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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

作者简介

　　詹姆斯·B·斯图尔特既是一位深度报道记者，又是一位小说家，既有记者的技能，又有小说家
的独特风格和敏感性。他对美国商业、法律和政治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细致考察。　　斯图尔特因
对1987年股市崩溃和内幕交易丑闻的出色报道而荣获普利策奖，从这些获奖文章到对最近商业道德危
机(Enron, WorldCom等)的报道，他探讨了权力的运用和滥用，并提出了政府和金融机构高层人员提高
道德标准的方法。　　他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金融界和政治界人物的介绍，这些文章表
达了这些人物的野心、手腕和道德冲突，刻画了当代权力精英的形象。他手法纯熟，在他的笔下，复
杂的问题和事件通俗易懂。他在文章中告诉我们，幕后发生的一切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旧金山调查
者》(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称他为“记者的楷模”。　　斯图尔特曾为《华尔街日报》头版编辑
，现为《纽约人》特约记者。他的畅销作品还有《瞎眼》和《血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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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

书籍目录

引子
第一部 犯法
第一章 华尔街之星
第二章 利文的秘密
第三章 套利人的游戏
第四章 掠食者的集会
第五章 交易与欺诈
第六章 白衣骑士
第七章 珠联璧合，还是狼狈为奸
第八章 最后的盛筵
第二部 追捕
第九章 冰山一角
第十章 “大鱼”还在后面
第十一章 骑士落马
第十二章 不安的华尔街
第十三章 突破米尔肯阵营
第十四章 最糟糕的交易
第十五章 法网恢恢
后记

Page 4



《贼巢》

编辑推荐

　　普利策新闻奖作品　全美第一商业畅销书，被《福布斯》评为影响世界商业最深远二十本书之一
。　　与摩根、巴菲特并称为美国金融界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的财富传奇。
　　这是一本我读过的最好的描写华尔街的书⋯⋯内容精彩，引人入胜。更为重要的是，它详尽而真
实地记录了金融市场上的犯罪行为。　　斯图尔特描写的故事就像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令人不忍释
卷⋯⋯它讲述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华尔街上的故事，揭露了贪婪无度所带来的破坏和劫掠，发
人深思，耐人寻味。《贼巢》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描写“荒淫的80年代”(the Whoring Eighties)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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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

精彩短评

1、贼巢讲了几个人的内幕交易。刚开始讲述抓人，而后是回忆式地讲述几个人的罪恶勾当。比起泥
鸽靶，我更喜欢泥鸽靶。
2、16.5.27
3、故事性很强，很好看
4、真实的世界比故事更精彩
5、I712.55 42
6、入行必读。
7、上半部白描了一众信仰金钱的人物群像，下半部将他们如何被一众有更高信仰的人打得满地找呀
牙
8、静看世间风云
9、人性就是人性，无处不在，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10、故事不错 就是翻译成中文稍显繁杂了。。
11、故事不错，翻译一般
12、这本书断断续续看了小半年，里面针对华尔街，垃圾债，并购⋯做了详细的描述。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读完之后，脑袋空空。唯一的感觉就是，当时美国的金融市场简直就是一个“法外之地”，
一方面，美国的证券金融市场宽松的厉害；另一方面，当时美国SAC缺乏专业的监管人才，才会出现
米尔肯这样的世纪大案。
13、每天打半个小时的电话，就是为了谈论天气？？？哈哈
14、很想读英文版，谁有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15、201508 
16、不晓得是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太过深刻，还是翻译的不好，读起来非常不顺，至少不推荐中文版><
17、故事是非常棒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往往毕竟虚构的更加复杂，更加有力量，原作者能够细细道来
，把整个事情的原貌反映出来是很不错的。只是翻译实在乏善可陈，仅仅可以说还通顺而已。
18、严格的说，看了本书的上半部，关于贪婪与欺骗！
19、精彩精彩，，
20、早已忘了具体的内容，又一个华尔街的故事？
21、米尔肯才是大佬，利文像个小丑，布斯基始终是靠老婆的，西尔格比较虚。翻译还好，但是译名
略乱啊⋯⋯
22、内幕交易
23、一场游戏一场梦
24、很棒的纪实文学。不过靠内幕消息交易还是不如M&A来钱快啊！
25、 华尔街没有新鲜事
26、
　　我喜欢这本书，它道出了生意经的核心：华尔街这一群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发财致富的本领并未
脱离做生意的重点-----人脉和信息。 
　　 
　　书里各个人物默认遵守你来我往的游戏规则，这样的相互交换内幕信息，对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
者伤害巨大，更勿论瓦解投资者的信心了。金融市场不可以也不可能变成寡头们的零和游戏。因此法
律必须出手打击这种内幕交易。（这是商业环境在逐步完备的过程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但毫无疑问，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分割线，而是一个灰色的地带。即便立法，也需要假以时日，逐
步厘清（有些地方恐怕永远也无法完全厘清楚），也更需要法院最后根据程度的轻重裁量。 
　　 
　　天下的生意经，其实是一样的。
27、哈哈
28、读过中信出版社的版本 而版本是2004年的。
29、2007年比80年代疯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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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

30、有些地方不太懂，大体上就是在法律难以监管的地方游走，以内幕消息进行人脉的组建和金钱的
获取。按理说应该外界很容易看出来，想不到很久才有法律的制裁。
31、非常好的厕所读物！~
32、看的时候 简直狼血沸腾 对公司兼并收购战的介绍相当生动具象 感觉赞赞哒
33、不太符合国内实际 但不失为一本好的小说  想学习经济市场的用处不大，更适合业内人士   门外汉
如我，读了也用处不大，只能徒增恐惧感
34、前半部写哥儿几个怎么靠内幕消息赚了个盆满钵满，后半部写哥儿几个怎么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是事实，但作为讲故事的一本书实在是乏善可陈。不明白芒格先生为什么要推荐
。
35、吃力。。
36、20年代如此，80年代亦如此，美国如此，中国亦如此。每个通过股市暴富的人，不是随机漫步的
傻瓜，就是内幕消息的获益者。纵观A股市场，神话的创造哪个不是伴随着内幕消息和违法操作？眼
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过去如此，未来一样，因为人性不变。
37、内幕交易和德崇证券倒闭史。。。文末作者提出“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丑闻与80年代的丑闻之
间相隔五十年。如果华尔街免受下次丑闻侵扰的时间能再比这个时间长一半，那么，以米尔肯锒铛入
狱为结局的这场打击金融犯罪活动就是有历史性价值的。”令人联想到Enron2000年的欺诈案和2008年
金融危机，真是讽刺
38、: �
I712.55/4862-1
39、垃圾债券，内幕交易的狂欢时代。冒险家和骗子们肆无忌惮的做恶，真相的揭露却只是一个微不
足道的小事。凡作恶者，必有报应。
40、像小说一样好看 可以拍电影
41、丫就一财经小说，整得还惊心动魄的。不过还算不错
42、真相往往很浅显，是口口相传使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而斯图尔特就是有这种能力，把真相还原
。
43、对美国司法制度 的描述才是最精彩最详实的部分~~
44、第一本让人热血沸腾的数，值得纪念
45、马丁.西格尔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感觉从一开始选择从事的公司是很重要的，也需要眼光。不过中
信出版社出版的那版翻译的要好些。
46、关于内幕交易的好书！
47、这种事天朝很多的
48、没啥（我想要的）干货。
49、如泥鸽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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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

精彩书评

1、看到老白力荐《贼巢》，一定要看看先了。书很厚，不过情节叙述紧凑，只花了一周就看完了。
收获不少，以古鉴今、以美鉴中。破除了我对华尔街投行们神秘感觉，说到底，皆为利来、皆为利往
。Money is Power , Money is Disaster即便是在美国这样法制相对很健全的国家，股市中也不可避免的出
现内幕消息、大户坐庄、对倒这样的现象。所有在美国出现过的所谓“黑幕”，在中国迟早都会出现
，而且只会更多、更恶劣。因为“人有贪欲无可厚非“已经成了现在中国人的心态写照。在美国，律
师的作用很重要。律师是在法律条款许可的范围内，尽量为当事人减轻罪责。对于律师来说，没有什
么是非对错，有的只是当事人的利益和和如何利用法律条款的漏洞。在美国，种族、宗教背景都很重
要。在华尔街这种地方，有天然形成的圈子和壁垒。出身低下，而能在华尔街崭露头脚，需要的是过
人的能力。
2、花了可能不止20个小时才看完。一边看一边得听郭德纲，而且必须听《老师来了》之类的重口味段
子，才能强打精神看下去。 但这可能是华尔街文学里名头最大的一本：普利策奖，福布斯影响世界
的20本商业图书，美国商业类畅销书第一名。 洋洋30余万言，讲的是Michael Milken等20世纪80年代华
尔街大佬的内幕交易大案。借用很多书评人的话，这是一本报告文学。 本书极其平实的叙述方法，错
综复杂的人名和公司名称，不太出彩的翻译(指2004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版，后面中信出版社有重译，
不知如何)，使其成功超越《中国陶瓷》和《磨矿与碎矿(第三版)》，成为我家里库存的最枯燥，最难
看的书第一名⋯⋯ 翻译水平影响了可读性。比如Milken供职的DBL德崇证券，一定要翻译成德莱克塞
尔 伯恩汉姆 兰伯特公司，而且每提到一次都要用这个14个汉字的全名! goldman翻译成戈德曼和塞克斯
公司!案发后审判阶段七七八八的律师每提一次也要用全名!你妹啊！ 对于此类作品，不论多少人捧，
私以为报告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书中在几个敌意收购案例里对毒丸和绿票讹诈等技术问题有涉及，但
讲的不够，人物刻画得很全面，包括妻儿老小的生活和饮食居住习惯(这方面有点像al pacino电影《盗
火线》)，但总不够生动，人物多到记不住。 论可读性，远不如《说谎者的扑克牌》和《泥鸽靶》，
论对于投资的启发或者技术性指导，比《悲观博士考夫曼论货币市场》或者《门口的野蛮人2》又差
一大截。 本书对中国读者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是目前关于Milken介绍最详细的一本书。“迈克尔就像
是太阳，我必须跟他保持距离，否则会被烧成灰烬!” 书中部一个刚刚被milken面试过的人的评论，是
本书的点睛之笔。 但这还不够，作为金融史上影响力仅次于jp morgan的人，华尔街上至今缺少一本真
正的milken的传记。 
3、读《贼巢》，仿佛一棵打了焉的草迎来一阵暴雨，痛痛快快的喝了个饱，然后直挺挺的面对这一
刻以后的生活。尽管现在在从事的工作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事业，因为是在为一个城市的腾飞注入动力
，在做的也是与想做的息息相关的事，可是我知道这一切终将有个尽头，在走到尽头的那一刻，我还
能选择什么？在每日的忙忙碌碌的外表下，总是会隐隐的存在着担忧，或许正是因为了解经济，知道
城市终将繁华，经济终将有一个谷底，才如此的焦虑不安吧。其实看过《贼巢》就能够感觉到自己的
落后与无知，一名刚刚毕业的没有人脉的毛头小子仅仅不到一年就可以堪当重任，一年之后就能够崭
露头角，几年之后便是一方柱石。且不论在这里有没有我机会，单就是说这机会放在面前，我有能力
把握这一切吗？让那些腐朽见鬼去吧，我需要真正的力量，可以挑起重担的力量，就要学习，不断的
学习。人不能抛弃时代，但一眨眼间，时代就可以抛弃人。
4、This book was really well writen and covers the breadth of what goes on in the investment banking world. I like
the introductions on how the major investment houses started, and the roles of the Investment bankers, traders,
lawyers, arbitragers etc. The central figure is Michael milken, who the book suggests is greedy and foul. The book is
obviously on the side of US law enforcement, who some argue were biased and sought to destroy Milken for other
motives. On the whole, I think it is a great book and it really helps one understand the whole finance game, and
what happens (or used to happen) in wall street. Being from an Engineering and computing background, but with
interest in M&amp;A myself, I feel this book was really cool. I however reserve my judgements on Michael Milken
till I read another book that is pro Milken. Taking away the crime aspects, I think Michael Milken is a genius. 
5、我喜欢这本书，它道出了生意经的核心：华尔街这一群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发财致富的本领并未
脱离做生意的重点-----人脉和信息。书里各个人物默认遵守你来我往的游戏规则，这样的相互交换内
幕信息，对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伤害巨大，更勿论瓦解投资者的信心了。金融市场不可以也不可能
变成寡头们的零和游戏。因此法律必须出手打击这种内幕交易。（这是商业环境在逐步完备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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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但毫无疑问，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分割线，而是一个灰色的地带。即便立法
，也需要假以时日，逐步厘清（有些地方恐怕永远也无法完全厘清楚），也更需要法院最后根据程度
的轻重裁量。天下的生意经，其实是一样的。（原著精彩，只是中文的翻译水平实在令人。。。。。
。）
6、刚刚看完这本书，还没有好好整理思路，黄光裕涉嫌操纵股市、违法违规⋯⋯就发生了。作为一
名大三国贸专业的学生，其实是很崇拜黄光裕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个人觉得，政府对国美系的
调查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应该是暗中调查，到了现在才发布这个消息，呵呵，让我想起了 贼巢 里边
的各种情节，家族犯罪，很多很多，让我的思路一切都变明了⋯⋯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国美系
的违法违规后面或许有政府官员的大力支持，但华尔街的非法行为却没有通过政府官员的庇护而发展
壮大（没有记错的话），再一次对政府失望··
7、是我看的版本不对？我看的是电子版。还是翻译的问题？译者：刘天佑 硬努着看完了，还是没明
白好在哪儿了。 平铺直叙的，干巴巴的，看不出好来。三点印象：1。赚钱还是得靠人脉，更要靠消
息2。马太效应还是在起作用3。钱还是有用的，只要有钱还是可以摆平的记住一句话：一个哥们在拼
命的健身，别的人不太理解，回答是：看看你老婆的年龄，就知道了，呵呵！
8、以前说过，我正在学习金融。然而，和以往的惯例不同，我没有选择金融学的教材，而是选择关
于金融的相关读物。换句话说，我当然想掌握金融学的核心理论和基本方法，但作为玩票的我，更看
重阅读的娱乐性。所谓寓教于乐是也。 所以，当我看完《伟大的博弈》后，下一本关于金融学的兴趣
读物选择了《贼巢》。《贼巢》据说是普利策新闻奖作品，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属于深度报道，按照
中国人的习惯，可以归类为报告文学。 《贼巢》描写的故事发生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写的是股市
和债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今天看来，这个故事有些陈旧，但对于中国的现实，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贼巢主要描述了四个关键角色，以及他们之间通过利益关系建立起来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利用内
幕交易（互通信息和对敲）、投资银行发行债券、参与公司并购的便利条件和资金的流动，从金融市
场上卷走了数十亿美金。并且，由于他们的败露造成公众对股市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了1987年的股市
崩盘。 《贼巢》阅读起来，并不是特别轻松，众多的人名和公司名称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边读边
梳理。作者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出身，在新闻报道和事实描述方面当然无懈可击，但毕竟不是小说，
因此人物的性格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这给轻松阅读带来了一定障碍。 但《贼巢》决不难懂。实际上，
它把一个故事讲了两遍。这本书分成上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叫做犯法，第二步叫做追捕。也就是说，
第一部是讲四大金刚是怎么走在一起的，他们如何呼风唤雨，他们的心路历程。这是以时间、心理、
事件的发生、发展为线索的。第二步是追捕，说得是证监会和地方检察官如何顺藤摸瓜，挖出毒瘤。
第二步的发展既按照追捕的过程展开，实际上，也可看作对四大金刚犯罪过程的倒叙描述。因此，上
下两部交相辉映，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画卷，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 我很久没有对某
一本书给与所谓“力荐”的称谓了，但这本书，应该无愧这个称号。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金融知识，
《贼巢》都属于开卷有益的那一种。出版社管《贼巢》叫做经典财经故事，此言不谬。这本书有历史
的片断、有金融学知识、有矛盾冲突、也有人性刻画。 至于读者掩卷沉思，得出什么样的观点，我倒
是没有什么把握。就我个人而言，只是觉得：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以及遵守商业道德、金融法律法
规之间，似乎只是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向左走、向右走，更多是对人性的考量。当然，前提是处于一
个混乱的市场格局中，处于一个物欲横流、枭雄并起的年代。如果错过个这个村、那么就没有了那个
店。
9、大头帮我买的这本书.封面完全订反了.想要对的书的时候,当当网却说,基本上没货了. 没辙,抱着厌恶
的感觉的看了第一章,结果,被内容深深的吸引了.看完以后,有几点感悟: 1.金融行业能够创造价值,但是这
个价值与实际的收入实在很难说匹配2.人的贪心是无可测度的,不要轻易考验自己3,完善的法律制度才
可能保证游戏的相对公平.金融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信息市场,对普通人来说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几乎
是无法避免的,那就不要去玩了.4.自由的财经媒体是可以利用的第三方力量5.就算是再天才的金融实践
者,也离不开学校的理论基础,就算米尔肯的&quot;垃圾债券之王”，背后也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W.
布拉多克 希克曼的开创性研究。6.企业经营者太不容易了。上市对企业究竟是企业发展的助退器呢？
还是一个逐步摧毁创业者梦想的起步。。7.金融行业的创新，没有监管。。等于就是欺骗的开始。而
所谓的金融天才，要特别留心。也许，他只是有一些额外的信息吧了。8.金融监管太难了，管得太紧
了，市场没有活力，管得太松了，欺诈遍行，而且，金融监管总是赶不上金融行业人心的贪婪和创新
。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也许，这倒真的是需要金融从业者的血液里流淌的道德了。。。金融需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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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金融监管也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能力的创新了。9。金融行业是一个依靠信任的行业，应该把那
些人触碰底线的人牢牢地钉在黑名单上。10.财富到底是什么？ 对个人，对社会，那些所谓的天才们？
如果对人类社会有害他们还是天才吗？或者反过来，到底是大众的社会，还是精英的社会？
10、看完之后再次印证了我翻看第一页的想法，这像是一本盗版书。GS译成“戈德曼和塞克斯”这样
的知识性错误就算了，还有许多莫名的排版错误，比如至少有一段首行缩进了至少6个字，还有两处
明显是打字员敲错了字母或笔画，写出了一长串不知所云狗屁不通的句子。呃⋯⋯我真庆幸Michael
Milken不是一个右翼分子，不然他将是比杜金斯还要顽固的反动派——Milken具备所有成功人士必备
的素质：执着，而且给人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话说Milken出狱之后投身癌症研究和康复活动，就像在
金融业的那段时光一样，他同样改变了癌症研究和世人对抗癌的看法。总之还是那句话，是金子到哪
里都发光。
11、翻译得不是很好 公司名和人名 我宁愿它直接用英文 这样还比较好记忆开篇的时候 经常看着看着 
忘记了某某人到底是谁...厄 其实看完很唏嘘 那些金融白领经济犯罪者 惩罚金只损失了九牛一毛 几年
牢狱出来 重操旧业 世界照样转;而 那些受内幕交易股价操纵影响 深受打击 饱受损失 的 一般投资大众 
可能为此倾家荡产 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犯罪的机会成本太低 不足以警戒后人 所以仍有那么多前仆后
继的FOLLOWER持相同的价值观另外 还是有钱比较重要啊 请得起一流的律师 法律始终无法对金钱完
全免疫 ...我是做金融的但我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 这个不能创造实际物质价值 只是引导资金流进行有效
分配的 行业会得到如此的高薪高回报呢?
12、Great time, great peopleMilken，Martin Siegel，Bruce Wasserstein......superstars on Street
13、简单的来说 兼并收购浪潮中 参与收购的各方：袭购者、投行公司金融部、套利人、律师事务所等
等接触到相关信息的人都有内幕交易的机会，在消息公布前低价买入被收购方的股票，待较高的收购
价格公布后，卖出获取差价。有时为了私利，他们甚至会怂恿、促进、辅助恶意收购一切的一切 都在
于 信息的获取 
14、详细描写了收购过程中，融资方（米尔肯）、律师顾问团、套利人、收购方和被收购方之间的内
幕的交易。密尔肯的巨额财富来自两个方面：1、通过发行垃圾债的融资费用，这部分归贝弗利公司
所有，公司发给米尔肯奖金。2、提前知道被收购公司的名称，并且提前储蓄一部分低价股，等一宣
布收购后，股价大涨，套现跑人。看了美国的金融市场，中国的股票果断不再碰了，只会更黑，不会
更好。国内的证监会，估计更完蛋！
15、在华尔街成功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凭独到的眼光，扎实的金融分析功底，对市场的灵敏地嗅觉
出人投地。你也可以走捷径，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编织一个从事内幕交易圈子。圈子里可以实现看
似更高的收益/风险比。你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你也可以欺骗某些人一世，但你无法欺骗所有的
人一世，最终事实的真相会让一切谎言无可遁形。 一个教训就是不要骑墙，坚守原则。不要用我还没
做得他那么过分之类的东西来开脱自己。不要以为攻守同盟是牢不可破的。最后介入的最深的居然可
以用出卖最多的人的方法来换取相对最轻的处罚（布斯基）。而想打打擦边球顺手牵羊的主如威尔基
斯，西格尔等等，却是结结实实的挨着几下。另一个教训当一件事情弄砸了，违法了。基于诚实的方
案，永远都是，必须是第一选。如莱曼银行的经纪。当证监会的进行调查的时候他本可以依据巴拿马
银行法拒绝提供客户真实姓名即可。可他偏偏要听从利文的指挥销毁帐户信息，并且伪造交易记录。
结果陷自己与进退两难的境地。脚踏实地，有多大的饭量拿多大碗，诚然永不满足会提供自己事业的
动力。但是着眼点在于不断鞭策自己，用行业顶尖人士的思维方式训练自己，培养出自己具有行业顶
尖人士的习惯。
16、1，以前听说过“垃圾债券之王”米尔肯，但没想到他通过内幕交易获利超30亿刀，足够跻身那时
的美国前十大富豪。2，都说中国是关系社会，华尔街一点也不差，这次你帮我买单，下次我给你甜
头。3，第二部分可以对美国的诉讼制度有一个了解，罪犯如果认罪并和政府合作，可以获得减刑。4
，随着中国上市企业越来越多，并购案将来也会逐渐增加，美国80年代的历史或许会重演。5，译者可
能对投行业不熟，比如高盛6，上维基看了一下，米尔肯兄弟依然健在，从事儿童教育，医疗，慈善
事业去了利文成了一家公司ADASAR Group的总裁，后来写了本书，成了商业道德的倡导者，似乎也
不像书里写得那么一无是处。穆赫伦已经过世。其他人大都从此一蹶不振，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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