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银秘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银秘史>>

13位ISBN编号：9787229031589

10位ISBN编号：7229031583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江月照人

页数：240

字数：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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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银秘史>>

前言

　　前言：真相，藏在历史背后⋯⋯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个大舞台，有一些“角色”从来
都是躲在幕后⋯⋯　　它们是从来不露面的“主演”，它们是决定着故事发展的“导演”，它们甚至
被人看做神通广大的魔法师，指挥着前台所发生的一切⋯⋯　　它们，其实不过是些闪闪发亮的金属
而已，比如黄金和白银—但自从有地球上有了人类文明的那一刻—它们就是财富的代名词。
　　它们本身并不能取代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它们的执迷几乎达
到了狂热的地步。
甚至于正是这种执迷的追求，造就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人类历史。
　　在早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眼里，人是所谓的“经济人”，其本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而实际上，不论任何一种历史力量，任何一种曾推动历史演进的势力，也都在追求他们的“利益最大
化”，都尽其所能地参与着一场场关于财富的博弈。
　　曾经有很多年中国人的财富始终“偏向”于白银。
那个时代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银子的时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用银之国”，也是真正的“白银帝国”！
　　在古代，这个国家曾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商品经济，却极度缺少货币金属。
然而，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开始对“新大陆”进行血腥的掠夺之后，困扰着中国千百年的“银荒”
就彻底结束了。
最终，制造业发达的古代中国，成为了世界白银资本最后的归宿地。
　　这是古代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这也是发生在数百年前东西方的财富博弈方式。
　　那是富有而强大的古代中国，那是在全球贸易中充当轴心的古代中国。
　　于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白银掠夺”开始了。
在殖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现代金融业，则成了这场掠夺中的利器。
　　一场场真实的“历史大戏”，就这么围绕着白银上演了⋯⋯　　因为白银，你会看到：忽必烈、
朱元璋、朱棣、朱翊钧、郑和、张居正、乾隆、林则徐、蒋介石、宋子文、哥伦布、牛顿、李嘉图、
罗斯福、肯尼迪⋯⋯还有更多的帝王将相、历史名人、学术巨匠，他们，将展现出不为人所知的“另
一面”⋯⋯　　因为白银，你还会看到：有些曾显赫一时的“大人物”，被历史所忽略、所遗忘。
他们都是中国人，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但他们又都背负着千古罪名，比如“倭寇”、“
海盗”、“贰臣”、“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些人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让时代和历史抛弃了
他们，让朝廷和官府抛弃了他们，让他们成为历史的“孤儿”？
　　实际上，他们或驱使着外国人为自己服务，或在战争中打败西方殖民者，或在商战中以八面玲珑
的手腕令外国人叹为观止⋯⋯这种种看似“长中国人志气”的事，又为何给他们带来诸如“背叛国家
”之类的罪名？
　　然而，从他们身上你又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少见“开放性”。
从某种角度说，这些人正是推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先驱。
　　他们究竟是谁？
答案就是本书中。
　　不仅如此，当我们把躲在幕后的这种金属—白银，拉到历史的前台之际，它还会为你透露很多神
秘的历史的玄机：　　中国，为什么没能搭上工业革命的“快车”？
　　中国古代的金融制度，为什么从先进走向落后？
　　究竟从何始起，中国成了全世界的“制造业出口基地”？
　　明代的中国人，他们究竟是“固步自封”，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投入了当时“全球化”浪潮之中？
　　从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域沦为饱受欺凌的殖民地。
清代中国输给西方列强的仅仅是军事吗？
　　金本位国家，银本位国家，在一次次“国际化”浪潮中，它们将发生怎样的“交锋”？
　　为什么中国人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为什么中国曾一个时代发行几千种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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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创下了通货膨胀的“世界之最”？
　　当罗斯福推行“新政”、带领美国人走出“大萧条”阴影的时候，为什么“选定”中国作为新政
的牺牲品？
为什么说美国人帮了日本人的忙？
蒋介石政权垮台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真的有所谓的“白银魔咒”存在吗？
白银，真的是一种“不安定的金属”吗？
它究竟是制造通货膨胀的工具，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诚实货币”？
　　⋯⋯　　用全球化的视野去看中国乃至世界的过去与未来，你将发现无数的惊奇、无数的感慨、
无数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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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白银帝国”。
因为它是世界白银的“归宿地”，它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古老轴心。
然而，恰恰是由于西方殖民国家对“新大陆”的血腥掠夺，却在无意之中推促了明清两代中国“出口
经济”的繁荣。
    白银的诱惑是如此巨大、美丽而血腥。
于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历时百年的“白银掠夺”开始了。
在殖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西方现代金融业，则成了这场“银元争夺战”中的利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美国的“白银大亨”们为满足自身利益，构筑了一
个针对中国的白银阴谋。
而最后的结果，却是美国的白银集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无意中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在书中，你将看到一个个真实而又神秘的历史场景，一场场凶险诡谲的阴谋交锋：真的是罗斯福的
竞选需要，最后导致了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吗？
而白银“空心化”的中国，又将面临怎样的全面崩溃？
21世纪初的世界金融体系，将面临怎样的危机与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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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月照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士，世界金融硕士，资深经济管理类图书撰稿人，资深管理咨询
师。
代表作品有：《工作就是解决问题》、《轻松读懂经济学》、《从零开始做人脉》、《大滞涨》、《
大失业》、《认真胜于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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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真相，藏在历史背后⋯⋯第一章 “恐高症”困扰的“前白银时代”  序幕：始于“禁银”的“
白银帝国”   被逼出来的“金融创新”？
   纸与银—大明帝国的困惑   永乐大帝：把“前白银时代”推向“巅峰”   郑和下西洋：失败的金银“
发现之旅”？
   解密“倭寇”的“原始身份”   冒险家的悲剧：不该生在明朝 第二章  白银的“环球旅行”  欧洲海盗
，更残暴也更“幸运”  月亮的眼泪，流淌在新大陆上   “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   白银，为何在这里
止步？
   张居正，“拉动内需”的设计师？
   万历皇帝，“白银梦”难醒⋯⋯ 第三章 “不安定的金属”在欧洲  白银的第一次“妖魔化”   当金钱
成为历史的导演⋯⋯   殖民主义与金融业的“共生”   股份公司—高效的掠夺者   革命与交易所的时代  
只因国王要借钱⋯⋯ 第四章  混沌中的“改朝换代”  中国式的“白银危机”   皇帝与大臣的“货币战
争”   冤家路窄：郑芝龙对决东印度公司   “广东十三行”：是“奴才”还是“外贸特许商”？
  茶叶换白银—将“顺差”进行到底   当中国“背对”世界⋯⋯   一落千丈的“中国形象” 第五章  黄金
、白银“总对决”  黄金与英镑的历史“联姻”   金融家？
炼金士？
—牛顿的秘密身份   李嘉图：选定“金块”，抛弃白银   白银失宠、黄金“得救”   1873罪行究竟罪在
何处？
 第六章  鸦片向东，白银向西  “出口经济”的代价   被遗忘的“林则徐银钱”   从“世界首富”到“千
古罪人”  烈火中的“银河”   变革时代：“龙洋”与票号   谁制造了清末的“金融风波”？
 第七章  大战前夕的阴谋  小心，“女巫的银鞋”   当美元向英镑“宣战”⋯⋯  “弃金从银”的罗斯福 
 正伸向中国的“黑手”   上海的“银色迷雾”   中国的货币，列强的战场   超越“极限”的通货膨胀 第
八章  正在苏醒的金属  当金与银都陷入沉睡⋯⋯   “信息爆炸”引发白银投机   新“白银热”的扑朔迷
离   金银双本位制—艰难的“归程”   金融的硝烟中，我们拿什么迎战？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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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密“倭寇”的“原始身份”　　　　做为“航海大国”的明朝，对待老百姓时却是另一种做法
—禁止出海。
“海禁”与“禁银”相辅相成，成为大明王朝早期的两大禁令。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严令“片板不许入海”，禁止民间海外贸易，违者处以充军甚至死罪。
正像明王朝幻想用万里长城来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样，他们也希望用茫茫大海来阻隔来自海外
的威胁。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依循宋元时代的“市舶司”制度，设立了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
舶司，但明代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管接待各国贡使，已然失去了宋元时代管理海外贸易这一职能。
　　这样一来，中国和海外的联系就只剩下国外使节们前来朝拜、进贡礼品和还礼几项有限的活动。
此外，明政府也不欢迎任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
　　宋、元时代的盛极一时的开放贸易就此告终了，海外贸易顿时一片萧条，连渔业也遭禁绝。
海禁切断了东南沿海许多渔民的生活来源，大量渔民被收编入伍，这样无形中就又增加了一笔政府开
支。
　　不过，海禁与大明的种种禁令一样，上有政策，下有政策。
不许出海，但中国商人却还是可以在海处建议贸易基地，向东洋、南洋发展，照样继续与外国人做生
意。
　　很多年以后，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书记官莱佛士踏上新加坡的土地时，他发现了很多大型城堡的
残迹，但是，当地的土著人却不知道这些城堡是何时由何人建立的。
　　实际上，这些城堡就是中国商人在宋元年间历时百年经几代人胼手砥足建立起来的。
新加坡，曾经是海外华人探索异域外洋的停泊港。
此外，他们还在印尼和菲律宾也建立了城堡，这些城堡中均设有武装保护人员。
商人们从中国把丝绸、瓷器运到这里同阿拉伯商人作生意，从阿拉伯商人手里换到黄金、白银之后，
把一部分金银存放在这些海外基地，然后把另外一部分带回中国从民间购买出口货物。
　　所以，把郑和称为“中国走向大海第一人”，这显然是不符合史事的。
事实上，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的许多年里，在中国的民间曾有大批中国商人走向大海，与阿拉伯商人一
起开辟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后来的欧洲殖民者是最早的“武装商人”，比如后来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
，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的“武装商人”早已出现在历史上，他们从宋元时代起就活跃在南洋海域，还在海外建立了自己
的“殖民地”。
　　不过，这些海外贸易基地有很多却被郑和摧毁了。
原来，郑和下西洋还有一项历史书上很少提及的使命—镇抚海外流民。
明成祖招诱海外游民的诏令，正是由郑和舰队来四处宣谕的。
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次年，就有八百多流民“应诏”（也是被迫）回国。
　　然而，很多实力雄厚的海外侨商，尤其是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和东爪哇的华商集团是不会轻
易放弃基业应诏回国的。
对此，郑和只有兵戎相见。
曾随郑和同下西洋的马欢就曾在《瀛涯胜览》一书中记载，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三佛齐的大华商陈
祖义拒绝回国入贡，于是，郑和发兵大破陈祖义部众，杀戮无算，并将陈祖义擒回中国处斩。
此事据《明史》等正统史书记载，起因却是陈祖义邀击郑和船队所引发的。
然而，一个小小的“商人”主动邀击郑和数万大军，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实事上，陈祖义的武装海商集团控制着西洋“朝贡”的必经海道，对明朝的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必须要
铲除的。
　　而在上文提到的新加坡城堡残迹，正是郑和与当地穆斯林商人合作消灭了大批不肯回国的中国商
人集团后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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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地穆斯林对此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杀中国人？
他们自然不知道，按照中国当时的法律，凡是“冒禁下海”做生意的人，在当时的明王朝眼里都被视
为“匪”或“海盗”。
　　而事实上，早在宋元时期，在南洋就已涌现了一批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华侨海商家族。
而到了明朝前期，这些海商家族势力基本上就已烟消云散了。
　　当民间外贸活动完全被禁止后，“朝贡”则成为明代唯一的海外交往途径。
这种“朝贡”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官方贸易”，因为很多国家的商人需要中国的商品，民间商贸途径
被彻底断绝后，他们不得不借着“朝贡”的名义来中国“做生意”。
　　为了避免外国商人冒充使团，明代还对“朝贡”的期限、船数、人数、贡品数⋯⋯都进行严格的
规定。
例如，对日本，只允许其10年一“贡”，每次“朝贡”随行人员货物不得超过三船。
　　自古以来，日本与中国有长期的贸易来往。
日本白银产量丰富，而丝绵、医药、器皿等则长期依赖中国供应。
所以“海禁”令一出，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商贸往来关系。
日本自1467年起，即陷入了长期动荡、军阀混战的“战国时代”，无法按照惯例派出统一的使团。
各个藩国的各大领主们为了取得“朝贡”的机会，也往往发生火拼。
　　嘉靖二年（1523年），也就是麦哲伦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次年，两位日本大领主先后派人来到
中国，双方均冒充为日本国的通商使来到宁波市舶司，要求和明政府做买卖。
两批使者（其中还有中国人）先是互争真伪，接着是互相殴打，趁机焚掠。
　　对于此事件，给事夏言对嘉靖帝说：“倭患起于市舶”。
认为如果没有市舶司日本人就不会跑来闹事。
嘉靖帝认为夏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在当年罢去浙江﹑福建的市舶司，仅剩的广东一司不久也被废止
了。
　　可是，中日双方不但有着巨大的贸易需求，而且两国都有一批专靠海上贸易谋生的人。
随着“海禁”越来越严厉，两国之间的走私活动也愈演愈烈了。
　　特别是16世纪日本发现了银矿后，中国商人纷纷想办法将白银走私进国内。
最开始，政府利用严密部署的海防舰队来打击走私，但到1500年前后，明朝海军的规模只相当于开国
之初的20%，而走私商人的武装势力却在不断发展壮大。
　　大多数走私商人都来自东南沿海，并以家族血统为纽带世世代代以海外贸易为生，对海外贸易早
已驾轻就熟。
为了继续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一次次向“海禁”发起了挑战。
　　渐渐的，他们被官方称为“海盗”，他们建立起组织严密而善战的海盗团伙，他们甚至向明朝海
军宣战，占领明军的海防，甚至占领沿海的村庄和城镇。
他们还和日本的封建领主建立了往来，甚至在日本建有自已的基地。
　　自然，他们与自已的政府站到了对立面⋯⋯　　但他们却有着许多难言之隐—他们并非为了逃避
关税而走私，他们只是想继续从事他们世世代代赖以谋生的职业。
　　后来，他们还被“中原正统”视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
被后世称为“明四家”之一的大文人祝允明，对当时东南沿海的老百姓竟然这样形容道：“沿海之民
，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
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出自程朱理学华夏正统观念上的极大偏见。
　　这些明代海商们身上还背负着另一个恶名，那就是“倭寇”。
　　“倭寇”一词，如果仅仅是望文生义的话，可以理解为“日本海盗”、“日本敌人”。
的确，有一些日本的领主和武士、浪人们在战国混战中失利，于是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兼营
烧杀抢掠的勾当。
但历来少有人知道的是，实际上大多数的“倭寇”袭击事件，都是中国走私商人发起的。
中国商人多半充当着走私活动的组织者，而真正的日本人则多是他们手下的“雇佣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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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朱元璋登基时之初确实有真正的日本“倭寇”在东南沿海武装抢劫，连日本天皇也无力管
束。
同时，当年曾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一些旧部在被朱元璋击溃后，也撤退到沿海的一
些岛屿上形成割据势力，也构成了对明朝海防的严重威胁，明朝人称他们为“岛寇”。
　　对此，朱元璋采取了“绝对化”的手段，就是海禁。
正如他解决“银荒”问题时的作法如出一辙，只是一味“禁银”，却发行着没有准备金的纯信用纸币
。
然而，为对付“倭寇”而实际的海禁，其结果却是把中国商人硬生生逼成了“倭寇”。
　　商人是奔波于钱货两端的媒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媒介。
只要有利润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商人存在。
与日本人的长期交往，让许多沿海富商们看到了的丰厚利润。
为了应对海禁，不少沿海豪户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悄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
为了行动方便他们也乐意装扮成日本人，以便于同时在中国沿海岛屿和日本拥有据点。
　　这些“中国倭寇”的出现，令沿海的海防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和复杂。
《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也就是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
而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也记载，当时发生在中国沿海的“倭乱”中，“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
著倭服成党作乱”。
　　不过，明政府却仍然一律将“中国倭寇”当作日本的“真倭”处理。
因为捕获“真倭”赏赐更多，明朝官兵也总是把擒获的走私者统统虚报为“倭寇”！
　　特别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销之后，中国商人们手中“倭货”更加难以出手，于是，被迫“改
行”专门从事烧杀抢掠的“倭寇”就更多了！
　　于是，明朝政府开始连续发起大规模“抗倭”运动。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嘉靖帝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处理海防诸事，一
场看似“抵御外来入侵者”的战争开始了⋯⋯　　　　　　“广东十三行”：是“奴才”还是“外贸
特许商”？
　　　　时光推进到了清朝，这个朝代在其立国之初也和明朝一样，因为政治原因而厉行“海禁”。
当时，明末的主要反清势力多集中于沿海一带，受到沿海地区“湖海大姓”们的财力支持，甚至当时
的很多海商大族们本身就是反清复明的骨干力量。
而这时郑成功又占领台湾，并将之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可想而知，入关后的清人之所以如此痛恨海上贸易，恰恰是因为海上贸易几乎是“前明余孽”的代名
词。
　　随着台湾问题得到解决，清廷统治日渐稳定，自然取消了海禁，对外贸易也随之恢复，欧洲白银
又很快重新进入了中国。
以至于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发现，当时沿海地区“番银之用，广于库银”，也就是说，外国的白银
又大量流入进来，比国内现有的白银还多。
而此时，吴中（苏州一带）也度过了“积荒十年”的农业困境，物价也渐渐恢复正常。
　　明代在海外贸易方面，曾是反反复复，时禁时开。
就连“市舶司”也是时废时开，折腾了好几次。
而清代在走入正轨之后，则果断地实行了一种“严格管理的对外开放”。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开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个通商口岸
，由这四个通商口岸“包办”了全国的对外贸易。
而在“口岸”之外，中外人士不得接触。
　　到了乾隆年间（1757年），由于一个英国商人故意捣乱，乾隆帝又宣布撤销另外三个通商口岸，
只留下广州一地还能和西方人进行贸易。
　　虽然只剩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但清朝的海外贸易额依然大幅上升。
之前，四个口岸开放时，每个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外国商船靠岸。
而只留一个广州口岸时，每年却有平均64艘商船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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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口岸少了，交易量反而增多了呢？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清朝的“外贸特权商”了。
　　在明代，生不逢时的郑芝龙险些成为明朝廷的“东印度公司”，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
使命—像荷、英等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从海外赚取足够的白银去实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为
自己的朝代殉葬了。
那么，清朝呢？
既然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实行“企业特许经营”的时代，清政府自然也没有闲着。
　　清政府所看好的、令其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就是广州的“十三行”。
　　“十三行”的得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
历史记载，“万历以后，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
舆”。
可见，在明代广东就出现了大批洋货行了。
清朝立国后，商行的数量时有增减，康熙年间曾一度减到只有几家，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
有了洋货行26家。
而“广东十三行”这个名称，只是形容其中最有实力的洋货行共十三家。
　　这些广州的洋货行从出现的早期就是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替政府接等外国商人，也履行着海关
的职能。
因为，当时外国商船来了以后要经过很多繁文缛节。
　　他们先要在澳门停泊接受检察，然后，海防衙门派来被称作“引水之人”的航海船只把商船引导
入虎门港。
这时，轮到洋货行的行商们出场了，他们像古代“牛酒劳军”那样，先牵着牛、抬着酒，对外国商人
慰劳一番，再给他们“唱演神戏”。
不过，清政府只允许外商的“企业领导人”，比如外国公司的大班、二班来到客栈，并与行商讨价还
价，其余的船员都只能在船上等候，因为中国士兵禁止他们上岸。
　　谁让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太迷人了呢？
虽则心不甘情不愿，外国商人却只能忍受这些“规矩”，因为回国以后，中国货能卖出大价钱。
　　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在政府协调下，广州16家洋行联合，成立一
个新机构—“公行”。
　　此前的120多年前，也就是1602年，远在荷兰，正是14家荷兰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我们不免要惊叹：历史是何等相似！
而我们老祖宗办事的方法也曾经很“先进”！
至少不是如现代人印象中的那么落后。
　　不过，“公行”的成立却马上遭到了外国商人的抵制。
他们联合排斥那些在“公行”之外的中国商人，拒绝接受“测定船钞”的海关检查，并向两广总督施
加压力。
当时的两广总督怕惹事生非，于是在次年就将“公行”废止了。
　　可见，即便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有过一些“变革”的欲望和先进的思想，但是他们在全球竞争的起
跑线上已经落后了，如果不奋起直追，“洗心革面”，而是仅仅做一些皮毛上的“变革”，就必然遭
遇到重重困难，更会受到“先发制人”的欧洲殖民者的阻挠。
　　“公行”的成立可谓历尽了曲折，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以潘振承等人为代表的九家商人再
次向广东海关请求成立公行，于是，亦官亦商的“公行”又一次复出了。
此后又经过了一番反复，1770年，公行被裁撤，商人们再次分行各办。
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
　　“公行”，到后来被统称为“十三行”，这十三位商人和他们的商行名号分别如下：　　　　伍
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　　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　
　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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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　　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　　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这十三人都是当时的豪商巨富。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广东南海县富商伍秉鉴以及他所经营的怡和洋行。
伍秉鉴家族坐拥2600万银元，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之一。
　　这十三人，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十七绅士”一样，是享有“外贸特许权”的商人，清朝所有进
出口的货物，都要经过广东，也都要经过他们。
他们拥有政府一半的权力，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的作用。
比如，十三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
商船人员等义务。
　　广州十三行也是皇室所倚仗的最大的捐资人。
1787年，清政府要出兵平息台湾的天地会起义，他们集体捐献了军需白银30万两。
自1788年到1820年，政府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各种名目，
向他们摊派了白银350余万两。
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们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银报效。
而行商们向地方政府的零碎捐资，平均每年更是超过10万两白银。
　　“官吏品级商品化”是明清时代的一大特色，行商自然也在“捐官”之列。
他们靠着捐献给皇室的巨款，换来了一个又一个官衔和职务。
洋行巨头潘氏、伍氏两大家族，曾捐得三品顶戴，成为行商中间“捐官”得到的最高官阶，他们也由
此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由于他们要同时与皇室和洋人打交道，因而练就了精明过人、多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以及迎合朝
廷的种种手腕。
　　行商们有着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许多商人都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
1772年，“十三行”之一的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了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当时只知道
白银“值钱”的内地商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归根结底，这些所谓“浩官”、“茂官”、“正官”等十三“官”，与荷兰的“十七绅士”
并不一样。
前者只不过是沿用了中国古代的“捐官”做法，而后者却是以“股东代表”的身份出现的。
不仅如此，十三个商行的商名“某官”都有些可笑，酷似当时戏子们的艺名。
当然，他们也不具备诸如荷兰东印东公司的那些特权，如代表荷兰与外国签订条约、发行货币、征兵
、建立海外基地等。
　　实际上，十三行不过是替清政府行使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并保证从外国人手中赚取的白银不会
流落于民间而已。
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贸易方式。
而设立公行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保证封建王朝的税收，再有，就是“防范外夷”。
　　这种交易方式所造成的结果，一来，使中国内地客商无法同外商直接接触，中国人对海外完全是
闭塞视听；二来，清政府要显示自己的姿态，出于对“洋夷”的蔑视，政府官员也不出面见洋人。
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商业资本与封建权力的“结合”，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
　　十三行的总部，位于今天广州市人民南路十三行路。
它和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东印度公司总部一样，都已经成为了供游人参观的历史遗址。
然而，它们所代表的内容，却又是不尽相同的⋯⋯　　近代西方人的先进，来自于中世纪欧洲的贫穷
。
狭窄的国内市场令欧洲人不得不走向遥远的大海，不得不靠冒险来寻找发展的机会。
而股份制的出现，首先在于分摊风险，也就是为高风险、高利润的经营活动筹集共同的资金。
　　而中国人没有必要这么做，中国人与外国人做生意，利润是稳定的，商人的资金也是雄厚的，而
朝廷更是享有“四海之富”的美誉。
当时，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个丝国、瓷国，还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手工业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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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叹为观止的传统文化。
十三行，正是将这种种财富，装上了开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
　　18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
的奢侈品。
清政府可一点儿不傻，他们实行丝绸的出口限制。
这样，丝绸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价格居高不下。
　　这下可急坏了英、美、瑞典等国的商人们，他们通过十三行向清政府“递话”，称他们都是“不
善织造之国度”，贵族们的“服饰之荣”一向仰赖于中国的丝织品。
1762年，清政会为了使“远人日用有资”，特许外国商船各夹带2000斤丝织品出口，洋行货栈的外商
顿时“欢呼感戴”。
　　在举国上下一片封禁的时代，十三行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唯一
通道。
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
；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了180万两。
十三行由此成为了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
　　然而，十三行又是极脆弱的，它甚至不能像郑芝龙海商集团那样，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
它也不得不受着清政府与洋人的“夹板气”，像个拥有特权的奴才一样勉强维持着“官商巨富”的形
象。
　　而到了18世纪，荷兰的殖民霸主地位也不复存在，让位给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而英属东印度公司，也取代了荷属东印度公司，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
　　在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较量中，十三行，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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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财富博弈史　　这是关乎未来的东西方货币战争史　　这更是每个中国人
都应该知道的白银秘史　　有谁知道，小小的银锭，竟左右了中国和世界经济数千年的历史！
　　500多年前，朱元璋就试行过不受金银约束的“纯粹信用货币”！
　　充满烂漫童趣的经典童话《《绿野仙踪》，竟是在影射美国的白银自由化运动？
　　金银投资日渐为时下投资者首选的热门理财产品。
近来，国际金价早已冲破1 400美元/盎司，银价也节节飙升，而通胀预期愈趋明显，金银这样的贵金属
长时间内依然处在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中。
　　尤其是近期，由于房地产遏制政策连续出台，股市前景莫测，许多投资者将投资转移最安全、最
保值的贵金属、艺术品收藏领域，金银可谓首当其冲，交易价格一路飙升。
　　这一点，对大多数关注经济走向的读者均有强烈的吸引力。
耳本书中所讲述的古今中外货币金融历史、轶事，鲜活生动，许多为普通读者所不了解，无疑有着较
强的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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