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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辉格党式
的历史阐释》是本享有盛誉的老书，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
为涉及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历史学家应当如何解释历
史，以何种标准去解释历史。也可借用法国历史学家阿赫
多一本名著的标题“历史学家看到了什么？”来指示这个争
论不断的问题。过去的事情是一个跨时代而“身心分离”
的存在，就其事情本身而言，过去的事实已离场而去，而意
义却遗留在场，“结构性地”存在着。当历史的历史性表现
为连续性，那么，历史就具有意义清晰的传统。比如说，在
现代之前，诗词的品质标准是一个清晰的古典传统；当历
史性表现为断裂，具有开端性的新现实就是一种结构性的
变化。还以诗词为例，现代的新诗风格定义了一种新标
准。历史理解的分歧总与历史断裂有关，其中最为极端的
断裂是现代。尽管现代的巨变并非最伟大（新石器时代的
农业革命以及早期古代的政治革命或许是更大的巨变），
却是观念上最极端的，它是一种不断肯定自身时代的历史
意识，即以自身所在为准，而不再以超越的存在为准，同时
把历史理解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既然如此，今人就
拥有批判古人的特权。这个批判特权使史学超出了知识，
不再满足于历史地建立历史理解，而追求对历史的政治或
道德审判，于是，史学变成了政治学、伦理学或法学的应
用。既然古人失去了发言权和辩护权，历史就不得不面对
无数具有不同观点的判官们互相冲突的判决。巴特菲尔
德要讨论的正是与此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

巴特菲尔德建议的历史解释大概属于中立的经验主
义知识论，即必须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和解释特殊事
件的意义和作用。这个观点不算特别。这本书所以出名
是因为巴特菲尔德批评了一种现代流行的历史解释，他称
为“辉格式的历史解释”，即以当代标准去充当历史法官，
尤其是以进步论的标准把过去的事情定义为历史罪恶，然
后充当历史的“报复者”，就好像历史的职责是“披露与裁
决、讥讽与道德谴责”，于是，史学的要义由理解古人的所
作所为变成了为历史上的“受伤者”伸张正义。这种历史
解释法在现代如此流行，以至于巴特菲尔德悲观地承认：

“所有历史都倾向于转为辉格式的历史”，因为人们实在太

喜欢充当历史的裁判了。但是，巴特菲尔德提醒说：如果
历史能够成为一种有益的精神，那么“我们必须这样设想
历史：它不是用来加深仇恨”，或者说，历史学家不应该是

“报复者”而必须是“调解者”。在这个意义上，巴特菲尔德
认为辉格式历史学家搞错了职业，历史学应该是“侦探”而
不是“法官”，就是说，历史学“关心的是生活过程而不是生
活意义、目的或目标。它感兴趣的是各种理想如何推动人
类生活和导致事件的转折，而不是理想本身最终的正当
性”。最为可疑的是辉格式解释的理论假设，它把进步论
和现代价值标准看作是对于一切时代和文化都普遍有效
的绝对标准（巴特菲尔德提醒说，辉格党人往往同时也是
新教徒和进步论者），于是，这种价值观把自身变成“不假
思索的思维方式”。

辉格式的历史解释之所以不是真正的历史解释，根本
问题在于它所无视的正是历史的历史性，而失去历史性的

“历史”实际上是冒名为历史研究的政治或道德批判。然
而，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更暴露了历
史书写的复杂性。为什么不可以对历史进行道德评判？
或者，为什么历史只能是一个知识对象而不能同时是一个
道德批判的对象？是否存在不同于辉格式解释的有效道
德评判？显然，不仅历史学家，包括我们，都未必满足于仅
仅作为知识的历史，关于历史，我们不仅需要“知”，还想知

“道”。也许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历史学家看到了什么”，而
是“历史学家想看到什么”，或者，换个说法：人们到底想从
历史中获得什么？是否如通常所说的，历史教训？忠告？
以史为鉴？那么，什么才是历史留下的忠告？什么才是不
可错过的忠告？既然历史是过去的生活，那么就应该包含
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忠告：兴衰成败的策略，天时地利人和
的艺术，还有道德的理想。看来，理想的正当性是历史忠

告中难以省略的内容。
也许我们会联想到辉格式解释与春秋笔法是否类似，

因为春秋笔法往往被认为包含道德理想。可是，二者之间
的表面相似恐怕远不及其实质差距那么重要，甚至是南辕
北辙的两种历史解释。这是一个需要稍加辨析的问题。
首先，春秋笔法肯定不持进步论，不会以当下价值观为准
去评判前世，而是几乎正好相反，或可称为一种厚古薄今
的“退步论”，即以古评今，通常的想象是，三代甚至五帝时
期才是好社会的榜样。可见，春秋笔法与辉格党的思维模
式背道而驰，反而或多或少有些接近托利党的保守主义。
此处的背道而驰远远不止是方向相悖的事情，而是本质差
异。春秋笔法既以先在之传统为根据，就意味着尊重连续
叠加的历史语境，或者说，连续演化的历史性，其中要义在
于对传统之“古今之变”的合理性分析，而辉格式的解释则
以反传统的现代价值设定为根据而断历史之是非。伯克
在批评法国大革命时已论证过为什么不能任意摧毁传统：
传统并非一时之规，而是承载着现实无法相比的时间分量
和历代积累，它是社会的家底，即一个社会历尽磨难而磨
不掉的存在依据。很难想象“我们这一代”的见识足以将
千年百世之经验弃之若敝。

春秋笔法有微言之“隐”，但其“笔削”的目的不在价值
观之隐，不是让人去猜测其价值观，而在于以无可否认的
事实判断去约束价值判断，从而排除主观偏好，使共同默
认的天道得助于铁的事实之“显”而无可否认地凸显出来，
即以事显道，并非隐道于言，这或许正是显隐之要。例如，
春秋“弑君”之书所蕴含的逻辑意义是：（1）存在着一个如
此这般的谋杀君主的事实；（2）一种共同默认的秩序被破
坏了。既然是共同默认的秩序，为什么还需要再次显现？
因为秩序的破坏者并非准备破坏社会秩序，只是试图取而

代之，因此，再次显现或提醒共同所默认（包括夺权者在
内）的社会秩序就是暴露弑君的非法性。没有一个秩序破
坏者愿意他人同样效仿其道，可见，秩序破坏者试图获得
法外特权是非法的；（3）春秋大义并不意味着任何秩序都
不得改变，而只是试图保护天道，即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
而且所有人都共同默认的“存在之秩序”（借用沃格林的词
汇），否则“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就无法解释了，就是说，只
有当一种秩序符合秩序之本（天道）时才是必须保守的。
这里也许需要解释“天道”与“自然法”之貌合神离：貌合之
处是，自然法同样被认为是一切人定法之本，假如人定法
违背自然法，就是非法的。这个准星结构与天道作为一切
秩序之本的定位完全一致；神离之处是，自然法是基于个
体之存在目的而被设定的，或者说，是以“个体”为“常数”
而设想的公理，而天道是以共在状态去定位的，是以“关
系”为“常数”去定义的公理，即，天道的证明不在于它是任
意个人的普遍诉求，而在于它是任意二人的普遍相互性
（所以孔子以仁为天道）。由于出发点不同，两者所默认的
公理也不完全相同，似有互补之效。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历史书写是否需要价值观，
而在于何种价值观具有可持续性或更为“壮实”。春秋笔
法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以一时的价值观念为根据的道德
批判，而是以人无从拒绝的天道为参照的人事批判。天道
并非应然之理，而是当然之理，其“当然”在于它是每个人
的生活所必需并且所默认的秩序，因此天道不同于价值
观，而是不可违之理。天道与人道之对应性才是春秋之

“大义”所在，或许这就是司马迁关心的“天人之际”，一切
“古今之变”的问题及其合理性的依据都在于“天人之
际”。因此，春秋大义并不拒绝礼法之变，三代不同法，万
国不同俗，礼法之俗，无非秩序之用，却不是秩序之本（天
道）。需要尊重的是秩序本身，因时而设的各种礼法自可
因时而变化。由此而言，春秋大义不出周易之理。易在于
简，即一切繁复变化中永远被重复而不变之理，或者说，在
任何生活中都具有可重复性的秩序，这是天道，也就是秩
序之本，所以，易是变化与不变之合体。

赵汀阳

【读典】

历史学家想看到什么？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每个人的心底都永驻着一个童
年。

这是芸芸众生的由衷感喟，也是漫漫尘世的真切写
照。作为一位在蟒蛇河畔长大的“70后”，作为一位刚刚
读完毕飞宇散文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读者，我的
感受尤其强烈。不管孩提时代乡村面貌如何凋敝，家庭
经济怎样拮据，生活负担何等沉重，都不妨碍其凝结成一
段氤氲着苦香的回忆，沉淀为一份在贫寒中发酵的美
好。因为，在时光丛岭的深处，总有一条清凌凌的小溪在
流淌，流过旷野，流过丘壑，流过乱石，流过村庄，流过传
说，流过纤尘不染的童眸。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可谓一段具有鲜明特殊性的
时代切片。这是一个冰坨与春雷碰撞的时代，这是一个
锈锚与新帆博弈的时代，这是一个阴霾与阳光角力的时
代。作为这个时代的童年“旧素描”，一份“过来人”写给

“凝望者”的儿时回忆，一帧适合家长和孩子乃至整个读
者群共读的“岁月标本”，《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堪称“茅
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的“年轮谱系”之开篇。该书以记
叙性非虚构文体，为读者讲述作家在水乡兴化的成长记
事。全书风格独特、意味隽永，庄重与诙谐并具，情感与
记忆交织，苦涩与快慰齐洇，给人以发自肺腑的真切体验
与由衷共鸣。

或许正是因之于作家丰盈的童年生活底蕴，该书的
每一个字句均言之有物、述之成趣、品之回甘。“衣食住
行”“玩过的东西”“我和动物们”“手艺人”“大地”“童年情
境”等一个个地气浓郁的篇章，“红领巾泳裤”“奶奶的蚕
豆”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情节，让人在“含泪的微笑”中领
略乡土的情韵，感受童稚的纯澈，憬悟生活的质感，切近
幸福的脉搏。甚至可以说，正是童年的漫漫风沙，涵养出
一位水乡少年绵延一生的心灵绿洲，孕育出一双童眸里

永远不会被浊世侵染的清辉。
作为一位与毕飞宇有着相似岁月“屐痕”的父亲，我

也时常对孩子乃至身边的其他小朋友们说“我们小时候
……”。就像本书所言，我会下意识地、情不自禁地、坦诚
地告诉他们：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最缺少的是什
么，最忌惮的是什么，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藏得最深的秘
密是什么，闯过的最大的祸端是什么，最难以启齿的心事
是什么……翻开这本书，如同翻看一帧帧自己最珍贵的
童年老照片。老照片已经泛黄，或者折了角，甚至风化、
起皱、干枯、破损、霉变，可每一张都讲述一瓣故事，蕴涵
一份情怀，绽放一朵回忆，激起一簇浪花，折射一个时代。

朝花“午”拾，意蕴盈然。我思忖着，作家的本次书
写，其实不仅是自己的“个体倾诉”，不仅是与新生代少年
儿童的“心灵对话”，也是在帮一代人捕捞沉没的童年记
忆。也许和我一样，有千千万万的父母通过翻看这本书
重温自己的童年，唤醒记忆深处残存的儿时梦想。是的，
童年的印象，宛如岁月驿途上的吉光片羽，纵若依稀如
梦，却始终洋溢着蕴藉而清新的意趣。从这层意义上说，
童年的记忆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童年印象，是一笔
值得珍藏和反刍的永恒财富。就像女儿读了这本书后对
我说：“我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的小时候……”，所传递给
我的不仅是欣慰、感动，更有一份无形的力量。

作家在本书中“讲故事”的口吻温存而风趣，融“意义

和意思”于一体，对青少年乃至成人均极具亲和力，这也
正是该书引起广泛共鸣和强烈反响的“秘诀”之一。的
确，少年儿童的目光最清澈，少年儿童的心灵最纯洁，少
年儿童的世界最烂漫，少年儿童的未来最丰硕。童心向
未来，共筑中国梦，这是成长之梦、发展之梦、繁荣之梦、
小康之梦、腾飞之梦、辉煌之梦。而实现这些梦，需要一
代代人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少年的成长、参与、献力、担
纲。从祖辈、父辈等一辈辈人的足迹中吸取的能量，是他
们茁壮成长必不可少的营养。我想，这应该也是本书所
承载的使命之一吧。

云卷云舒，潮起潮落，金色的书页记录着一路坎坷、
一份铭记、一种慰藉，诠释着一颗童心的无限张力，更展
现着一部饱含正能量的“岁月诗章”。阅读力作，时光的
风霜冰释了曾经，也给了我们一片可以仰望的星空。今
天的孩童，就是明天的栋梁。在中国梦的鼓舞下，每一个
蓬勃成长的孩子，都会怀揣春天的种子，采撷阳光、煦风
和雨露，用青春的激情和奋斗去浇灌每一个“我”的梦，让
梦想之花尽情绽放。

如果说人生是长江，童年就是其源头——唐古拉
山脉。掩卷之际，我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一种动力：寻
找、接续人生“唐古拉”之处的不竭能量，以一颗少年的
心、一份青春的力、一腔行者的情，走向更加葱茏的远
方……

【读读写写】

寻 找 人 生 的“ 唐 古 拉 ”
—— 毕飞宇散文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读札

孙成栋

苏州常熟市，因“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灾”得名。这
片“十里青山半入城”的江南福地不仅成就了如今的经济
重镇，更流淌着浓墨重彩的书香文脉。从享誉明清的虞山
藏书流派，到如今全面铺开的书香城市建设，常熟正在传
承与发展中将藏书、读书、用书篆刻进城市的发展骨骼，将
书中蕴含的文化力量凝聚成源源不竭的发展动能。

富而藏书——浸入骨髓的文化基因

走过曲曲折折的田间小路，扣开一座不起眼的农家小
院大门，第一次去这里的人很难想象，在这个看似普通的
小楼里竟然收藏着近50000册各类图书，其中不少藏品在
国内已很难觅得踪迹。

这座民间藏书楼的主人叫王清波。九十年代，他凭借
自己的努力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但与同龄人不同
的是，他将自己收入的70%用来购买书籍，甚至不惜卖掉
曾经的别墅，放弃从事十多年的摩托车修理营生，回归田
野去读书。

坐在被书籍包围着的沙发上的这位当代“隐士”，在谈
到当年的经历时异常平静。“不可否认，买书、看书是需要经
济基础的，但书籍带给我的快乐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通
过读书，我学会了挣钱，也是通过读书，让我能够追求精神
上的富足。”

在常熟，像王清波这样的民间藏书家大有人在。追溯
常熟历史，“富而藏书”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骨骼。曾
几何时，世家大族们以读书为荣，著书、抄书、藏书、刻书相
互竞争，吸引四方名士汇聚。

明崇祯年间，冯舒、冯班兄弟与常熟藏书家何大成等
一行六人为抄写宋刻《玉台新咏》，顶风冒雪，带着纸墨笔
砚和干粮来到苏州藏书家赵均的“小宛堂”，连续抄写四天
四夜，若痴若狂。明末清初的钱曾，藏书以宋元善本为主，
藏书目录取名《读书敏求记》。书成之后钱曾从不离身，大
藏书家朱彝尊苦于无缘一睹，于是借宴请之名把钱曾灌
醉，重金买通钱曾书童把书偷出，派10个书生抄写，半宵而
成，成就了一段书林佳话。

吴晗撰写的《江苏藏书家史略》中称：“以苏省之藏书
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
常熟地方志对藏书家及其藏书事迹也较早地作了记述，
《常昭合志稿》第一次在地方志中将藏书家单独立传，其
后，《重修常昭合志》也附设藏书家传。

常熟藏书之盛，更因历代文化名人的加持蜚声四海。
钱谦益，这位晚明文人出生官宦，其绛云楼藏书丰富，

名贯东南。铁琴铜剑楼，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翘楚，
其主瞿氏不惜以“一页宋纸,一两黄金”购买书籍，历经五
代，世守不替。晚清著名的政治家翁同龢，虽身处高位仍

醉心藏书，曾六访书店求购宋版《集韵》…….
经考证，常熟明代的藏书家有150位，清代的藏书家

有125位，藏书家的数量在全国县级市中遥遥领先。
“常熟自古物产丰饶，士民殷实，虞派藏书家有足够的

经济实力购求古本，所藏宋元本特多，如今传存和入藏国
库的宋元本，大多经常熟派藏书家递藏。仅瞿氏铁琴铜剑
楼捐赠北京图书馆并载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就达
到242种共2501册。”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说。

如今，位居全国百强县前五位的常熟，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49066元，藏书也不再是当年达官贵
人们的独有。

每两年，常熟就会组织评选一次最美藏书家庭，其中
既有教师、医生，也有工人，个体户，农民等。获奖者虽只
获得一些简单的物质奖励，但是藏书这一文化自觉本就已
跳出简单的物质占有，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

开放收藏——书香蔓城的生长基石

藏书有流派，常熟私家藏书也颇具特色，被称之为“常
熟派”或“虞山派”。

“常熟派藏书家藏书致用、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导地
位，藏书人对私藏图书并不独享，更多的是秉承开放的态
度，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
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李烨说。

回顾常熟历史，共享藏书的案例俯拾皆是。购书、鉴
别、抄录、校勘、装订等日渐成为常熟藏书人的重要日常。
明代钱仁夫把破旧的道院改成“东湖书院”，集刻书、藏书、
读书功能于一身，利在乡梓。清代陈揆因感慨刻书、抄书
和藏书的艰辛和读书之不易，把家藏的400部常熟地方志
和邑人著述赠送给兴福寺，存放在救虎阁供众人阅览。

从脉望馆的赵氏父子精刻细校大量古籍供人阅抄，到
汲古阁毛晋缩衣节食致力于刻书刊印，从爱日精庐的张金
吾抱着“乐与人共，有叩必应”的态度公开私藏，到铁琴铜
剑楼瞿氏自发编印家藏书目传播藏书信息，一代代常熟藏
书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成为了知识的传播者和读书的发
起者，为常熟文脉兴盛打下基础。当地邑志中记载：常熟
儒家子弟购置图书，彬彬好学，盛于他邑。

“崇文重教让常熟名人辈出。常熟历代共出了8位状
元，486位进士，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就翁氏一族，先后诞生
翁同龢和翁曾源这两个叔侄状元，成为当地美谈。时至今
日，散落在常熟市井街巷中的藏书楼们仍然是一个个辐射
点，为整座城市播撒书香的气息。”常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孙健说。

72岁的华瑞芯，被誉为“电影海报资料收藏国内第一
人”，如今还保持着每晚读书的习惯。不到100平米的空

间里既是他的藏书楼也是他的卧室，
这里不仅收藏有23200多册电影图
书，更有21000多张电影海报资料。

“这张南征北战海报的完整版，全
国连我一共三张，它的下半部分是我
用四张电影海报换来的。”华瑞芯说，

“收藏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54年来，
我的很多藏品是朋友无偿支持的，而
我也乐意开放我的藏品，为需要的朋
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为了向更多人分享自己的收藏，
华瑞芯搭建了一个小型展厅，吸引不
少电影爱好者慕名而来。2018年，华
瑞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海报展”海报提供者
及策展人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挪威参加活动，向世界分享
中国的电影故事。

开放收藏，虞派藏书家的这一特色正随着物质生活的
不断提升而产生新的变化，分享的东西正从过去有形的图
书转为无形的思想。近年来，常熟市每年都会由市图书馆
牵头，根据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分
享活动。如围绕常熟篆刻、书画等非物质遗产，针对青少年
开展体验式交流，围绕成年读者开展朗诵经典著作等活动，
吸引了诸多读者参与。一些活动名额一经互联网发布就会
被“秒杀”。

“阅读不应该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体验与交流能
够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贯通，学以
致用。”李烨说。

大隐于市——“图书馆+”助力春风化人

相对于私家藏书楼，公共图书馆在普及全民阅读过程
中承担着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责。常熟私家藏书为公共图
书馆的建立输送了珍贵的书籍资源，迄今为止，常熟市图
书馆馆藏古籍20余万册，有70部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有97部古籍列入《江苏省古籍珍贵古籍名录》。就
在不久前，常熟出生的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还将自己珍藏多
年的《鲁迅手稿全集》等珍贵藏书一批共828册捐赠给常
熟图书馆。

馆藏如此丰富，如何让书教化育人成为关键。随着现
代人阅读习惯的改变，更加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正给传统公
共图书馆运营带来新的挑战。怎么吸引更多的人阅读？
怎么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这些共性问题亟待破解。

常熟的办法是推广“图书馆＋”。根据设计，但凡有打
造图书角、图书室、图书馆等需求的社会组织、机构，都可
以到常熟市图书馆申请，设备、场地由组织、机构负责，市

图书馆则根据场地面积、周边人流量等因素提供一定数量
的图书，并负责定期流转和管理，每年只收取少量的服务
费用。截至2017年底，常熟共建成特色分馆28家、图书流
通点63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6家。

这些大隐于市的公共读书平台，极大提高了常熟各界
建设书香城市建设的参与度和阅读的覆盖面。

在风光秀丽的尚湖畔就有着一座分馆。它位于一家
名叫望虞台的茶楼里。一排古色古香的书柜里摆放有
2000多册图书，一座中式的屏风恰到好处地把尚湖美景锁
进这一方书香天地中。“茶客们会到这里边喝茶边看书，一
些游人也会进来边看书边喝茶，大家各取所需。”望虞台经
理苏锡明说。

走在常熟的大街小巷，不少装潢讲究的咖啡馆、茶楼、餐厅
已经成为常熟市民汲取精神食粮的重要场所。而这些场所固
有的社交特征，也进一步放大了交流分享对读者的带动作用。

“书店不是挣钱的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参加‘图
书馆＋’不仅给我们的生意带来帮助，更搭建起一个与读
者深度交流的平台。”常熟市图书馆图书流通点之一，文心
书房店长陈海卫说。这间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店会不定期
举行关于文学、阅读、生活、人文、绘画、摄影、音乐、电影等
沙龙活动，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书店。

“阅读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东西，它应融入生活，融入
家庭。我们通过举办‘家庭阅读才艺大赛’等活动推动家
庭阅读，让读书成为一个家庭的联系纽带。”李烨说。

数据统计显示，每年到常熟市图书馆、图书室、图书点
等地借阅图书的人数达到了150万，相当于常熟市的总人
口数。在由中图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发起的“创新引领未
来——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作品征集推广活动”
中，常熟市图书馆申报的项目“常熟市基层公共图书馆服
务新模式‘图书馆+’”获得“最佳创新奖”。

朱程

【悦读联盟】

常熟常熟：：从藏书到读书从藏书到读书 一座江南小城的书香沉淀一座江南小城的书香沉淀

从货币诞生之初到21世纪，人类
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与金融交织的
历史，尤其是现代金融诞生以来，历
史的每个细节都与金融息息相关。
只有把美联储放到金融大历史的背
景下，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并洞悉美联
储的本质。

美联储之前的欧美银行是如何运
作的？现代金融是否必然催生出美
联储？华尔街与美联储为什么把货
币政策包装得如此复杂，让普通人难
以理解？美联储加息对普通人而言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部全新视角的美联储“不简史”，通过审视现代

金融的进化史，我们可以看清美联储的前世、今生，以及世
界经济的未来方向。

（[美] G.爱德
华·格里芬 著 中
信出版集团）

金融是现代人的必修课，不理
解金融，已经无法看懂我们生活的
世界。本书是经济学领域一本极
为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准确深刻的
读物，涵盖了整个金融学理论的基
本框架，旨在完整、系统解释金融
学原理，通俗地说，就是让读者明
白金融是怎么回事，帮助所有人建
立金融思维，更好地看懂我们生活
的世界。

（王福重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悦读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