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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岁月》

内容概要

《黄金岁月:美国股市中的非凡时刻》内容简介：大熊市的伤痕固然令人心痛神伤，但大牛市的记忆却
足以让人热血沸腾。《黄金岁月——美国股市中的非凡时刻》一书回顾了20世纪美国证券史上10个最
兴旺的大牛之年——1908年、1915年、1927年、1928年、1933年、1935年、1954-年、1958年、1975年
、1995年，再现了美国股市黄金岁月的狂欢盛宴。《黄金岁月:美国股市中的非凡时刻》对这些牛市年
份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分析，并解析了证券市场等有关经济现象的演变与趋势等，试图从中寻找出股市
的不同好时光里某些共同拥有的主题，从而引导读者更好地选择和把握股票交易的机会。作者提出，
虽然我们不能精确地预测股市的未来，但通过分析股市历史中那些报酬率丰厚的年份，增强自己的市
场洞察力，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与答案的，从而把握下一次牛市来临的时机。毫无疑问，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该书有助于投资者见微知著，寻找并发现属于自己的黄金岁月!

  点击链接进入英文版：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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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岁月》

作者简介

马丁·S.弗里德森自197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毕业后便在华尔街工作。
他获得了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的历史学学士学位。现任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Company）
董事的弗里德森，不仅被封为“从债券市场获取丰厚回报的泰斗”，还被选人全美机构投资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 All—America）研究团队。弗里德森现在不但是特许金融分析师学院（Institute of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s）的受托人之一，也是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的负责人。后面这家机构将他载人格雷厄姆与多德名册（Grahamand Dodd
Scroll），以表彰他在1994年的“杰出财经写作表现”。弗里德森于1993年编写的书籍《投资幻象：华
尔街智者抨击市场常见错误观念》（Investment Illusions：A Sawy Wall Street Pro Explodes Popular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Markets）连同其余21本自1841年起出版的书籍，被1997年版的《价值》杂志
（Worth Magazine）纳入其投资者核心书库。

Page 3



《黄金岁月》

书籍目录

总序序言致谢作者简介1908191519271928193319351954195819751995尾声参考文献

Page 4



《黄金岁月》

章节摘录

　　1908　　崩盘和焦灼　　遵从市场总是摇摆在极端之间的理论，投资者可以尽力在最衰退时期刚
刚结束之际，迅即购买股票，迎来最繁盛时期。然而，历史并不支持这类战略。例如，道-琼斯工业平
均指数于大崩盘出现的1929年下跌17％，接着在1930年下落34％。该指数在1931年又丧失了其残值的53
％。随后，经过连续3个疲软年，认为下跌后势必上扬的投资者再次遭受惩罚：1932年，工业股
（industria1s）狂泻23％。上升后也不总出现下落。例如，1928年是20世纪最繁盛的10年之一，而1927
年也是。如同各项简单的交易规则，在大跌时购入股票并非万全之策。　　话虽如此，价格的彻底崩
溃确实能够产生许多积极效果。如果没有出现1907年大恐慌，1908年的股市很可能也不错，但却称不
上繁盛。相反，1908年由看似价格极度低迷、实际潜力巨大的绩效奖金拉开序幕。从1906年12月31日
到1907年12月31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丧失了自身价值的38％。与随后几十年相比，在投资者活动
中占有更突出地位的铁路指数下落32％。　　实际上，1907年的大幅下跌包含两个独立事件。股市在3
月崩盘后，资金恐慌于10月出现，后者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两件事均未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
根本损害。商人和工业家对3月出现的插曲无动于衷，认为这桩发生在华尔街的事件与整体商业活动
的关联不大。精明的市场观察员准确觉察到：10月危机的影响是暂时的。　　弗兰克&middot;芒西在
《芒西杂志》中写道：&quot;不同于经济衰退时的情况，这种恐慌与制成品的过剩无关。&quot;&quot;
我们尚未过度制造。我们的仓库并未积压成堆待售的商品。相反，大多数制造商都在加班加点地营运
，尽可能制造产品，即便如此需求仍无法得到满足。&quot;然而，1907年剧变的确消除了原本会妨
碍1908年红火牛市的过高股票估价。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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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岁月》

精彩短评

1、流水账
2、那些牛市下的环境背景
3、这是一部经济方面的书籍不是吗？可是译者每到关键的专业内容时就显得极不专业.内容、注释混
乱不堪。而在叙事部分虽然翻译的比较通畅，但是对于注释却采取了极不耐烦的态度。我觉得书后一
串冗繁的外文参考资料名单，只是译者随意充数的摆设。  
  综上所述，好书一本，糟蹋了！！！
4、外行看热闹
5、无语的翻译。书本身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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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岁月》

章节试读

1、《黄金岁月》的笔记-尾声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Extraordinary moments in stock market history

本书回顾了历史上标普500指数收益最大的10个年份
1933   53.97%
1954   52.62%
1915   50.54%
1935   47.66%
1908   45.78%
1928   43.61%
1958   43.37%
1927   37.48%
1975   37.21%
1995   36.89%

是什么成就了黄金岁月？

“期待公司利润反弹”是对于股市回升一个貌似合理的原因。

“放松信贷条件” 在最大总收益年份中，它是一个一贯的主题，经常与通货膨胀的暗示同时出现。只
是信贷放松的形式是多样的。在不同时期，以银行家，政府机构或者美联储体系为首。
   如果摩格没有解决银行业危机，1907年的恐慌不会结束，股市也不会复苏。
   由于威尔逊允许美国为交战国融资，一次大战才从熊市转变为牛市。当时的观察家认为1927-1928年
的牛市与本杰明。斯特朗的信贷增加有明显的联系。1929-1932年的大萧条表明，斯特朗确实用了强效
药。
   富兰克林。罗斯福放宽了美元与黄金的关系。同时也依靠美联储维持货币扩张的强健。作为黄金流
入的后果，美国银行准备金的增加被认为是1935年复苏的原因之一。
   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对于货币政策的非教条主义方法创造了1954年中的减息，这次降息促进了
当年的复苏。马丁的突然转变是在1957年11月初，当时他降低贴现率，使市场大吃一惊，使1958年的
情况出现好转。进一步的降息保持了牛市的势头，通常被认为是跑在了经济复苏的前面。
   美联储的降息行动也触发了1975年的股价上扬，可能这并不是巧合，美国刚刚承受了到那时为止最
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如同1957年一样，美联储突然改变方向，相似的意想不到的货币政策逆转使投资
者措手不及。

   制胜组合：低价+突然的信贷放松
  展望未来，下一个黄金岁月最可能的公式出现在两件事件：股价开始低迷水平，表明关心通货膨胀
遭受更多的痛苦恐惧。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使价格水平不在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当美联储放宽制度
时，股市快速而又彻底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金融当局急于阻止暴跌，不可避免的使股票投资
者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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