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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两千年》

内容概要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内容简介：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
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
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
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
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
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
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
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
年》一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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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两千年》

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8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
”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
、《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等。 其中《大败局》被评为 “影响
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与“2007和讯华
文财经图书大奖”及“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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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两千年》

书籍目录

前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战国）－公元588年（魏晋南 北朝）：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第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
第三章 铁血兵马俑
【企业史人物】奇货可居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第五章 帝国的逻辑
【企业史人物】弘羊难题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企业史人物】石崇斗富
第二部 公元589年（隋唐）－1367年（宋元）：“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唐诗商人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企业史人物】妇人经商
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第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的中国
第三部 1368年（明）－1867年（清）：超稳定的夕阳期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第十三章 晋徽争雄
【企业史人物】耶稣教士
第十四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企业史人物】南方海盗
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
【企业史人物】商帮会馆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企业史人物】日升日落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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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两千年》

精彩短评

1、一部从经济的角度看待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史的书。“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
由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导致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必然结果。阅读本书让我明白了很多历史教课书上
概念的深意，比如“重农抑商”、“中央集权”、“闭关锁国”、“男耕女织”等等。本书算是在尝
试回答“李约瑟之问”，而我认为作者的解释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中央集权→国有专营→ 官商勾结
→权力寻租。在此逻辑下，商人通过获得特权而获利，再用利去贿赂以获得更多的特权，商人失去了
扩大生产、不断创新的动力，“从研制更好的捕鼠器向获得捕鼠特权转变”。而紧密的官商关系，导
致王朝更替、政令变迁都会让商人倾家荡产，商人追求享受而不再创新，生产力再难提高。中央集权
国家将稳定作为最高追求，“闭关锁国”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中西差距不断加大，方有屈辱百年
2、之前的书都写的不错，后面越写越透露着功利和精英的优越感，为不到30年的公司开始写《腾讯传
》意味着他的衰落，这本书也是多数为史料的整理，个人主观盖棺定论的成分很大，总理提到的工匠
精神真的是恰逢其时。
3、很不错的书，当然观点都是自己的，需要自己去辨别适合自己的；会再读第二遍第三遍的书。
4、“控制”似乎是写进了中国人历史基因的词，政权对人民的控制，家长对小孩的控制，好像除了
上下结构，中国人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平等互处。可惜未来文明“创新”是第一动力，而“创新”只能
根植于人性自由的解放，如果我们不能互相放手，让对方去闯，去冒险，中华文明没有未来！
5、可以
6、相比较内容，名字取的过于大气了点。
7、感觉吴晓波将两千年的商业史系统阐述了一番，给了我们一个基本框架。不足之处在于材料冗杂
，对制度变迁缺少深入本质的剖析。这两天我读了时寒冰的未来二十年，发现其对本质的描述更能吸
引人，我读起来欲罢不能。
8、千年以降，中国的经济模式依然充斥着浓浓的中央集权的意味，往复与国进民退-民进国退间，而
经济也往复与萧条-刺激-繁荣-萧条间。2000余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又再次面临了一个中央集权化
的时代，而我们的经济前景却在无数的历史中证明，我们无法去期待一个光明的未来。
9、非常不错！通过此书看明白了了很多问题，有时间一定再读一遍，并补上读书笔记！
10、【2016-60】这本书真是太好看了！给我的震撼远远超过《激荡30年》，好看到让你绝对想要拥有
。这本是朝图借来的，等过两年想看第二遍的时候自己一定要买一本。喜欢这种大历史、东方西方两
个空间的横纵比较，但如果有个总结回顾就更好了，今天读完最后一章略有些遗憾和意犹未尽，感觉
戛然而止。陈志武是学者出身，所以从历史讲起经济问题说的很透，吴晓波记述经济与政治史的视角
不错，但感觉还可以再深入挖掘一下。比较喜欢这种偏学术有引述考证的写法。如果是自己的书，真
想疯狂在上面做笔记啊。历史太长，人物太多，完全要读第二遍。比上学时政治角度的历史有趣多了
。ps，本年度读完的最后一本书地61本应该是最近重温的《白夜行》了吧。。。。
11、关于盐铁专营、国有经济部分的内容最有价值。
12、从两千年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迹可循，但个体能否承担起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选择已知
的规律则要考验人性。中国每历70年稳定必会出现盛世，从中国解放至今已6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
近40年，中国现代的盛世必将在有生之年见到。书中很多论述发人深省，倒数第二章最后两段对官商
经济的分析尤为经典。
13、内容详实，通俗易懂。只读到五分之一就还了所以不打分。
14、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历史是创新，其实只是重复！
15、吴晓波
16、这一系列完整了，不过还是一般。
17、在kindle上读的，从春节前，在地铁上，断断续续一直读到现在才读完，陆续读了《激荡三十年》
、《跌荡一百年》，非常敬佩吴晓波老师写这样史料详尽的大部头的毅力，也感恩从中获得的巨大收
获，是中国的经济史、金融史、社会史的梳理。一定要收藏纸质版本的。
18、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商业历史长河中看，得出的结论很清晰。

Page 5



《浩荡两千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