔克早年
的一位恩师莫根施特恩教给他的怀疑论此时派上了用场。他觉得这太机械了，而活生生的人参与的经
济活动不可能这么简单。他回忆当年坐在哈佛听一位财政专家讲课说，一点点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脑海里情不自禁地一直闪烁着四个字：“胡说八道”。 　　而上世纪70年代主持美联储的阿瑟·伯
恩斯，依据的正是这一学说，在失业率出现上涨苗头时就会降低利率。货币主义的开创者米尔顿·弗
里德曼批评说，这会导致通胀率的不断提升直至失控。果不其然，到了1979年，通胀率已经接近15%
，而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前所未有的“滞胀”局面不仅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神话，而且让美国
人变得焦虑、茫然。“通胀像病毒一样窜进人的大脑，改变人们的意识。”而一旦通胀预期生根，就
难以再降下来。 　　美国正在陷入危机，需要拯救者，沃尔克很想扮演这个角色。但1979年被卡特总
统提名为美联储主席，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7月25日早上7点半，一阵来自白宫的电话铃声改变了他
的命运。他重任在肩——执掌美国央行，把国家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正式任职后两个月，在10
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沃克尔旗帜鲜明地发出了与通胀开战的信号，他强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
把更多精力放在控制银行准备金水平上，宣布将贴现率从11%提高到12%，并针对银行间借款推出特
别准备金要求。《纽约时报》随即刊出社论，称沃尔克为赌徒，将他抗击通胀之举比喻为一战中法军
为守住凡尔登而不惜付出血海尸山的代价。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沃尔克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
一路将短期利率提到了高达19%的水平，宁肯把美国经济拖入衰退也要战胜通胀。他所展示的决心最
终击败了市场上的通胀预期，一直倔强上扬的黄金价格终于下跌了。直到今天，大多数人都愿意承认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衰退是必需的，是为了降服通胀这头巨兽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现任美
联储主席伯南克曾评价道，沃尔克“打下了美国几十年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的基础”。 　　平衡预算
计划 　　沃尔克很讨厌媒体把他的做法称为赌博，“我平生唯一掷过骰子的场合是陪詹妮思和吉米两
个孩子一起玩大富翁游戏——而且我不喜欢输。”但无论如何称呼沃尔克的冒险行动，它达到了预想
效果。但虽然通胀看起来终于被驯服了，还有一个顽疾没有解决，那就是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仍一直保
持在高位。沃尔克认为通胀预期的下降应该会导致长期利率降低。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不少
经济学家把批评矛头指向了里根的财政政策。 　　在沃尔克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美国总统已从卡特
换成了里根。里根政府实行减税政策，因此需要更多通过借债来弥补财政开支。或许是因为政府借债
与私人借债产生了竞争，才导致了长期利率居高不下。沃尔克虽然没有明确支持这一看法，但他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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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动来为之背书，向里根政府施压。1982年，美联储在严峻衰退的局面下仍然将利率提升了两个百
分点。这是在向里根政府传递讯息：如果不采取措施抑制赤字增长，投资者就不会对未来的通胀率感
到放心，因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也不会下跌，而美联储宁愿冒着进一步加剧衰退的风险，也要降低市场
的通胀预期，从而将通胀的余火彻底掐灭。在沃尔克的这番隐性“逼迫”之下，里根政府在这一年实
行增税，到1985年又进一步削减了赤字。 　　沃克尔以此帮助恢复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责任。他不愿意
以印钞的方式弥补预算赤字，即所谓的“赤字货币化”，为政府的无度开支埋单，而是迫使国会通过
了平衡预算计划。这也是帮助里根兑现了他竞选时承诺的财政纪律目标，提振了里根的声望。虽然沃
尔克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公心，但这或许也影响了他和里根的关系。 　　高压下的硬骨头 　　回顾以
往，沃尔克一向原则性非常强，公事公办。其实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时期他就有机会出任美联储主席或
财政部长，但可能因为两位总统都觉得他独立性太强，不会俯首听命，没有选中他。而卡特在任命沃
尔克为美联储主席时，他的经济顾问班子就警告他，不要让沃尔克这样强硬、独立、直言不讳的人去
执掌美联储，这会危及卡特自己的政治命运。结果，沃尔克果然“不负众望”。在1980年大选前夕，
卡特不希望美联储实行影响人气的高利率和紧缩政策，但沃尔克以美国经济大局为重不为所动，坚持
紧缩，这部分导致了卡特竞选连任失败。以这种方式“回报”提名自己出任美联储主席的卡特，沃尔
克展示了自己的“硬骨头”风范。他虽然对卡特感到抱歉，却坚持自己做法的正确性。 　　当然，背
后的原因还是美联储的机制本身就能确保其独立性。美联储委员会共有七名理事，均由总统任命，任
期14年，但为了防止政府干预央行自主权，国会七名理事的任期错开分配，从而使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一任总统最多只能任命两位新理事（但如一位总统竞选连任成功，理论上就可任命四位）。但是，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一个央行行长如果不知道逢迎政客，而是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己的原则
，或许也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1986年2月，第二总统任期中的里根又任命了两名理事。《纽约时
报》嗅到了气氛的变化。该报写道，这可看作对沃尔克控制权的威胁，可能加速沃尔克的离职。在两
周后的一次会议上，就是否下调贴现率，美联储委员会产生意见分歧，结果沃尔克的不下调主张以3:4
的比例落败。虽然这场内斗没有迫使沃尔克直接辞职，但他已经产生了警醒，美联储不是一个纯粹的
只关乎公共利益的机构，它同样不能摆脱党派政治的沾染。或许里根的经济班子已经对坚持紧缩的他
有些不满了。此后沃尔克逐步释放一些去职信号，并在次年6月提交辞职信。西尔伯写道，当天投资
者疯狂购入黄金，就跟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要出任美联储主席一样。 　　一个美联储主席要面对各种
压力。政治家总是希望在短期里拿出更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数字来讨好选民，即使为此牺牲长期利益
。但政治压力只是一方面。作为美联储执掌者，沃尔克还需要应对学界的压力。 　　学者与政治家是
完全不同的生物，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独特需求。学者的观点经常要与众不同才能赢得听众，而且需要
保持学说在理论上的纯粹性，才能有学术价值。学者往往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也希望决策
者为他们坚持的主张背书。在沃尔克时代，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都在呼吁他严格
按照本学派准则而行，但作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必须保持务实态度，权衡现实因素，将不同学说的
合理与可用之处兼收并蓄，而不能拘泥于教条。 　　沃尔克上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二天，就接到1976年
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封来信，呼吁他实行果敢、稳定的货币政策，但沃尔克
并未照本宣科地依照货币主义学说施政，在依靠货币供应量工具控制了通胀之后，就继续坚持相机抉
择的政策。另一方面，弗里德曼也对他1979-1982年的政策打出了不及格的分数，并断定美联储根本就
没实行过货币主义实验。另一方面，民主党里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不喜欢他，其领军人物艾伦·布兰德
对他的成就不屑一顾，认为他不过是依靠代价过高的政策遏制了通胀而已。但沃尔克在货币主义和凯
恩斯主义的双向夹击下左遮右挡，坚持美联储的独立政策，最终为美国经济换取了一个美好时代。 　
　沃尔克规则 　　但西伯尔认为，继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未守住沃尔克的胜利果实。在沃尔克
辞职后的20年里，经济长期增长而通胀保持低位，被经济学家称为“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盲目乐观地声称困扰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已被驯服。但这也是一个冒险与债务积
累的年代，监管机构放松了警惕，危机在酝酿。 　　对此沃尔克不是没有先见之明。他在2005年的一
次演讲中就警告：“婴儿潮一代人开支无度，好像明天末日就要来临⋯⋯房价不断上涨，而我们还在
不断买房⋯⋯别看资本市场现在这么友好地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它也是十分脆弱的一环”。但没有
人重视这警告，或许大家觉得这个已经口齿不清的老头思想陈旧，不理解已脱胎换骨的“新经济”的
精髓，或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注意而故作惊人之谈。 　　但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曾被吹捧到天上的
格林斯潘的地位一落千丈，而沃尔克的老派稳健政策似乎更让人怀念。于是81岁的他临危受命，2008
年被奥巴马任命为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 　　此番出山之后，沃尔克最为人铭记的表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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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沃尔克规则”，这也成为他的新名片。沃尔克规则非常简单，就是限制商业银行从事投机性交
易。本轮金融危机中，华尔街大银行出现“大而不能倒”问题，以至于绑架联邦政府决策，需要以纳
税人的钱去救助。沃克尔的逻辑很简单：如果美联储作为最终贷款人为银行提供支持，就会产生道德
风险，继续让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业务就是拿纳税人的钱赌博，因而必须规制。 　　对“沃尔克规
则”也不无批评。中国经济学家胡祖六就评论称，沃尔克把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押在了一个过窄的议
题上。但其实并不是沃尔克自己愿意这么押宝的。奥巴马是在这项规则正式公布前夕，在他的首席政
治策略顾问阿克塞尔罗德的建议下，才建议用沃尔克的名字为其命名，而沃尔克起初并不赞同这么做
。因为很明显，沃尔克一生的贡献远比“沃尔克规则”丰富，而这项命名可能让后世对他历史遗产的
理解狭义化。其他人或许会对这样的冠名自矜不已，但沃尔克其实是做出了牺牲，他同意奥巴马借用
他的声威来推行金融改革。 　　其实，这不是沃尔克第一次牺牲了。沃克尔为公职放弃了在金融界可
轻易获得的高薪。在从纽约联储行长转任美联储主席后，年薪从11万多美元降到5.75万美元，他只能
抽“掷弹兵”牌雪茄，尽管有位雪茄迷曾告诉他，这牌子有点“烟草掺马粪的味道”。开会时看到桌
上有企业界富豪摆放的高档雪茄，他会主动将其推到一边，以免自己受诱惑。他的妻子芭芭拉患有风
湿性关节炎，儿子有残疾需要妻子照顾，而芭芭拉在建筑公司工作，还不得不兼职一份簿记员工作，
为了补贴家用，还曾将纽约公寓的一个房间租了出去。这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呼风唤雨的美联
储主席的生活。 　　可以说，沃尔克是一位老派的职业银行家，驱动他的是美国传统的急公好义与爱
国精神，为捍卫美元和美国的声誉而鞠躬尽瘁。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立群在为本书中文版
写的序中把沃尔克比喻为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季文子，“无藏金玉，无重器备，相三君而无私积。”
笔者则想到了罗马早期共和国时代廉洁清正的执政官。新一代的银行家们或许更懂新技术，更善于与
媒体打交道，更注重自身形象，不会在开会时嘴里还叼着雪茄吞云吐雾，但他们可能缺乏老人们的韧
劲与自我牺牲精神，而要走出当前的金融危机需要打硬仗，正如沃尔克2008年重新受任时《新闻周刊
》调侃的，总统经济顾问中“终于来了一个成年人”。 　　“我们无法用一个精确的共识来描述沃尔
克应对危机的方法，那更像是一种艺术，一种原则与妥协的结合，让人想起西部拓荒时期小镇上主持
正义、孤军奋战的警长。”西伯尔这么总结“沃尔克Style”。这种忠诚、严肃、廉洁、独立的警长精
神，是美国传统中最宝贵的遗产。沃尔克朴实无华，重剑无锋，而又无往而不利。 　　“国乱思良将
”，今天的美国正在谨慎挑选伯南克之后的美联储新主席，无论是耶伦、萨默斯还是其他人，都可以
从沃尔克身上汲取智慧和道德力量。而对中国读者而言，阅读本书除了有更深入了解美国40余年金融
史等意义外，更重要的是明白一位可以和总统“叫板”的央行行长应该具备怎样的操守，怎样在政治
与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浪涛中独立引导经济政策的前行，以及这一切所反映的保障央行独立性的治理
机制。
2、说实话，我本人很喜欢了解财经类的信息，当时去看这本书也是冲着名人的推荐，想了解下美国
过去的金融的发展。不过看完之后不是特别懂，只是知道保罗为美元，为国家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很是
敬佩，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身边很少了。同时为了自己的坚持不怕得罪上级，又是我们当下缺失的一
种优秀品质。书中我看到保罗从上级哪里学习穿着、礼仪、社交、谈判很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一个
人要想前进，必须不断的汲取知识，从书上、朋友、上下级等。我们要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力
挽狂澜》是一本好书，我们能从书里找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大部分我不是很感兴趣，涉及专业
知识比较多，但是其中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好好琢磨下。
3、在《自由主义不死之谜》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经济理论与时政总是紧密相连，当年的
凯恩斯主义造就了战后的复兴，但又由于后来政策的弊病而受到抛弃，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主义为旗帜
的里根-撒切尔改革，但是——注意了，但是后面永远才是关键——为什么21世纪这场新自由主义所导
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使得自由主义垮台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政策被绑架了，总统与国会议员被
大资本家所派来的说客说服，所以无法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革，也因此才有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然而
，《力挽狂澜》一书，却给了我这样一个启发：或许，正是由于受自由主义影响的这群人现在还活跃
在政治舞台上，才不至于政府的导向发生偏移，但他们同时也在努力的让政策去适应改变。《力挽狂
澜》是保罗·沃尔克的第一本传记，当然，我相信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本，因为本书更多的是忠于传主
的意思，没有采用更多的资料进行分析，而作者对于传主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你都可以在插图
中看到一匹名为“沃尔克”的赛马在比赛中一马领先，但问题是，这对于我们了解沃尔克到底又什么
好处呢？当然，这本书的可取之处或许还在于它翔实描述了传主的生平。作为曾经的美联储主席以及
现任的总统顾问，沃尔克无疑称得上改变世界金融格局的人，在他的领导下，美联储最大的改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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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利率，转向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并成功抗击通胀，而到了奥巴马时期，关于限制银行从事自营
限制的有关规定，更是直接被命名为“沃尔克法则”。而本书在描述着两个重要时期之外，还重点讲
述了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沃尔克的经历，乃至沃尔克小时和学生时代所受到的影响。从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沃尔克是一个深受父亲影响的人，始终将责任放在首位，而另一方面，在他的大学
生涯中，他虽然接触到了凯恩斯主义，但他真正信服的还是自由主义。而正是这两重影响，导致了后
来的沃尔克和后来沃尔克所改变的金融世界。金融，是政治与经济的媾和。我们很难说自由放任主义
就是真正的自由，当国家不得不为了发行的钞票负责时，金融就已经脱离了纯经济的考量。而在“对
峙黄金”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沃尔克的反思。如果说，过去美元换黄金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那么
后来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无疑是美国最大的一次违约，在沃尔克心中自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
问题是，如果还坚持美元对黄金，那么只可能美国越来越糟，世界也越来越糟。而在金融政策的考量
中，也就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让我们说回最初吧，难道沃尔克不知道现在的金融业乱象
吗？但沃尔克并没有建议奥巴马去更多的限制金融业，不仅因为金融业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原因或许
是，自由主义可能不好，但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而我们做的，或许只能是以如履薄冰的方式进行
改革，而这点，既需要责任，也需要偏执。从这点来看，英文原名The Triumph of Persistence或许就可
以译为“只有偏执狂才能赢得胜利”。
4、快递送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两本，因为真是太厚了！！很难想到这是能把我看哭了的一本书，一
本金融书，一个讲银行家的传记既然看哭了。抛开哭的这个话题，首先说第一个好感吧，注释非常多
，我喜欢注释多的书，特别喜欢，能把引用的内容都做注释是一种负责、谦虚的态度。把晦涩难懂的
地方做注释，是一种体贴的态度。我对注释多的书印象都不坏，评这些内容丰富，长知识、有内容的
注释就可以直接给4星了。另外是里面很多经典的话比如“应当承认，在一个强大的体制内，任何执
掌者想要挣脱其运行的规则，无论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都是很困难的。试图改变这个体制的意识形
态和主流思想，更是谈何容易。即便如此，也不能低估个人的作用和力量。”再比如“世上本无捷径
。”“他要为坚守承诺而付出代价”。而让我潸然泪下的，是第17章，沃尔克作为科里根的导师，“
既教他用假饵钓鱼，也教他如何当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这让我一下就想起了我的老师，他
也是这样，不顾及别人的眼光，既教我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也教我如何用自己的手段，让那些恶毒的
人付出代价。因为他的缘故，我才能这么顺利的成熟、没有为这种成长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我看到这
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写个跑题的书评，作为一个不合格的书评人，我总是不能控制自己在
书评中过多的泄露自己的情绪，可能是因为我是女人，也可能不是。阅读这位金融巨匠的传记，直接
可以看到他所影响的金融格局的变迁，从一个我不了解的角度阐释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影响。
5、Shallow: By Louis S. Barnes II on October 29, 2012. 大部分都同意。首先简要转述一下书评人的观点:1. 
所依赖的资料比较单一：大部分是Volker自己的讲述，还有少量别人的日记和新闻剪辑；2. 对于事情
停留于表面描述，很少有深入分析：涉及到跟Fed有关的各个部门和机构的相互厉害关系没有分析；
对于金融史的表述，完全可以在wikipedia上找到更简洁的版本。3. 对于Fed的介绍，远不如&lt;Secrets in
the Temple&gt;和&lt;Lords of Finance&gt;. 下面是直接抄的原文：A short professional critique makes three
points. How was it possible to write this history without a single mention of oil as a component of the Great
Inflation, and how the Fed then or in the future might better deal with similar &quot;price shocks&quot;? Or to fail
to explain to any audienc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ice shock and morphing into a wage-price spiral? How was it
possible to leave out any mention of the savings and loan industry? Mr. Volcker's ultra-high-rate strategy in 1979
threw the entire $3 trillion (constant dollars) industry over the side without any plan at all, callous and narrow
policy. Subsequent policy error (mostly Reagan and Congress) later made S&amp;Ls all the worse (still on Mr.
Volcker's watch), but 75% of 7,000 S&amp;Ls were insolvent at Mr. Volcker's hand alone by 1982. A third
significant omission involves Mr. Volcker's embarassing and institution-damaging last year as Chairman; Mr. Silber
offers nothing but Mr. Volcker's version and some newspaper clippings.所以我只能猜想，本书最大的价值，
在于它是关于Paul Volcker的第一本传记。
6、最近中国资本市场到了崩溃的边缘，多次千股跌停，很多家庭损失惨重。与其焦虑，不如读史明
智，展望未来。这本传记比较专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伟大的博弈》，不愿看书的朋友可以看电
影《大而不倒》。陈元、金立群、朱民、胡祖六的推荐序可以作为读书笔记样本，成思危、基辛格、
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末日博士鲁比尼、英格兰银行行长默
文·金、亨利·考夫曼等的特别推荐也让人感受到沃尔克的分量。沃尔克父亲是美国新泽西州博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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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乃克市的行政长官，管理小城20年间人口增加了两倍，而根据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该市人口
有39,776人，类似中国的乡镇。沃尔克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公私分明，深思熟虑，拒绝感情用事。这本
传记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资料详实，从幼儿园的成绩单、明信片到各种文件，每章参考文献近百条，
和《货币战争》等小说形成鲜明对比。美剧《丑闻》、《纸牌屋》等有点像大陆的宫斗剧，书中的细
节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争执与合作，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不仅靠制度设计，更需要坚韧与妥协，沃尔克
不惜得罪任命自己的两位总统，迫使里根与企业竞争资金以弥补预算赤字，甚至接受短暂的经济衰退
。经历过物价闯关的人会理解两位数通胀激起的民怨沸腾。沃尔克亲自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促成了浮动汇率制，美元由此脱离金本位的约束，走向通胀的不归路。从1934年一盎司黄金20.67美
元到2011年的1923.20美元。背后的代价是沃尔克50多岁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年薪只有5.75万美元，只身
一人在华盛顿租住大学生公寓。患病的妻子做两份工作，照顾残疾儿子，为了增加收入，还把家里一
个房间租了出去。沃尔克规则“银行不能：（A）从事自营交易；（B）收购或发起设立对冲基金或私
募股权基金，或保留此类基金的任何股权、合伙人份额或其他所有者权益。”
7、真厚！这是第一印象。真是阅读速度慢了，三个周末，也没能翻完。其实，这样的书，需要有整
段的时间，一口气翻下来，要不真会出现翻到后面忘记了前面。保罗的一生，间接反映了美国金融界
的风云变幻，可他不是在那个世界制造波涛的人，而是一双掌舵的手，他的正直和坚持，令人敬佩。
和他联系起来的，是这个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美国总统、财经部长，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足够影响
这个世界，而他，是他们背后的力量。从肯尼迪到尼克松，再到如今的奥巴马，每一位身后，都有他
的身影。金融，从来都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政策背后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是财阀的利益权衡
。再来看上世纪日元的升值，这之后不缺保罗的身影，他选择了对美国最有利的方式，可于日本，那
是对日本经济的重创，日本累积的财富，轻易被洗劫，之后的很长时间，都处于恢复期。只是，这里
没有对错，只有立场。就像如今，在每一场中美较量的背后，始终是利益。我只是会怨恨，为何没能
有像保罗这样的人，站在中国政治家的背后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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