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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布兰兹，住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因《美国第一人：本杰明弗&#8226;兰克
林的生活和时代》而成为普里策奖候选人。作者著有20多本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安德鲁&#8226;
杰克逊：他的生活和时代》、《孤独的国家：得克萨斯州独立战争史诗》、《黄金时代：加州淘金热
和新美国梦》、《美国自由主义的离奇之死》、《美国第一人：本杰明弗&#8226;兰克林的生活和时代
》、《企业大亨》、《美国欠世界什么：为了外交政策的初衷而努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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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货币问题第一章 资本贵族第二章 银行之战第三章 联邦债券第四章 黄金大阴谋第五章 政府的保护
神结语 回答货币问题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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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2、美国金融两百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尼古拉斯-比德尔，杰伊-库克，杰伊-古尔德，J.P.摩根，保
罗-沃尔克，格林斯潘。
3、这书应该是和《货币战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阐述了美国金融史，文字也很
浅白，对于喜欢历史和经济的读者来说，看看还是不错的，但对专业人士来说，就有些不过瘾了。
4、老师要求看的，初步尝试看此类的书，觉得还行，不难看懂，但所有的书都是这样，不能告诉你
确定的结果。。。
5、:( 无新意的书
6、说真的，这本书可能是翻译的人看到国外的作者对美国金融方面的书在国内热卖，所以就看了一
本就凭借自己的英文水平还可以就弄过来卖。且不说这本书（中文版）的作者的观点及其含糊，给人
一种讲故事的感觉，但是故事讲的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说了那么俩人的发家历程，真想不出来这样的
书对读者有什么作用？还是希望当当网把该书剩余的大部分退给出版社吧，省的压在手里买不出去！
！我的感觉就是：内容不新颖，讲述的不精彩，观点含糊（其实基本没有），还要价那么贵？难道逼
我们看盗版书不成？
7、说实话，这样的书很多，这本可读性一般
8、感觉货币战争要时讲罗斯柴尔德 那货币贵族就是讲摩根的⋯⋯
9、相对枯燥的美国货币学。华尔街脚下的美元体系诞生记，最终造就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世界货币体
系。
10、其实这本书还可以, 读起来可以说渐入佳境。也许美国历史太短暂了, 读来读去总是那么几个人
。Ps.我渐渐有种体会凡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名字很动听」的 畅销书多少都有骗钱的意味...
11、没有多少教育和启迪，当小说看。
12、想再了解一下摩根。。觉得他似乎很有看头。
13、一般般吧，很普通的书，随便看看还是可以的
14、觉得没讲出什么，翻译又差。
15、2007年，一本货币战争红遍了中国，捕风捉影来建立的阴谋论被无知的我们奉为经典。于是，看
书的人哗然了，仿佛自己真的看到了金融迷雾中那背后的风景，然后如醍醐灌顶般，恍然大悟，发现
自己不过是个别人的玩物⋯⋯不过，至少，无论是阴谋论也好，历史真实也罢，货币战争还是能给人
带来一些关于国际金融的思考，而且在市场上，货币战争确实也打了一场漂亮的“货币战争”。一本
实际上内容并不是非常好的书定价为38元，就是玩了个概念，玩了个那些也许根本不存在的概念，中
信赚了个衣钵慢慢，于是乎，中信不满意了，世界大战还打了两次呢，为什么我不能在出本“货币”
书？这样，货币贵族诞生了。从价格上看，货币贵族也确实贵族，不厚的一本书，卖到32，里面文章
的行距大的惊人，实实在在的东西却少得可怜，一段段野史读下来，也许还真会有点新鲜感，但实际
也许并不是那么回事⋯⋯就像那过去的“贵族”一样，盘剥着读书人并不充裕的腰包，紧紧因为，货
币战争打的太漂亮了，中信没捞够⋯⋯中信，这个浮躁的时代造就了你这几年的成就，不过，国人不
会这么一直愚笨下去的，概念玩的好，但也不能忽略了书最重要的东西。中信，你不要太中信了⋯⋯
16、没有后悔买这本书,看得很过瘾,很受启发,也很长知识,而且通俗易懂
17、非常难看，还不如去看枯燥的教科书。
18、了解历史挺好的一本书，从汉密尔顿讲起的很多美国nb的人物，就是最近没了开学初读书的心境
了⋯⋯
19、比货币战争靠谱点,可以当比较认真的历史书读.

20、翻译的有些别扭~
21、中信出版社就靠货币吃饭了。这本书空洞无物，实在不值得一读，而且定价太高，性价比太低。
22、不必读书目 exactly～
23、美国初期的财经风云人物和美联储及其前身的历史
24、以国债为主线，表现了美国金融史上出现的一系列为国家前途做出英明决定的伟大人物，信仰与
政见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强大，这里面才有着历史的见地，这不是金融教材，这是历史，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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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的国债史。可以见到国债在一个纪律民族里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25、货币家族的故事。
26、看这本书需要对美国的历史有所了解，要不然，读起来有些晦涩。
27、不如去读读 《伟大的博弈》
28、我觉得很好~希望每天都能看完这么一本书就好啦~
29、没看完就到期了，不得不还⋯⋯
30、没有新的内容了和货币战争比
31、但快递推迟了几天才送货,理由是五一没上班,可我要求是全天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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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同类书籍中，感觉还不错，不过也仅仅是不错的而已内容较为单调，而不是所谓的场景再现。
就好像网游给你了A任务，然后你需要按照A这个方法去做而已，而甲恰恰用了A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他人用B或者C都失败了。第一遍粗略的看了以后，只记下了汉密尔顿等寥寥几个人名，以及些许
的事迹。第二遍再去读，虽然坚持读完， 但是它的单调令人反胃，我不会再去读第三遍了，绝对不会
。本书的亮点或者说是优点在于他是按照美国的建国历史进行描述的，便于理解各种事件。
2、大致介绍Alxander Hamiltom, Nicholas Biddle, Jay Cooke, Jay Gould, John Pierpont Morgan五位被作者称
为“The Money Men(货币贵族)”人物的故事，但内容比较少，有些事情的前因后果说的不太清楚（毕
竟全书只有两百多页，十多万字）——尤其是摩根部分。
3、在该书陈述的人物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在众多关于汉密尔顿的书籍
之中，当属罗恩·切诺(Ron Chernow)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2004)一书描述得最为出众。而由理
查德·布鲁克黑舍(Richard Brookhiser)编著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人》(1999)一书，虽在篇幅
上不及前一部书，但内容也相当精彩。而在《非凡的生活和美国国债史》一书中，作者约翰·斯蒂尔
·戈登(John Steele Gordon)则围绕国债这个主题向读者展示了汉密尔顿那非凡的生活。托马斯·佩恩
·戈万(Thomas Payne Govan)编著的《尼古拉斯·比德尔：国家主义者兼公共银行家1·786～1844
》(1959)堪称是一部完美的比德尔的个人传记。而描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比尔德两人围绕第二银
行斗争的书有：罗伯特·V·雷米尼(Robert V Remini)的《安德鲁·杰克逊》第2卷(1981)、第3卷(1984
，)，H·W.布兰兹的《安德鲁·杰克逊：他的生活和时代》(2005)。用全面和友好的角度描述杰伊·
库克的书有：埃利斯·帕克森·奥伯霍尔策(Ellis Paxson Oberholzer)的《杰伊·库克：内战的筹资者》
第二卷(1905年，1968年再版)以及亨利埃塔·M·拉森(Henrietta M·Larson)的《杰伊·库克：私人银
行家》(1936年，1968年再版)。而他投资铁路一事则在下面的书中有所描述：约翰·L·哈斯伯格(John
L.Harnsberger)的《杰伊·库克和明尼苏达州：北太平洋铁路的筹建，1868～1873》(1981)，M·约翰·
鲁贝金(M.John L,ubetkin)的《杰伊·库克的赌博：北太平洋铁路、达科他人、1873年的危机》(2006)。
以前关于杰伊·古尔德的事情只能从历史学家那里获取，但自从有了莫里·克莱因(Maury Klein)所著
的传记《杰伊·古尔德传奇一生》(1987)出版后，人们就有了另一个了解他的途径。出于对杰伊·古
尔德的兴趣，肯尼思·阿克曼(Kenneth Ackerman)写了《黄金战场：吉姆·菲斯克、杰伊·库克和1869
年的黑色星期五》(1988)一书；查尔斯·R·莫里斯(Charles R.Morris)写了《商界大亨：卡内基、洛克
菲勒、库克、摩根推动下的美国经济》(2005)；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编著了《强盗式资
本家：美国的大资本家，186l～1901》(1934年，1995年再版)。而故事性很强的是约翰·S·戈登的书《
华尔街荡妇：杰伊·库克、吉姆·菲斯克、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伊利铁路之争，华尔街的诞生
》(1988)。J·P·摩根被人们公认为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罗恩·切诺对摩根的描写是最为
深刻的，他撰写了《摩根公司：银行时代和现代经济的起步》(1990)一书，关于摩根的传记有琼·施
特劳斯(Jean Strouse)的《华尔街之子摩根》(1999)；安德鲁·辛克莱(Andrew Sinclair)的《海盗：精明的J
·P·摩根》(1981)。那些撰写的关于资本家的书往往都是陈旧的、无趣的。布雷·哈蒙德(Bray
Hammond)的《美国的银行与政治，从独立战争到内战爆发》(1957)和《主权和空钱包：内战时期的银
行和政治》(1970)就是这样的书，但不得不承认它们写得很好。拉尔夫·C.H.凯特罗尔(Ralph
C.H.Catterall)编著的《美国第二银行》(1902年，1960年再版)也是这样的一本书，但它却是写得最好的
一本书。相比之下，爱德华·S·卡普兰(Edward S.Kaplan)所著的《美国银行和美国经济》(1999)在内
容和写作风格上就稍逊一筹。专业一些的书有：苏珊·霍夫曼(Susan Hoffmann)的《政治和银行：理念
、公共政策和金融机构的诞生》(2001)；霍华德·博登霍恩(Howard Bodenhorn)的《美国早期的国家银
行：一个新的经济时代》(2003)，罗伯特·E·赖特(Robert E.Wright)的《华尔街：栗子大街、费城金融
机构的建立》(2005)；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的《商道：内战时期的借贷》(1992)。    如果想了
解美联储的建立和经营情况，建议你可以看一下詹姆斯·利文斯通(James uvingston)的《联邦储备系统
的起源：资本、阶级和资本主义，1890—1913》(1986)或伯纳德·沙尔(BernardShull)的《第四极：美联
储的权力和影响》(2005)·而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的《神秘的机构：美联储的经营之道
》(1987)是一本专门介绍美联储的书。描述经济危机的书总是很有意思，这样的书有：罗伯特·索贝
尔(Robert Sobel)的《华尔街危机：1987年经济危机引发的美国灾难》(1988)，埃尔穆斯·威克(Elmus
Wicker)的《镀金的银行危机》(2000)。若想了解华尔街，你可以看下面的书：查尔斯·R·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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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Charles R.Geisst)的《华尔街史》(1997)，史蒂文·弗雷泽(Steven Fraser)的《投机商：美国人生活中
的华尔街》(2005)。--------------------------------------------------------------------------------
4、有一段时间未读这类经济类书籍了，不为其他，只是目前这类书籍大多炒作得非常厉害，但只要
随手翻几页，就颇让人失望，所以还不如不看。这本《货币贵族》是朋友推荐给我看的，书不厚，断
断续续将它看完了。掩上书卷，仍难掩失望。此书的可读性还不错，但内容似乎太简单了。《货币贵
族》似乎是想写作一部关于美国货币历史的著作，他选择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从美国建国伊始写起，
将影响着到美国货币政策及其走向的关键人物，一一将其故事写出，货币的历史也展现出来了。就作
者是个历史学家，历史的脉络把握得很清楚，但对于经济似乎缺乏更深的了解，本书能见人而难见货
币，对于货币对于美国历史的深刻影响，没有更深入的探讨。作者将故事叙述得很清楚，不过对故事
后面的因果关系没有进行分析，故事即使再精彩，也仅限于关于货币的花边新闻。本书能对读者有更
多的启迪吗？说实在的，我抱持着深深的怀疑。况且其中的很多故事，我们早已从其他著作中得知。
说句不客气的，此书同国内许多其他同类注明编著的书籍一样，只是作者的编辑粘贴之作。看《货币
贵族》时，能引起我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即货币与美国历史紧紧地缠绕着，脱离了货币，关于美国
历史的叙述就是不完整的。美国的几个大的历史事件，经济的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美国的独立
战争，到美国联邦制的建立，再到南北战争以及美国两次参与世界大战，均是如此。《货币贵族》一
书亦作了叙述。从第一银行第二银行的存废，到美联储的建立；从国债的销售，绿钞的发行，到金银
本位的互换，货币问题其实一直是美国政体动作的核心问题，决定着美国历史的走向。以前我们过多
地强调了那些政治强人们的作用，而忽略了资本强人也即是书中所称的货币贵族的影响。自从人类有
私有财产以来，人类之间的纷争，大抵都是利益之争。各方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
的方向。财富的归属与流向，也决定了社会的形态。因此从货币史来研究历史，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
事情来。其实，中国的历史亦是如是。最近，我看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较多，特别是近代史方面
。看时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货币究竟在中国有中国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二十四史之中，
每一史后面都有食货志，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描述，从中可以大致看出些脉络来。不过，对于经济特
别是货币，我们的历史一般将其置于不太重要的地位，对于那些经济强人或者决定着重要经济走向的
历史事件，未做过多的记载，最有名的一次事件是关于盐铁的辩论。中国铸币的历史很悠久，但铸币
的材料大多采用铁与铜，而对于金银等贵价金属的使用，则基本上是处于其原始状态。如在中国使用
很多的白银，几乎未以银币的形式发行过，而是以银锭的方式使用。对于金的使用，无论是从奢侈饰
品，还是作为交换的货币，使用更是少见。相反，像帛、丝绸等，作为货币使用的情况则很多。而中
国官员的俸禄，更是以粮食来结算，直至清朝时仍是如此。五斗县官、升斗小民的称谓，我们现时仍
在使用。纸币据称首现于中国，其实现实生活中使用更少，而且不是以中央政府的信用作担保，更多
体现的是私人银号的信誉。中国的货币制度一向是比较混乱的，如果有人对此做一梳理，真能发现很
多的问题。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白银，特别是近代史上白银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甚至政局的影响。
中国近代的贸易日增，我们出口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而进口的则多是白银（鸦片战争前后，情形有
所变化）。大量白银的流入，会否造成中国硬通货的泛滥？特别是墨西哥鹰洋的流行，会否冲击中国
现有的货币体制？再联系到当时美国货币体制的变迁，银本位的退出，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经济有无影
响？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当然，我对经济素无了解，这些
问题只是我的一些突发奇想，还待有心人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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