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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纯粹是被封面吸引来的。。。。
2、投机，市场，病态扩张
3、这种全民投资热真是可怕呀.....人们总觉得能找到下一个接手的买家，然而泡沫终有破灭的一天。
4、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书！！！
5、书还不错，但是我本来只想大致了解一下郁金香热，这本书对我来说过于冗杂⋯⋯
6、这本书告诉我们，郁金香热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人们的贪婪，而是因为人们的盲目。除了那些真正
喜欢郁金香而一掷千金的富人，绝大多数人购买郁金香不是为了持有,也不是为了使用，完全是为了投
机。当工薪阶层都开始买卖起那些原本劣等的郁金香的时候，泡沫的破灭是迟早的事。这像极了我们
的股市。当买菜大妈都能兴冲冲地投入股市赚钱，我们的股市泡沫也就该破灭了。
7、牡丹妖艳乱人心 一国如狂不惜金 前多半本书一直在论述郁金香怎样的讨人喜爱 如何传入欧洲 然后
突然就崩盘了 所以这本书应该叫郁金香史 作者对郁金香崩盘没有做任何深入分析 就连具体的数据都
没有
8、【国图】
9、翻译不错，可读性强。
10、好看，过瘾，可以跟华尔街之狼一样拍电影就好了！
11、“而郁金香热则是一种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病毒。它是一种纯粹的人性疾病。人类对美好的追求
和对金钱的贪婪是这种疾病发育的温床，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能爆发。p258”
12、一直没觉得郁金香好看，原来是马赛克病毒版被花展排除在外！惊讶最后一段，85年中国的君子
兰热，泡沫比率远高于郁金香热。看完最大的念头是，周末要不要再跑趟岭南花卉市场，把上次无视
的风信子球根买回来，种花园里，猜猜花朵颜色，会否离奇变异（才怪）。另外，满市场热卖兰花，
肯定也有君子兰，但是——偏对兰花无爱。最近纠结中世纪欧洲历史，奥斯曼帝国兴趣盎然，再找相
关书看吼吼！
13、挺有趣的 正好最近eth也疯了
14、很浅显，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关的历史比较有意思，市场经济方面相对单薄。书里提到
大仲马的《黑郁金香》，小时候倒是看过，也是郁金香热的一个侧面反映。
15、努力读懂
16、涨姿势了，多加一星为装帧和插图
17、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有的实在有些多余了，挺讨厌把一本没那么厚的书填充到很厚。
18、梳理出来的历史很精彩，郁金香热的闹剧在几百年内反复上演，可以套到君子兰、蚁力神、股票
、藏獒等各种狂热的期货类交易中。作者的一些推论有点站不住脚，交易地酒馆不一定那么重要，价
格崩溃的原因也没有说透。
19、封面很棒，写作风格是正统学院派，按时间顺序缓缓述来，读完唏嘘不已，太阳底下无新事。
20、还行吧，虽然查证了资料，但总体不是很严肃的作品，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也欠深度
21、有点意思，一次对荷兰郁金香热的简单科普。
22、起源还是扑朔迷离，最后还要黑一下我大天朝
23、那些花儿
24、贪婪鬼和讲真话，hhhhhhh
另，写苏莱曼之后的奥斯曼的一章尤其有趣
25、泡沫的产生与破灭
26、非理性的雏形期货市场，通俗易懂。对部分金额和时间的数字存疑。
27、感觉主要的环节讲得还是太少了。。
28、前面部分更有意思些
29、作者用郁金香狂热来展示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对财富的痴迷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泡沫
，小小的郁金香球根在这个刚崛起成为世界性殖民大国的荷兰掀起了巨浪，看似繁荣的盛景实则隐藏
巨大的危机，荷兰对泡沫经济的过度追求，政府的调控不力，银行家和商人的投机心理，都是荷兰由
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30、脉络清晰，翻译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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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写的是人性
32、从郁金香的八辈儿祖宗开始讲起，前边扯咸淡的部分都讲得很清楚，到狂热以及崩盘阶段写得有
点乱，不过整本书还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再看看现在的房地产，虽然也有点郁金香热的影子，
却又不尽然相同，可能归根结底，住房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生活必需品，而花却不是。
33、然后还没说明白狂热怎么起
34、自己学会去寻找答案
35、本书扣着1633-1637荷兰郁金香热展开，从郁金香自天山山脉来到欧洲大陆叙述到艾哈迈德三世退
位郁金香时代结束，作者参考查阅了非常丰富的资料记录，但时间线稍显混乱，有些地方过于繁琐，
叙述大于分析，通俗性大于学术性，与其叫《郁金香热》不如叫《郁金香发展和郁金香热》更为确切
。
36、封面好看的历史书
37、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就意味着一切。土耳其人有多残暴，就有多么懂得欣
赏美。那些让人们趋之若鹜、为其一掷千金的郁金香，其实是感染了一种只有郁金香才会感染的病毒
。事实上狂热不过是穷人和野心家们的一次疯狂，根本没有像流行理论鼓吹的那样给荷兰经济造成严
重影响。
38、梦回郁金荷兰，金币花香。
39、区区凡人
40、大荷蘭的歷史，語言流暢
41、⋯⋯那些满身条纹的郁金香品种到底哪里美了啊！=A=
42、郁金香的前世今生，原来是发源天山然后由突厥人传到欧洲，最后在荷兰疯狂起来的。荷兰人应
对潮起潮落的心态实在太赞了。
43、本书大多从郁金香的起源，贯穿了土耳其的郁金香历史，短暂的法国宫廷兴起的郁金香热度，又
是在荷兰的黄金时代所引发的郁金香热再到郁金香贸易的崩溃。
44、对美好的欣赏和对金钱的贪婪碰撞出的大泡沫
45、实体，郑州|市场、期货、交易和赌徒源源不断的投机欲望，狂热的奢侈品投资巅峰，风中的交易
46、看看
47、多神奇，竟有人愿为一朵花一掷千金，整个荷兰整个欧洲整个西方都陷入这股狂热。人生理想:祝
我富的流油，使我有资本在美好事物上任意挥霍我的钱财
48、郁金香热发生在1630年左右的荷兰和土耳其，郁金香本从土耳其传入欧洲，然而欧洲的郁金香却
比土耳其的种类发展得更多，料想是因为伊斯兰教对于郁金香“美”的标准做了限定。这书校对不如
三部曲啊，错别字有好几个，排版有一章开头居然空了四格，有些段落翻译有问题。
49、对金融迷来说可能没什么意思，但对植物爱好者来说简直好看炸了！感觉又了解了荷兰一点点。
50、读完此书方才了解其实荷兰历史上的郁金香热破灭对荷兰经济影响并非如某些书籍宣称的那么严
重，只要人类贪欲存在，郁金香热就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以其他名义出现，如大陆君子兰、邮币卡等
。有几处译文有误如美洲银矿译成美国，欧洲巴尔干译为亚洲巴尔干，“德国战壕”不明白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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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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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郁金香热》的笔记-第8页

        “年轻男子向情人献上郁金香，意思是红色的话多象征着他的心为她而烧，黑色的根茎象征着他
的心已经被爱情燃烧殆尽”

2、《郁金香热》的笔记-第28页

        最不寻常的是，园丁还充当了苏丹的刽子手。就是这些皇家园丁把定罪的女囚缝进装有重物的麻
布袋里再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被判死刑的是个高级官员，则会由苏丹的首席园丁来行刑。所
以他实际上也是苏丹的首席刽子手，同时他还要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特殊习俗里扮演重要角色：被判
刑贵族，即被罢黜的维齐尔或首席宦官与将要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赛跑。一旦判决传达下来，会允许
被定罪之人以他最快的速度跑半英里，或是穿过花园跑到皇宫最南端的鱼屋大门。如果死刑犯比首席
园丁跑得快，那么死刑就可以降格为流放；相反，若是犯人跑到终点发现首席园丁已经在那里等着自
己，那么就会被立刻处死，连尸首都会被扔进大海。

3、《郁金香热》的笔记-第121页

        荷兰社会中两种最明显的特质在这时起了重要作用：强烈的攒钱欲望和忘我的赌博精神。这两种
特质看起来相互矛盾，但是却共同作用，成为郁金香狂热最大的驱动力。

4、《郁金香热》的笔记-第40页

        P40.
郁金香新品种之多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植物。每个品种之间的不同可能涉及植株高矮、叶子的形状、
开花时间的早晚等。这种植物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有一个人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品种厘清。如果没有
一个科学的分类，这个种属就可能永远混乱，无法融入植物学体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种评价
体系来衡量哪些郁金香更稀有和令人垂涎，哪一种又比较普遍和没有价值，郁金香交易就根本不可能
发展起来。

P64.无论是植物学品种还是培育品种，郁金香既可以从种子发芽，也可以用球根培育。用种子种植是
一种偶然性很大的培育方式。从一朵花上采集的一小捏种子，种出来的植物可能展现很多种变化，所
以完全无法预测开出的郁金香会是什么样子。色彩、纹路这些重要的细节都只能靠猜想，这对于想追
求一致性的人来说是个令他们非常沮丧的过程。更何况把种子培育成能开花的球根需要六七年时间，
在一个平均预计寿命只有40年的时代，这实在是件耗时漫长的工作。

P80.郁金香不但比花园里其他的花朵更受欢迎、颜色更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命力顽强
的植物。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园艺家还是初入门者都能把它种活。即使是在联省到处可见的贫瘠、沙
质的土壤里，球根也能蓬勃生长。在阿姆斯特丹以西，从莱顿向哈勒姆的方向，最北到达阿尔克马尔
的北端，有一条与海岸线平行的极干土壤带。就算是在这片地区，郁金香也照样能生根发芽。

P161.城市里的花商们每周会约定在金葡萄的包间里见两三次面，这里既能享受安静的环境，又能避开
这个城市和酒馆里难闻的气味。在郁金香贸易初期，这类约见通常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但是随着郁
金香狂热的发展，村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间变长了，有时甚至从前一天早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每谈成一笔生意，都免不了点上红酒庆祝，这在一个以喝啤酒为主的省里，当然也是为了炫耀财富。
因为在荷兰人的酒馆里，红酒都是用灰白色的大罐子装着送上来的，容量从2品脱到1.5加仑不一，所
以郁金香交易也难免都是在醉醺醺的状态下达成的。毋庸置疑，就是朋友间的互相吹捧，加上持续到
深夜的纵情谈笑，使本来解释不通的狂热交易机制，看起来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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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2.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酒馆里聚集的团体看起来做的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其他郁金香交易的生意。他
们交易的多是便宜的容易买到的球根。而且这个群体里，虽然也有少数几个商人或是富裕的参与者，
但最多的还是来自劳动阶级。这些人和鉴赏家或是有成就的种植者们完全打不上交道，甚至连他们掌
握的关于郁金香、理财、股票交易，或是执政者和大商人们如何做买卖的知识也都是二手的。

P165.在第一本小册子里，就是那个变成花商的织工贪婪鬼，试图说服他的朋友讲真话也改行做郁金香
生意。他表示会教授讲真话所有酒馆交易的秘密，并且承诺会告诉他如何加入一个酒馆交易团体并且
做成第一笔买卖。随后，贪婪鬼又邀请讲真话和他一起喝酒。他吐露道：“郁金香这种生意就是要喝
醉了谈，而且是越离谱越好。”要想用一句话形容郁金香狂热时期的价格疯涨，真是没有能比这句更
恰当的了。

P186.第一个警示就是花商们无止境地追求新奇品种。只有一两种像总督这样的品种是公认的顶级，而
对于哪些品种属于第二档则众说纷纭，而且这种争议随着越来越多相似品种的出现变得更加严重了。
即使是郁金香专家也无法分辨出哪个是范·英格兰司令，哪个又是范·霍伦司令。一个村庄或城镇偏
爱这一品种；另一个地方又偏爱另一品种，潮流和观点时时都在变化，再加上新品种不断涌现，挑战
已有品种的地位。正因如此，球根贸易不仅仅是不稳定，而且先天性缺乏逻辑。没有稳定性和可预见
性的市场是不可能永久昌盛的。而荷兰的郁金香交易就是两种要素都不具有的典型。

P187.无论如何，黑色郁金香的传说在狂热时期流传得如此之广，可能也让一些敏锐的花商警觉到：市
场需求的品种、有限的培育时间内能够引入市场的新品种、荷兰种植者们能够用来培育新品种的植物
学意义上的郁金香数量，这三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不断拉大。

P194.各种各样的困惑围绕着所有人，似乎没有哪个花商明白为什么球根交易会以这样惊人的方式急转
而下。而纵观整个事件，不难看出价格暴跌从一开始就是无可避免的。太阳之所以燃烧得明亮而稳定
是因为有持续不断的燃料供给，同样的，郁金香狂热要想持续下去，也必须不断有球根供应到市场中
来。在1636~1637年冬天，对郁金香的需求全方位迅速增长，速度远胜过球根供给的增长速度，再加上
狂热的爆发，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们用尽了所有可用的资源。连磅货和单一颜色的郁金香也被拿来贩
卖，切在此之前无人问津的斯维策和白皇冠之类都能卖到1000荷兰盾每磅的高价。荷兰省的花商们已
经把能找到的所有球根都用来交易了。

当这些“破布”都被用来交易之后，市场上再没有新的品种能以人们可承受的价格进入市场了。低价
球根的断货就意味着，没有新的花商可以加入到这个市场中，因为即使最便宜的球根也动辄成百上千
荷兰盾，谁能买得起呢？再说，已经有一小部分交易者开始出售他们的球根以获取利益。一个数量上
不断缩小的花商群体，掌握着有限的资金，不知怎么竟维持了这么久的价格上升。即使是那些还相信
郁金香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健康的交易的人或早或晚也终将无法承受新一轮的价格上升，并且由于还要
不要继续投入。因此，到了2月份，无论是资金还是球根，这两种郁金香狂热发生的根本动力，都已
经完全被耗尽了。如同燃烧尽最后一滴燃料的太阳，郁金香狂热也成了超新星，以最疯狂的交易爆发
引领即将到来的大崩盘。

但是，郁金香热并非从此就绝迹了。就像黑死病这种奇怪的疾病一样，它可能爆发一阵，然后表面上
好像结束了，但事实上它只是进入了休眠期。可能几十年后，在另一个地方，就又会卷土重来，剧烈
程度甚至不逊于以往。

而那个通知了郁金香最后繁茂时期的过往有怎样的结局呢？他勉强逃过一死，又被重新关进了鸟笼，
在那里凝望着奥斯曼的无花果林，只能在梦里重温匕首一样的花瓣沐浴在满月的光辉中，将针尖一样
的影子投射在恩赐之地的秘密花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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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信子的流行与郁金香的流行其实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要养成一个可开花的球根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
，也就意味着流行的新品种球根的可供应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会非常稀少。而新品种的花色可能是
丰富多样的，有无尽的色彩搭配可能，以蓝色和紫罗兰色为主。一个叫Egbert van der Vaert的交易者在
形容风信子的美丽时夸张地说道：若是宙斯见识过他刚买到的风信子有多美丽，那么他离开奥林匹斯
山去引诱丽达的时候一定会化身为风信子而不是天鹅。

5、《郁金香热》的笔记-第260页

            最后的一段话印象深刻，但是怎么能是天上山谷呢，应该是天山山谷吧。

6、《郁金香热》的笔记-第11页

        根据在阿拉伯经典中的记述，土耳其语中的郁金香（lale）和土耳其语中的“安拉”是一个词。郁
金香同时还代表着在神面前谦卑的美德：因为每当鲜花盛开之时，花朵会向下弯垂，仿佛低头致敬。
到15世纪至16世纪初，禁止使用有生命之物形象的禁令被废除后，郁金香经常在奥斯曼插图中用于描
画伊甸园，它就盛开于夏娃偷尝禁果的树下。土耳其人相信在战斗中为伊斯兰信仰献身，死后就一定
会上天堂。他们相信天堂会有满地的郁金香盛开，会有女神为他们奉上他们在世间无福享受的美酒。
因此对于一个奥斯曼园丁来说，郁金香是最珍贵的花朵，只有玫瑰、水仙、康乃馨和风信子配得上与
它种在一起。其余的花朵，就算再稀少、再漂亮，也只能叫野花，只能偶尔种种。

7、《郁金香热》的笔记-第129页

        究竟是什么，能让如此之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都热切地投入到一项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交易中来
试试手气？利润的诱惑肯定是原因之一，人们期望可以挣到以前从没挣到过的钱。原因之二，则是因
为当时的联省刚刚从17世纪20年代漫长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起来。这次萧条几乎贯穿了整个20年代，也
是整个17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导致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与西班牙的再度开战和西班牙的海上封
锁。危机之后，荷兰经济整体迎来了强势复苏。经济形势从1631年或1632年开始好转，在整个30年代
都保持着稳步增长。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荷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足。荷兰本地的一些因素也对人们
加入郁金香交易有一定影响，比如在离阿姆斯特丹几英里之外的哈勒姆，很多织工都改行倒卖郁金香
。因为虽然经济形势复苏了，但是莱顿开始成为荷兰纺织业的主导，哈勒姆的纺织业依然无可避免地
衰落了。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1633年到1637年间在荷兰多个城市爆发的严重的黑死病疫情。编年史记录者泰奥多
罗斯·费留斯当时就生活在哈勒姆。据他记载，从1635年10月瘟疫爆发到1637年7月疫情彻底结束，共
有8000市民因为瘟疫丧命，其中5700人是在1636年8月到11月间离世的；也就是说，在哈勒姆，每8个人
中就有1个人染病去世。因为死人太多，都没有足够的坟墓安葬。这场可怕的瘟疫带来了两个主要的
后果。第一是劳动力紧缺，雇主们只能提高工资以争抢劳动力，所以工人们也开始能有点闲钱投入郁
金香交易；第二是，或者说可能是，瘟疫让人们惧怕宿命，球根交易者也感染了绝望的情绪，所以才
在球根交易上疯狂无度地投入。

8、《郁金香热》的笔记-第13页

        因此对于一个奥斯曼园丁来说，郁金香是最珍贵的花朵，只有玫瑰、水仙、康乃馨和风信子配得
上与它种在一起。

9、《郁金香热》的笔记-第77页

        在1610年前后，巴黎贵族阶层兴起了一种向宫廷里的女士赠送鲜花的热潮⋯⋯郁金香的流行至少
持续到了1615年，在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三的婚礼上，贵族女士们都穿着领口极低的礼服，把剪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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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别在乳沟处。据说当时最美丽的品种被看作像钻石一样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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