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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给历史算一笔经济账(货币战争中国版)》编著者冯鼎。

一件让人认识世间规律的利器； 一本该藏于枕畔，秘而不宣，夜里私自挑灯阅读精华之书。

《给历史算一笔经济账(货币战争中国版)》内容提要：本书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端，从头到尾逐字逐句
地独辟蹊径．把无数前人细细研究视若珍宝的结果毫不留情地打碎，把那些足以使我们思维定势的理
论一一戳破。

但是，与所有哗众取宠的文人骚客不同，本书作者把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把他缜密得令人高山仰止的
分析过程摆在我们面前。

总有那么一股力量牵动着人心人性，总有那么一些因素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今天我们来公布它们的
名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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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鼎，大学期间即投身中关村兴起大潮，既当过老板，又做过职业经理人。
雄厚的知识储备、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经济工作经验，使他能够别开生面地阅读历史，在浩如烟海的
中国历史典籍中，只鳞片爪地一点点发掘出那些经济史料与经营理念，并像拼图一样，终于还原出一
部以经济为核心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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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无二日，国无双主　　社会群落的合并通常不会和平进行。
合并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群落的食利阶层，尤其是在综合实力较弱的社会群落中，这种征兆更为明显。
根据社会的金字塔模型可知，塔尖只有一个。
在一个群落里，断然不能双塔尖并存，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弱群落中的食利阶层会拼命抵制这种合
并，甚至会组织武装力量反抗。
　　食利阶层用于抵制群落合并的常见理由是民族或宗教，也有文化、生活习惯等借口。
从社会运行成本的角度来看，这些非物质因素的确可能影响到不同社会群落的有效融合，使运行成本
陡增。
然而在物质因素的制约下，它们却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没有什么比大部分群落成员的生存及生存舒
适感更重要。
物质因素的选择，往往是社会群落中大部分成员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
尽管旧食利阶层为社会群落的合并设置了种种人为障碍，可是在历史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许多群落仍
然合并了--这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是谓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应该说，群落合并最经济的做法是尽量降低暴力带来的破坏性，这取决于反对合并者的数量及反
对意志的坚定程度。
倘若群落中绝大部分成员坚持抵制合并，那么合并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以纯武力彻底消灭这一群落
的有生力量。
这就丧失了经济意义，其结果是大片空旷的土地、荒芜的人烟和累累的白骨。
　　群落的合并不同于争夺生存空间，虽然二者的社会行为表现形式都是战争，但这两者又很难界定
。
惟一的鉴别办法，是看社会的实际运转情形。
首先，群落合并不拒绝另一群落成员进入社会，更不会以灭绝种族为手段或目的。
　　简单些说，对新纳入群落中成员采取同等的社会待遇的政策，即是群落合并；对于另一群落成员
采取非同等社会待遇的政策，如奴役、驱逐甚至屠杀等，并以此手段拒绝另一群落纳入自己的社会群
落，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孙子兵法》提到过“攻心为上”，从本质上讲这是降低战争成本的策略。
将其放大来看，应用于社会群落合并，道理亦然。
既是“攻心”，就要有战略战术，就要打击人性中最脆弱的点：恐惧与贪婪。
以力吓之，以利诱之是千百年来通行的准则，无一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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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这个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市场里，在这个言必称希腊罗马的舆论环境中，已经没有多少人愿
意埋头去回顾中国古老的经济思想和实践经验。
这些古老的精华一直异常低调地隐藏于厚重的历史背后，它们不仅从不会缺席那些历史的重大盛宴，
反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将中国整个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推向了世界之巅。
　　欲知兴衰，须探人性密码；欲问政治脉搏，必先理清经济谜团。
撕下历史的画皮，掀起人性的遮羞布，一本书读懂中国历史兴衰变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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