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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诙谐，不求面面俱到，不求正统，只一家之言。
尽信书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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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钱？
谁发行？
货币发行的原则

货币载体
通胀通缩

经济制度
国家与经济规律的battle
国家怎么搞钱

土地制度
纳税规则
垄断程度

政权的更迭
社会的演变
历代农民起义

社会权利结构
军事威胁/军事制度
社会阶层流动



一、此朝无钱胜有钱-周朝
1. 恩惠能换来忠诚吗
2. 谁毁掉了西周
3. 管仲的刀
4. 三千越钱可吞吴
小结，国家的金融精神

二、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1. 商鞅功罪
2.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3. 大秦无货币
4. 小结：血族的衰亡

三、犯我货币者，虽强比诛
（汉高祖，汉武帝）
1. 汉初大通胀
2. 盛世铸私钱
3. 汉武之梦
4. 抢劫无极限

四、迷失的货币（汉昭帝-新
莽）
1. 轮台罪己诏
2. 盐铁之辩
3. 通货紧缩是好事吗
4. 王莽古钱的奥秘
5. 小结：财富的循环

五、国家与土匪（东汉）
1. 无官的世界
2. 钱断桃花源
3. 铜臭的由来
4. 无字的小钱
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六、铜钱三国志（三国）
1. 曹操隆中对
2. 曹操土改
3.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4. 祭坛上的蜀汉
5. 货币战争之三国演义
礼崩乐坏的时代

七、两晋衣冠
1. 炫富的下场
2. 司马炎的绝招
3. 一钱杀二士
4. 钱，国之重器，不可清废
小结：胡马过阴山

八、南朝金粉
1. 生而不平
2. 钱财断手足
3. 全民高利贷
4. 萧齐祸福
小结：逝去的贵族

九、大隋悲歌
1. 壮哉盛隋
2. 隋五铢的奇迹
3. 隋炀帝的国际贸易
4. 尽道隋亡为此河
5. 白钱的故事
小结：隋之殇

十、今有大唐初长成
1. 另类贞观
2. 无字碑上的轮回
3. 金简除罪
4. 官无事，民自富
5. 钱上美人痕

十一、开元全盛日
1. 钱味甘，大热有毒
2. 开元限购令
3. 增发货币的两种方法
4.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5. 李娃传中的金融故事

十二、国破铜钱破
1.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2. 盐铁专营的轮回
3. 向富人征税
4. 唐末钱荒
5. 小人物的救赎
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 宋代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起源—蜀地，属地流行铁钱，但铁钱太重，影响商贸往来。四川有16

家商户发行了交子，纸质的。（距今一千多年，没有实物留存）经历了：

存钱凭证—流通工具--信用危机，挤兑—官府掠夺（抢钱打仗）--货币超

发（开始的时候，旧币回收/准备金制度）

• 有文物证据的最早的纸币

但是，《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推荐）挑选的文物中有一张明代纸币。

原料是桑树皮。中国当时的教育走在世界前列，全国有1/4的人可以看懂纸

币文字。明代1425年停止了纸币发行。英格兰银行种下了一小片桑树。

• 欧洲最早的纸币

约翰.劳支持路易皇帝，使用纸币，皇权支持的纸币。皇帝有超发的冲动。

国库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以兑换。西方国家皇帝的信用不如商人的信用（或

者等同？）约翰劳和皇帝做交易，你的纸币的纸必须从我这里出，我给你

做信用保证，但是，代价是给我垄断经营银行的权力。（金融牌照）

• 虚拟货币

跨越国家这个Bug。世界上可能一半的国家需要？另一半的国家依然依赖政

府/国家提供的安全环境/公共设施（大国）。毕竟，谁也不想为了赚钱而

配备枪支。世界上有很多人想逃脱国家的控制—超发货币，马太效应，但

是虚拟货币的世界，依然是大鱼吃小鱼。（现代理财，大资本可以进行大

投资）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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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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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游戏--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

• 分封制：有点像股权激励，刘邦—分封后分封同姓王（刘恒要求：诸侯死后不能由一个王子继承，国土要评分给所有儿子，

没有子嗣的，皇帝收回封国）。汉朝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是分封惹的祸。

• 郡县制：全国的权力匍匐在皇帝之下。“权力，看起来是至上而下的，本质上其实是至下而上的。“

分封和郡县制的初次讨论，发生在秦一统天下以后，始皇选了李斯的郡县制，大秦二世而亡。

分封大多做为过渡手段，为了稳定政权。Eg：我们的中央地方权利转折—分税制改革。

• 纯粹的郡县制，一般治理的不怎么样。明清的地方官腐败程度最高。权力有阶梯，不可能是天下皇帝一人独大，其他人都是

小小鸟。

• 最强盛的朝代，汉朝，唐代，都是分封和郡县结合，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力。但是，放权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横亘古今的问题。

国家资本主义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卢麟元。举例：《心若菩提》里，曹德旺被政府官员要求把项目给其小舅子。举例：

政府引导基金

• 顾炎武：分封制和郡县制要相结合 本质：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动态平衡

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

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就必然同流合污。（联想 打黑行动）

同姓王，异姓王，不重要，社会稳定重要。（项目稳评会）

告缗令 & 不告缗令，皇帝捞钱，富豪倒卖土地（防止手中有现金）；官商泛滥（官商勾结）

备注：缗，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



盐铁论-桓宽记录
辩题 正方—桑弘羊（汉武帝 均输平准） 反方—贤良文学（霍光）

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 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
想收获（人性本恶）

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
穷奢极侈导致流民四起。

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 盐铁专营不该废止
1. 战匈奴；
2. 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粮价不

能暴涨暴跌；
3. 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

一切罪恶之源，都是盐铁专营
1. 官商获得一分力，民间就损失百倍
2. 官府铁器无法使用，价格昂贵
3. 官商奢侈浪费，以权谋利

是否该重农抑商 重农，也要有区别的重商 重农抑商
但是指的是官商，不是自由经济的商人

国家富强的基础是国富才能民强，
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国富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
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

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
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辩论结局：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评价霍光“无周公之德而
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盐铁论被叫停。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人大研究生考试书目）：
① 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
如国防，公安系统，公共道路，路灯，下水道，城市美化，污染控制等
② 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
能源电力原材料（矿产，钢材，石油化工）；交通运输，机场，港口，通讯，水利等。
③ 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宜进行股份制改造：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
④ 竞争性国有中小企业宜完全放开



管仲/范蠡的故事

管仲之谋—断送在接班人
一、向国内贵族妥协，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独秉
乾坤。“反动势力之所以被成为反动势力，不是因为
反对，而是因为有势力”
权力看起来是至上而下的，其本质是至下而上的。
二、轻摇薄役，人民自己创造财富
三、铸币，垄断，调度天下财富—王室垄断盐铁之
利。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四、经济战。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
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
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抢购兵器。
涨价，衡山国百姓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
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
运粮食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
国突然关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兵器。在夏收前，
齐国向衡山国出兵。
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
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
败的精光，只得降齐。
管仲死后三年，易牙伙派修筑围墙将齐桓公困死
（饿死）于宫阙。

范蠡—善终
一、越王勾践回国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铸钱。一
鼻钱，也叫鬼脸钱。
二、范蠡借助大量的蚁鼻钱搞活了对外贸易，生意
范围相当广。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蚁鼻钱
高价收购粮食。后来又在吴国饥荒时资助吴国。
三、为吴国提供粮食的当年九月，夫差再次不顾国
内饥荒率兵奔赴黄池与楚国决战。当时，吴国军队
的粮食供应几乎全靠越国。
范蠡率兵攻入吴国都城姑苏，并在海上断了夫差后
路，夫差兵败自刎。

范蠡及时海上跑路。。。。。去经商了。

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

后来范蠡成为财神，十六两称的发明者也是范蠡。
秤杆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
缺三两损寿。

人生赢家。

以及书中：吕不韦/吕雉/王莽的故事



刘邦时代：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时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
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
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

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只要有稳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靠舞刀弄枪吃饭。绝大部分士兵都是
普通人，他们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静的一生需要稳定的收入；在农耕
社会，稳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即使刘邦这样的流氓也向往田园生活。

吕雉时代：
面对匈奴威胁，战争经费全部来自货币减重。帝国并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民国大通胀）。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
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农耕时代，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
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汉武帝刘彻：
打仗—搞钱（铸钱，盐铁官营/告缗令、不告缗令）--大搞建设—农民起义不断—罪己诏

武则天：
汉武帝2.0



货币形式
通胀通缩
金融活动

主要人物 主要制度 纳税规则 垄断程度
权力结构
阶层流动

军事威胁

荚钱/秦半两 大通胀
刘邦
汉高祖

货币减重
给士兵分土地

异姓王自己收拾？
联邦制

无
诸侯，异姓王；分封
同姓王

匈奴

八铢钱
五分钱
三铢钱
一铢钱

通胀获得战争
经费，贬值75%

吕后
授田到全体国民
耕者有其田
模糊面纱，战后经济

《二年律令》十五
而税一
庶人6.6% 

无
侯：庶人为1：90
历代为1：25

匈奴

放开铸币权，给标
准

经济平稳
刘恒 汉文帝
贾谊

开放铜矿开采，冶铁，
山林采伐，煮盐业

三十税一
同姓王自己收税
联邦制

无
诸侯死后，分给所有
儿子，分散权力

匈奴

不准刘濞铸币
吴钱

经济平稳
刘启 汉景
帝
晁错

削藩，七王之乱 同姓王自己收税 无 同姓王的权力博弈 匈奴

皮币，白金币，三
铢钱
鹿皮，龙币，马币，
龟币。真正统一货
币，官铸五铢钱

乱，盗铸
通胀，捞钱打
仗

刘彻 汉武帝
告缗（min，二声）令
不告缗令—土地买卖

同姓王没有税权
盐铁官营
均输平准
官商

更加集权
战争
好战

汉高祖 --汉武帝



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新莽

•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明百姓都没有力
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
官僚。

• 汉武帝把刘弗陵委托给霍光，指定的是五个人：霍光、上官桀（被杀）、桑弘羊（被杀）、上官皇后、霍光很快把权力都控制
到自己手中。

• 霍光：权臣但不算奸臣 王莽：穿越者

•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
“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
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
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货币形式
通胀通缩
金融活动

主要人物 主要制度 纳税规则 垄断程度
权力结构
阶层流动

军事威胁

沿袭武帝？ 无
汉昭帝
霍光/桑弘
羊

修养生息
50%
减少税负

霍光主张放开竞争，但实际
仍然是延续汉武帝的垄断

霍光与桑弘羊等权力斗争
霍光要对付封建官僚

战后

不铸币 大通缩 汉宣帝刘洵
非常节俭
土地兼并
流民众多

加上通缩，估计在
70%

延续汉武帝的垄断
与豪强做斗争，迁徙豪强
入平陵；与豪强做斗争

五铢+大泉/错刀
大泉/小泉
宝货制

天灾
大通胀
人相食

新莽
最早的社会主义
王田制
国家调配

？ 国家计划经济
继续与豪强做斗争
灾荒

匈奴
赤眉军



李娃传

• 李娃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盛世必备的重要特征：贫贱者可因奋斗而富贵，富贵者也可因浪荡而贫
贱，整个社会阶层上下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 李娃传的金融业务：

1. 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当铺；

2. 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也就是旅店

3. 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中国第一代汇兑业务—便换，即后来的飞钱

4. 玄宗年间，有人在使用黄金。



• 《逃不掉的经济周期》

• 历史上当一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有五个常见的操作方法：

• 宣布国家破产/增加赋税/ 货币注水，或通货膨胀/ 出售垄断特许权/查抄贪官资产

•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务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酝酿形成。（人决定制度，制度反过来作用于人。）

• 《心若菩提》--曹德旺

• 算命

• 农业到工业/ 指标勾兑/ 承包/ 造汽车玻璃/ 得罪官员

相关摘录



未来的探索：

• 《道德经》 无形的平衡术（权力平衡，权责平衡）

• 未来战争的形式和可能（参考范蠡）

• 我国国家主席的权力交替方式

• 改变世界的机器—全球化

• 老子通释

• 生物学



推荐书单

经济、金融、政治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逃不掉的经济周期》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李光耀观天下》

《二十一世纪金融监管》

文史哲 世界观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人类群星闪耀时》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心若菩提》

《我的一生—梅厄夫人传》

《Horrible history》

《论摄影》

《自私的基因》

个人成长文史哲 世界观

《你就是自己的幸运星》

《夜航西飞》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第二性》（波伏娃）

《百岁人生》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