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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2》

内容概要

作者在筹建中国金融博物馆的过程中，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金融史，根据三十多年金融经验，创作了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一书。深受读者欢迎，并获得了2014年第五届中国图书好书奖。
作者再接再厉创作了该系列书的第二册。追溯地理大发现的金融驱动，美国独立战争的债券能力，次
贷危机的“缝纫机效应”等。你还可以看到：摩根、洛克菲勒、米尔肯和克拉克的金融传奇⋯⋯
金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2015年的中国股灾更让我们了解金融的真正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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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中国并购公会会长、万盟并购集团董事长。
自1982年以来曾在众多境内外金融机构担任要职；直接策划、组织了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
上市与并购业务，长期担任中欧和长江等商学院客座教授、曾获得2012年美国并购论坛终身并购成就
奖。2015年担任亚洲并购协会(AMAA)主席和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IFFM)联合主席。
2010年以来在天津、苏州、北京和上海等地分别创建了五家不同主题的金融博物馆，与任志强刘晓光
等共同发起了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成为国内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读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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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比较失望
2、言语较为生动，金融术语较少，易懂，可读性强。
3、好看！作者娓娓道来，通过历史上的一个个金融小故事抽丝剥茧，阐释出隐藏在这些故事背后深
刻的金融逻辑，尤其是数个能够脱离道德单单论述金融道理的情景更是如此，而且在其中还读出些我
们改革历程上犯下的逻辑错误，原来还是允许些议论的空间的！
4、书的内容一般般。。在天津解放北路参观了中国金融博物馆，，买下了这本下册。。。一个下午
可以翻完的通俗读物
5、科普型读物
6、金融爱好者的通俗书.
7、科普书籍里面故事性很强的一本书，满满地故事，很好看的 
8、和之前看的电影《大空头》搭配看真的很合适
9、很好的金融科普书，值得我等非金融人士开拓视野
10、内容很好，故事可读性强，不过对于我这个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浸淫多年的个人来说，很多故
事之前都有所了解。总体来说是很不错的启蒙读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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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用博物馆发现历史 用金融快乐人生——王巍：我所追求的金融启蒙之路仲秋的北京，在朝阳公园
的僻静一角，黄叶婆娑，红葛掩映，一群人在咖啡厅吃着盒饭，听一位博物馆理事长讲甲午战争与金
融的故事，应该是这个雾霾重重的周五傍晚里最奇妙的事情。日本预支了自己未来，消费了大清的国
运由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中国并购公会会长王巍筹划并主讲，人民银行《中国金融》杂志资深媒
体人孙芙蓉召集的第一期“博物馆金融咖啡厅”沙龙会，穿梭着的就是下面这样一个个历史故事。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前后两代北洋阁臣的努力下，经历了“同光中兴”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大清
朝，俨然已经被世界列强视作一个足以敬畏的东方巨人。因此，当中日在朝鲜半岛的对峙不可避免地
将终结为一场战争的时候，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认为大清必胜，就连日本国内也蔓延着“倘或失败，
要用失败激励国民”的情绪。而最终的结果却令当时的世人大跌眼镜，威海卫的炮声沉寂时，大清已
将三十年的家底输了个精光，中华民族也随着这场战败猛然滑向了近代历史深渊。回首历史已百年，
大清的败亡固然源自内部的腐败，但还有一条重要的教训——不理解金融的力量。早在战争之前
的1882年，日本就成立了现代中央银行，统筹债券发行，以国家信誉为抵押向国民以及西方借钱发展
工业、筹备战争。而反观大清，直到战端已开的1894年，才开始发行政府公债，无怪乎北洋水师军费
一直捉襟见肘，战力被日本赶超。举个例子，黄海海战时战力最先进的巡洋舰、日军主力舰“吉野号
”，最初便是由中国支付头款在英国建造的，但由于后期资金不足，尾款无法兑付，最后反而被日本
买下。日本用透支未来收入的金融手段迅速扩充了战力，赢得了战争，获得了5倍于自身工业总值的
赔款。而后来几十年里，中国人却为了偿还甲午战争的赔款，背上了长期的包袱，民族灾难愈加深重
。毫不夸张的说，就像刷信用卡一样，日本透支了自己的未来，消费了大清的国运。“博物馆让我重
新发现历史，参与未来”盛宣怀收回铁路为何导致了辛亥革命？莽新政权为什么倒在了币制改革？大
明朝一条鞭法如何影响到西欧的近代化？在由权力书写的历史“表”世界的背后，隐藏着草蛇灰线一
般存在、但力量巨大的金融“里”世界。而通过讲故事，向中国国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自我启蒙
，也是这几年来王巍先生在孜孜寻梦博物馆的道路上逐渐清晰的远方。王巍先生在沙龙会上一身便衣
，讲起了2008年萌生做博物馆想法的有趣缘起。当年10月，他陪同天津市的领导前往纽约考察并与索
罗斯一起进餐，但中途被正在与索罗斯闹别扭的其某任“女友”炸了局。作为替代行程，无奈的索罗
斯只能安排他们去附近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参观。结果，恰恰这次博物馆之旅极大地震撼了他。
这家博物馆是一个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互动式展览中心，金融世界的奥秘以讲故事这样一种最
自然的方式呈现给了普罗大众，使他们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他们个人的金融决策中去。而博物馆对
当时正不断恶化的次贷危机进行了全面解析和“现场直播”，真正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发现当下的历
史”，颠覆了一直以来国人对博物馆的固有认识。王巍当即与天津市的领导商议，决心要在天津也做
这样一个中国金融博物馆。这期间的艰辛难以描述。着了魔的他曾经花了四五个月书看了80多本中外
关于博物馆的书，曾满世界找留学生拍各地的博物馆用来借鉴，曾为了论证这个没有多少藏品的、只
有“金融观念史”的博物馆的存在合理性与相关部门磨破了嘴。五年的坚守，他的博物馆从艰难起步
，到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尊敬，而现在已经形成了“北洋金融深度游”这样一个文化绿岛；他麾下
的NGO博物馆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天津中国金融博物馆、苏州中国基金博物馆、国际金融博物馆、互
联网金融博物馆等）。王巍说，我们很多部门的博物馆，是在做仓库陈列，是把文件贴在墙上做展览
，而我的金融博物馆主要是摆事实，讲故事，但不谈道理。比如清明上河图有17处用钱的地方在哪里
？比如北洋政府时期普通天津人生活如何在金融中体现？“我们是把金融的职能做成博物馆。博物馆
能改变社会的观念，很多人不理解金融，我们就要改变社会对金融的认知。”而发现历史和发现未来
一样，是一遍遍的价值观梳理，这也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对未来的参与。扫除意识藩篱 重建金融价值
观王巍说，真正理解金融的时候是在做博物馆期间，因为“博物馆通过对金融历史的挖掘，让我认识
到我过去的错误，让我反思”。“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说金融的三要素，就是流动性、安全性、效益
性，现在来看，其实这种学习的核心是从监管角度来看的，是一种维护国家垄断权威的金融学。”过
去一段时间，在金融高度监管的体制背景下，金融作为一种拥有特殊地位的行业被不断神秘化，离大
众越拉越远，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学金融是为了人人都当周小川行长，这想想就是不太靠谱
的事情。”另一个对金融的误读是各种阴谋论，也包括上面对历史事件中金融、资本、甚至金钱的作
用的妖魔化，其源自对风险的极端恐惧和对变化的排斥。如2007年后，很多人就悲观地认为华尔街垮
了，金融市场崩溃了。从历史看，过去两千年里，金融与普通中国人的关系其实与其他衣食住行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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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金融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它帮助资金通融，让项目找到钱，让钱能投到合
适的项目去，让百姓更加便利，让企业家能够自主创业。”“目前对金融行业的限制，其实就有点类
似于30多年前对北京开饭店的限制一样。那时候，你在自家胡同口也开不了饭店，因为北京是首善之
地，万一出点事情，天下就要乱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思路。”王巍说，回归本源，我们对金融的本质
理解，既不应该权威化，也不必妖魔化，而是待之如友，简言之，“让人生更安全、自由和快乐”，
这是新的金融价值观的“三要素”。一者，人生安全，善用理财、保险，保护自己的财富；二者，自
由，经济上独立，不依赖机构、社团；三者，让自己快乐。“怎么让人快乐呢？多年前有人不懂杠杆
是什么，我就和他说，比如你在上海谈对象，但是你没钱，怎么办呢？那先借钱买个金戒指，姑娘一
感动，和你结婚了，第二天你对她说，我们一起奋斗吧，一起还钱，这就快乐了。”王巍说，未来金
融的方向，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个人体验问题，完善个人金融这个维度。在这方面，互联网金融之
所以风生水起，就是因为我们的几大国有行原来都不屑做这些事情。这是年轻人现在的胜过老一辈人
的地方，也进一步说明了，如果金融价值观、观念史如果不到位，我们就只能成为鱼缸里的鱼一样，
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总也走不到那里去。是为全民金融启蒙。此记。2015年10月16日
2、这是作者对第一部金融可以颠覆历史的补充，对整个历史篇幅的各个点上都做了补充，由于只是
金融的旁观者和爱好者，对此书没有太多评价但觉得和第一部第二部连起来读的话对整个金融历史会
有些浅显的了解。若能在各个点下多下些功夫应该会更好。

Page 7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2》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