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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之魂》

内容概要

《货币之魂》内容介绍：货币作为信用工具的发明和运用，其意义不亚于人类劳动工具的发明和运用
。如同劳动工具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肢体的延伸一样，信用工具的创造突破了原始状态下社会性动
物本能的局限，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古今中外，盛衰成败，“上下数千年历史
，尽在区区阿堵中”，白银从1436年正式登上中国货币的历史舞台，到1935年正式退出，整整500年，
而这500年也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断裂和质变的500年，把这种双重的巧合放入世界的大历史中，
通过赁币的视角，货币之魂的视角去回望，会引发我们对对许多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
    《货币之魂》的作者是李锦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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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之魂》

作者简介

　　李锦彰，山西怀仁人.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机构协同部总经理。先后从事银行、信托、租赁
、证券、期货、资产管理等金融工作。主要著作及作品有：《货币的力量》、《晋商老账》、《诚之
思》。

Page 3



《货币之魂》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信用：货币的灵魂人的伟大之处猜不透的价值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选择的差异有限理性的
选择第二章 独特的货币与辉煌的文明“附庸”的质疑独树一帜的货币铜：长寿的币材铜币与农耕社会
的般配第三章 透过货币解读“李约瑟之谜”钱荒成因同样问题的不同解答艰难的补救“钱荒”路纸币
：可贵的创新和畸形的发展金银的“救荒”角色决策者的动机租税货币化的桎梏最早的纸币与很晚的
银行发达的商业和不成功的商业革命无能的颠覆工具的恰当性商业革命背后的秘密大宗贸易新要求金
币的诞生汇票的创新银行起源理性之光第四章 五百年轮回“量”“构”同变“从民变”到“民称便”
白银与流民白银驱动分工商帮与白银推拉国门启闭的力量第五章 白银魔棒搅动世界是什么让郑和止步
？大发现“背后的动力“大发现”与明朝之益兴亡白银问康乾盛世的“法宝”第六章 大转换之际伊比
利亚书写“大发现”优势流向“低地”强劲的“西北风”第七章 宏大主题下的细微之差“鸦片”的浸
骨之痛苦命的皇帝与平庸的帝王晋商与洋商流动的价值“六十甲子”魔咒白银的最后疯狂第八章 “中
心”再次易手美元帝国“无核”化创新赤字与庞氏骗局美元：不能承受之重福音，还是丧钟？第九章 
美中变局：四个“三十年”“辉煌”与“美好”“革命”与“改革”历史不会终结写在结尾的话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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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之魂》

章节摘录

　　换平等、经济的自由和独立，为思想的自由创造了条件。一旦在某些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能普
遍地在个人之间逐步发展起来，就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其他关系上为自己开辟道路。　　而要彻底
摧毁旧有的传统氏族制、家族所有制、贵族所有制和宗法人伦制，需要货币经济有足够的条件和力量
，持续不断地、加速地进行。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就是要求货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的普
泛和深入的过程。中国的传统封建家族所有制和人伦关系制度没有像西方那样被较早地摧毁和瓦解，
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中国货币制度的局限，没能在先进的平台上，通过调整货币的具体形式，以保持
信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导致货币经济没有跟上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普泛和深化要求，最终
在强大的宗族制度面前败下阵来。　　货币经济没能及时地摧毁封建的宗族人伦制度，既反映了中国
封建集权体制的强大，也验证了中国货币经济力量的软弱和无能。虽然它是多因素聚合的结果，但货
币制度的局限是其中一个突出而易被人忽视的角色。　　“家庭纽带的松散是根源于家庭个体成员经
济上的特殊利益，这种现象只有在货币经济中才可能发生。家庭关系的松散首先产生的就是生存完全
可能以个人才能为基础；只有和个人才能等价的货币形式才可能评估出相当专门化的劳动的价值，如
果不把它们转换成一种普遍的价值就很难进行相互的交换。等价物的货币形式使个人更容易与外界接
触，更容易进入那些不太熟悉的、只对具有金钱价值的成就或其成员在金钱上的贡献感兴趣的圈子。
家庭却恰恰是按相反的结构形成的，其基础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尤其是地产。集体所有制带来的结果
是家庭利益的团结一致，在社会学上这表现了家庭成员的联系中的一种连贯性，而货币经济非但使一
种相反的距离化成为可能，而且甚至无疑地强化了这一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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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之魂》

精彩短评

1、《货币的力量》之姊妹篇、升级版，视野宏大，条例清晰又婉婉道来，文字掌控力强，读起来非
常舒服。但是对于货币化的后果貌似阐述地不够，对货币、信用之美着墨较多，而对货币、信用之恶
着墨较少，作者痛心历朝币制金融改革的落后可以理解，然而对于高度货币化对于社会伦理的侵蚀作
用（实际上作者也提到了这一点），吾辈当细思之；本书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对货币的力量与晋商老账
之结合与升华，对货币本质的定义更是绝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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