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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货币与战争：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　　公元1775年4月，英国殖民地&mdash;&mdash;北美马萨诸塞
州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
　　小镇银匠勒威尔突然看到一队全副武装的英国军人，正向波士顿附近的康克德进发，那里是北美
民兵组织&ldquo;自由的儿子们&rdquo;的秘密军火库，囤积在那里的枪支弹药，正是用来对付英国殖
民者的。
　　作为一名手工艺人，银匠勒威尔是众多不满英国殖民地经济政策者中的一位坚定分子。
　　十年前，英国由于在对法国的&ldquo;七年战争&rdquo;中军费负担过重，颁布了《印花税法》，
规定殖民地所有印刷品，如商业契约、广告、历书、新闻报刊等等，都要向英国政府交纳很重的印花
税。
比如印一张大学毕业证书，需要交两英镑的税。
　　在北美民众的强烈反对下，英国议会表面上取消了《印花税法》，却又代之以收税更加广泛的《
唐森德法案》，收税的范围扩大到玻璃、纸张、铅、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由此酿成了&ldquo;波士顿倾
茶事件&rdquo;，北美人民暴力抗税，英国政府于是增派军队，准备大打出手。
派往康克德的这队英军，就是准备秘密抄北美抵抗组织老巢的。
　　银匠勒威尔飞马报信，不久之后，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在小镇来克星顿打响了！
　　美国独立战争，货币成了直接的导火索。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战火中，&ldquo;世界货币&rdquo;美元呱呱坠地。
　　1775年6月22日，&ldquo;大陆纸币&rdquo;诞生了，这就是现在的美元。
独立战争是因钱而起，领导美国人民的&ldquo;大陆会议&rdquo;决心不再以征税的方式筹集军费。
战争初期靠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借钱打仗，但向别人借钱总不是长远之计，大陆会议的领袖们
决定：直接制造美国人民自己的货币，将战争的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一版美元只印了二百万元，颜色以绿色为主基调，取名为&ldquo;Dollar&rdquo;（中文发音
为&ldquo;刀乐&rdquo;，有点&ldquo;横刀而乐&rdquo;的意思），因此被民间戏称为&ldquo;绿
刀&rdquo;。
二百万元的&ldquo;绿刀&rdquo;对于独立战争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此后美国各州都开足马力，拼命印制和发行美元。
截止到1776年7月美国《独立宣言》发布，仅一年时间美元的发行量就翻了近八倍，超过一千五百万元
之巨。
　　二百多年前的一千五百万美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美元的信用越来越低，每天都在贬值，引起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美国的老百姓不愿意使用。
美国政府一面教育人民要热爱自己的货币，一面采取强硬手段强制美元流通，规定凡拒绝使用美元者
将被视为卖国贼，财产将被没收。
据统计，独立战争百分之五十七的经费是通过发行信誉度极差的美元筹集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获取独立和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美元持续贬值，美国人民虽然爱国，但饿肚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1779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表三年之后，驻康涅狄格州的两团美军士兵拒绝接受美元作为军饷，
美军统帅华盛顿将军束手无策，只得向法国借了一笔法郎发给士兵才平息了事态。
　　由此可见，货币是战争的血液，失血的战争是坚持不下去的。
战争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是&ldquo;货币战争&rdquo;。
　　血液的颜色是鲜红的，失去了鲜红色彩，战争历史将会缺乏亮丽的色调。
　　时光斗转星移，历史的目光转向20世纪的东方国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战争，较之美国独立战争更为复杂曲折，更为波澜
壮阔，同样也离不开货币的血液。
一部红色革命史，就是一本本&ldquo;红色账簿&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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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从一艘客轮开始&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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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弱小的在野党，如何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
不拿薪饷的队伍，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
全新的角度来诠释红色历史，隐秘资料首次公布，颠覆你的革命观！
本书是一本极具特色的中共党史通俗性读物，作用运用较为通俗的语言，阐述革命与经济相互之间的
联系。
全书运用财富与经济的视角，对我党从1921年到1927年的革命历程进行了纪实性的叙述，展示了真实
的货币与战争之间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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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祥林：
中国人民国防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专业技术六级。
现供职于国防大学校史馆，从事相关的党史和军史研究工作。
1962年11月出生，河北景县人，198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士学位，2003国防大学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作战指挥学专业结业。
作品《蓝眼睛，黑眼睛》和《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曾获得解放军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
担任撰稿的理论文献电视片《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曾获2001年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
程”奖；电视片《决胜朔方——解放宁夏纪实》于2009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连续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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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　　公元1921年6月3日，一艘从地中海驶来的意大
利客轮，在中国上海港徐徐靠岸。
　　一位头顶微秃的欧洲裔中年男子从三等舱里走了出来。
　　上海夏日的阳光让这位外国佬不得不眯起眼睛。
码头上搬运卸货的工人往来如织，阳光给他们结实的肌肉刷上了一层古铜色。
码头外不远处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繁华。
这让他有些惊讶和感叹。
　　走出码头的时候，他向穿制服的检查人员晃了一下护照。
护照标明他的名字叫马林，来自荷兰。
检查人员只是按例行公事看了一下便挥手放行。
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放走的这位马林先生不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怎样一股惊涛骇浪。
　　马林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
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mdash;&mdash;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
组织。
　　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
名字叫&ldquo;吴廷康&rdquo;。
　　早在1920年3月间，吴廷康就详细考察了在中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环境。
他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也有译作柏烈伟的），结识了在北京大学的共产
主义者。
鲍立维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
他最先给吴廷康推荐的，是他的一位中国同事&mdash;&mdash;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若论起对1917年俄国&ldquo;十月革命&rdquo;的认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没有谁比李大钊更全面
、更深刻的了。
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宣布了一系列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通过侵略取
得的利益，这让中国人很感动，领导中国人推翻满清帝制的孙中山甚至喊出&ldquo;以俄为师&rdquo;
的口号。
　　中国的知识界第一个站出来为&ldquo;十月革命&rdquo;大声喝彩的，就是李大钊。
他认识到中国靠自上而下的所谓改良、维新，根本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像俄国那样革命，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表达了羡慕之情：&ldquo;中国革命的前途，
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rdquo;　　说起来，李大钊还是位&ldquo;海归&rdquo;。
　　出身于河北农家的李大钊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1914年他考入著名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
业是政治本科。
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国人取得该校毕业文凭回国，在政府机关谋个公务员之类的职务毫无问题，况且
他学的又是&ldquo;政治&rdquo;。
　　遗憾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拿到这所知名大学的毕业文凭。
　　1916年2月初，入学仅一年半，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
原因并不是因为学习差，他的十一门课程考试平均成绩排名第四十位，当时全班有八十余名学生，他
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被除名的原因，是因为李大钊&ldquo;长期欠席&rdquo;。
所谓&ldquo;欠席&rdquo;就是缺勤，李大钊缺勤的很大原因是他把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
。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东方，应该归功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是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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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很多都是从日文版读到马克思著作的。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的《晨钟报》（即后来的《晨报》）任职，&ldquo;守常&rdquo;就
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
不久，李大钊在北京结识了陈独秀，此时两人还都没有到北京大学。
　　2　　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是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里。
　　请客的人是李大钊，主客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陈独秀是陪客。
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原来的主任章士钊要离开北京南下，于是便向蔡元培推
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
蔡元培聘用了李大钊，李大钊设宴答谢，也是人之常情。
　　而陈独秀是凑巧赶上了这顿饭局。
他来北京是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集股份，此时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不久，正在网罗人才，陈独秀
又与蔡元培是旧相熟，便被邀请到学校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把陈独秀拉来，也是想让他和李大钊两人提前认识认识，两人都跟图书馆有关，以后也好在一
起共事。
　　通过这一饭之缘，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得天独厚。
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思想激进的革命者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赞
扬&ldquo;十月革命&rdquo;，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为了安全起见，马克思故意被翻译成&ldquo;马尔克斯&rdquo;，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的藏书室被称
为&ldquo;亢慕义斋&rdquo;（英文&ldquo;共产主义&rdquo;的谐音），以便公开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买什么类的书籍校方也不太过问。
　　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在国际上很有声望。
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
通常说&ldquo;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rdquo;，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总要有人来接受
，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身边，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形成了天然的师生关系。
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革命者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李大钊家里。
一方面是为了请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吃李大钊亲手烙的葱花饼。
　　李大钊烙的葱花饼堪称一绝，外脆里嫩，号称千层，每一层几乎都薄得透明。
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是虚掩着的，来来去去的人很
多，影响也比较大。
　　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和闹市口之间的石驸马胡同24号，与李大钊进行了初
次会面。
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吴廷康还见到了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才俊，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革命激情。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mdash;&mdash;陈独秀。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
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
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
&mdash;&mdash;他只是探路。
　　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
了。
　　3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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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
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的发起人。
马林提议由&ldquo;二李&rdquo;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
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
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
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ldquo;二李&rdquo;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
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
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
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
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
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
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
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
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
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
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
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始终都住在这里。
广东代表陈公博开会的时候，顺便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小两口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
陈公博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抗战期间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结局很不好。
但他的&ldquo;特殊化&rdquo;为日后确定中共&ldquo;一大&rdquo;确切时间提供了宝贵线
索&mdash;&mdash;陈公博夫妇下榻的上海大东旅社恰巧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着实吓了这对新婚夫妇一
跳，根据上海报纸对这桩命案的报道，可以推测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
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
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
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
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
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mdash;&mdash;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
游，不在家中。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7月1日。
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ldquo;一大&rdquo;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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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需要枪，更需要钱！
　　《红色账簿：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1921-1927）》是第一本经济视角解读中共早期
革命史的灌顶之作！
　　揭秘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至1927年的&ldquo;创业史&rdquo;破译红色革命的财富密码！
　　历时三年审查，终获出版的绝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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