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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是金融史，缺乏严谨的文字和资料考证；更
不是金融思想史，因为没有太多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
当然，也绝不是故事和戏说。我愿意称之为“金融观念史”，
缘于我们有太多的金融观念似是而非。而建立在这些糊涂
观念基础上的思维模块混沌不清，但常常潜意识地支配着
我们的金融思想。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启蒙，金融观念的厘
清是唯一的起点。这本书就是为年轻人，也包括企业家和
金融家们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的。

在高度监管的体制下，金融作为一种拥有特殊地位
的行业被不断神秘化，离大众生活越来越远，这是非常
令人遗憾的事情。简单地说，金融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它
帮助资金融通，让项目能找到钱，让钱能投到合适的项
目中，让百姓生活更加便利，让企业家能够自主创业。但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金融这个看似简单的工具被赋予
了太多特殊的含义，严密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很多自由
有效的金融渠道被封锁。好的金融制度要保证渠道畅通
和融资成本的合理，渠道和成本便是金融改革的核心。

建立正确的金融观念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今社会
中充斥了金融阴谋论。鼓吹阴谋论的人实际上是对风险的
不理解，他们恐惧变化、抵御变化。他们更习惯用一种妖魔
化的方式描绘金融市场前景，煽动大众情绪，阻碍理性分
析和创新发展的进程。比如，2007 年次贷危机，很多人悲观
地认为华尔街垮了，金融市场就此崩溃。但是如果了解了
金融的历史，就会在冷静地思考后知道这并不是崩溃，而
仅仅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小挫折，新的金融创新的机会正
在孕育和发生。就像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航空运输行业中
坠机事故频繁发生一样，如果人类因此只看到这种交通工
具的风险性，而没有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它，又何来今日
安全便捷的航空产业？所以创业者要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
境中始终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王巍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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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所著的《我这一代香港
人》一书，较为全面、平实和客观地介绍了香港的变迁发
展，阐释了香港社会观念和香港人价值观的沿革情况。

自“大跃进”起，港人就要寄粮食接济内地亲友，而
在此后至上世纪 70 年代末，内地居民(主要是广东居民)

大量逃港，这些不能不让港人对内地产生负面观感。
1967 年由内地造反派操控而在香港掀起的左派骚乱行
动，更是影响了港人对内地管治和体制的评价。而就在
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香港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财
富水平提升，施政改革开始取得成效，香港从一个以过
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了一个以长期定居者
为主的城市。可以说，陈冠中一代的香港人才开始建构
起了“香港人”、“香港身份”的意识，他们普遍经受过英
语训练，受英美新文化吸引，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
界观上跟内地的同龄人表现出很大差异。

陈冠中认为，香港人对香港的身份认同，确切而真
实地存在，不因为回归而消减，反而因为港人治港的渐
进实现而增加了其当家作主的愿望。在他看来，港人认
同香港，也不因此妨碍香港人接受中国主权、民族文化、
一国两制、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每个人都有
多种身份，而对身份的多重认同是可能的。“一个相对固
定的地区内，定居者风雨同路，在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
中产生历史感、产生共同体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甚至
是必然的……居民认同自己是该城市的市民，这样的市
民是公民的基础，即所谓市民由碎片化的个体转化为有
主体性的公民……发现彼此的共同利益，也分享彼此的
生活，建立了互相信赖和亲密的关系，这样就产生了归
属感，也对空间产生了新的意义，形成对城市与地方的
认同”。

《我这一代香港人》
陈冠中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5 月出版

《新周刊》
总第 397 期

专题《少女之殇》指
出，我们的社会必须保护
好少女，不但在人身安全
上，价值观念上也要引导
好少女。中国的成人社会
纵容和鼓励她们对成名、
考分、高收入、物质、性感、
成人生活方式的追求，而
缺乏引导她们对传统、人
际交往规范、安全、多元发
展的重视。

《 iRead 壹读》
2013 年第 11 期

每一场军方事故的成
因，大多会有一个合理的
技术化解释。《公开资料中
全球的军方事故》通过分
析资料，扒开残骸，发现灾
难竟然是由许多技术之外
的因素叠加形成。

《南都周刊》
2013 年第 22 期

在血液临床供应短缺
的情况下，互助献血出现
了。但要让中国真正走出

“血荒”，亲友之间的“互助
献血”解决不了问题。封面
报道《寻血记》指出，除了
要对互助献血进行规范之
外，归根到底是要“开源”，
动员公众参与到无偿献血
中来。

《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

东方时空>二十年》
张洁 梁碧波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年 5 月 1 日，《东
方时空》首播，该栏目深刻
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本书
共收录 19 个深度访谈，多
角度的群体回忆试图唤起
那些激情与理想交织的记
忆。

《强国利器》
宋忠平 著
金城出版社

作者对比各国最先进
的军事装备，详尽分析现
代大国军事战略和世界军
事格局，并从军事的角度
阐述军事实力的提升对提
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国际
影响力的作用。

《与故土一拍两散》
王昭阳 著
中信出版社

上世纪 80 年代，作者
前往美国留学，并试图在
美国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和理想世界。然而，美国并
不是他想象中的天堂，无
法满足他对身份的认同、
对爱和自由的追寻。自此，
他开始自己的“漂泊”生
活，“流浪”于美国、中国、
俄罗斯等国。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
[美]托尼·朱特 著
商务印书馆

托尼·朱特以其标志
性的锐利和活力，向我们
揭示了真正的历史在多大
程度上被遗弃了，而那些
被遗忘的问题是多么重
要——— 对于我们的今天，
对于我们的未来。

《微运动自然养生法：巧法
治小病，一招就搞定》
陈惊蛰 著
广东科技出版社

作者提倡绿色的自然
养生法，通过甩甩手、蹬蹬
腿、扭扭屁股、拉拉筋骨等
小动作，就能刺激穴道，调
整脏腑，活络经脉，通畅气
血，启动人体“内药”，一点
点地修复病变部位，轻松
应对日常小病小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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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律师》
张思之 著
法律出版社

张思之，被称为“中国
律师界的良心”，曾担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案”律师辩护组组长，上世
纪 90 年代后代理了一批在
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案
件。本书收录了张思之律
师对律师行业、社会问题
等所撰写的各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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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张宏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
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
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
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
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
劣根性。中国人身上并没
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
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
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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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教养的起点：大前研
一的育儿经》
[日]大前研一 著
中信出版社

作者提倡“教育应该
回归家庭”，好的家庭教育
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
偿，而不是学校教育的简
单延伸，父母应该转变教
育的思维模式，不要把学
习成绩作为衡量孩子的唯
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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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方长》
[法]路易·阿尔都塞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个名满天下的哲学
家，却在 1980 年的一天将
自己的妻子掐死。这部自
传不仅反映了他晚年的思
想，还从精神分析的角度
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是一
部探讨人性与罪恶的忏悔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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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
范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透过雷震的风雨
一生，叙述一代知识分子
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
并以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沉
浮及历史背景为考量，着
力表述这位骨鲠之士从坚
守“自由”、“民主”等理念，
到付诸实践的精神风貌，
彰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在现实中的艰难处境……

《我的父亲韩复榘》
韩子华 口述
周海滨 执笔
中华书局

在韩复榘次子韩子华
的眼中，出身书香门第、旧
学颇有根底的父亲并非一
介武夫。书中，他不仅回忆
了父亲的个人生活、对子
女的教育，还有父亲与冯
玉祥、蒋介石、张学良等各
方的合作、矛盾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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