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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尔街资本的结构比人体的结构还要复杂。
它的外表比妆后美女还要艳丽。

　　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赚钱的书。
因为华尔街对金钱的态度从来就不是“拥有”，而是“驾驭”。

　　金钱在他们面前没有秘密，秘密都留给了被珠光宝气蒙蔽了双眼的世人。

　　这是一群深深爱着金钱的人相互争夺的游戏。
有的人构思金钱的真正归宿，有的人把金钱拉到肮脏的市场上逼良为娼。

　　当你为某些人咬牙切齿，为某些人泪流满面；为某些事过于复杂而头疼，又为某些事陷入沉思；
为某些过程惊心动魄，又为某些结局感慨良深，你都会从此了解那个金钱的世界，不管它是一片阳光
，还是一朵浮云。

　　金钱是个婊子，她的字典里没有“忠诚”二字，但她无法离开善于玩弄她的人之手。
于是她在华尔街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她的舞姿吸引了充满贪婪的千万看客，迷惑了为之倾到的芸芸众
生。
无数人在她的石榴裙下下定决心玩这场危险游戏，直到生命变成传奇，直到怨恨编织为“祸水”一词
。

　　华尔街的血液，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红的。

　　它的生格，一半是残酷，一半是热血。

　　它的生命，一半是生灵贪念的灰烬，一半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正如钱币的两面，它的价值恰恰在这两面之中。

　　人们对它，一半是爱，一半是恨；
　　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疯狂。

　　它的价值在于坚持，它的坚持在于对金钱当仁不让的操控。

　　它的地理长度比人的视线都短，它的全部历史比它的国家还长。
它的过去是一部史诗，它的未来是一个谜。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华尔街，因为仅此一个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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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反复实验，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再次从自己的绘画本上得到启发，
终于弄出了第一台电报机。
　　实际上在1837年，当时电报出现的所有技术，包括电池、磁电转换器、输电铜线等都已经被实现
，莫尔斯只是将这些所有技术融合在一起。
他还自主创造出一系列高效有用的电报代码，为电报的实用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莫尔斯说服了政府见证他的研究成果的成效之后，他的这一发明迅速得到了推广，电报线开始
在美国境内大面积铺设。
莫尔斯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的电磁电报公司很快招揽了大批的生意，将纽约与费城之间的电报线路建立
起来。
　　电报线路的铺设要比铁路简单并且高效得多，只用了10年时间，23 000多英里的电报线路就已经
将整个美国联系在一起，信息在这片偌大的土地上的传播从此便消除了障碍。
　　作为与火车几乎同时兴起的新技术，早期的电报也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运用，只在少数几座城市之
间铺设，直至西联电报公司的出现，将各个小型的电报公司收购联合起来，将全美国连成一个整体。
这家电报公司一直控制美国的通讯业长达50年之久，一直到电话的出现才结束。
　　电报在早期的运用中往往与火车有些关系，因为当时已经有不少铁路已经铺设完毕，架设电报线
路的工人们往往也沿着铁道的路线将电线连接到两个城市之间。
同时铁路工人们也将电报技术运用到铁道线路的管理之上，开发出一套完备的电报信号控制系统，在
这套系统的帮助之下，原本小心翼翼行使的火车也可以使速度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当然这只是电报广泛应用之中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其实对于电报最为依赖、使用也最为频繁的还
是美国的金融业。
　　在电报出现之前，华尔街想要传递消息就需要用到一些专门的人员，这些专门负责传信的人就被
人叫做“跑腿人”　（Runners），这些人在交易所、市场与银行之间来回奔走，将彼此的消息传递给
对方，正是依靠着这些戴着小帽、吹着口哨、一路小跑、与各座大楼里的人都厮混得圆熟的跑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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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利用市场的愚蠢进行有律的投资　　——沃伦·巴菲特　　　　我对华尔街一见钟情，虽然在那
里赚钱不多，却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发生了什么——这正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到华尔街去工作，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吉姆·罗杰斯　　　　无论华尔街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都不存在确定的、轻松的致富之路。
　　——本杰明·格雷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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