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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期間的暢銷書《貨幣戰爭》。　   溫苔詠／攝

 

 

自從工業革命後，國與國之間不斷地出現戰爭，爭權奪利贏得霸權地位開始成為大國們的治國目

標。不過，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卻指出幾乎所有重大的戰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

世界大戰），發生的前因後果都與國際金融集團脫不了關係──國際銀行家們靠著鈔票的力量控制

十八世紀末以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重大變故、左右各國的政治命運並影響世界財富的流向與分配

。

 

 

 

貨幣戰爭貨幣戰爭 利字當頭利字當頭

要是這些重大變故與國際銀行家們有關，那麼向來神秘的金融領域就更值得人們探討了。特別是

在二○○八年金融海嘯之後，受國際銀行家控制為主的美元走勢不再強勢，無論國際銀行家如何

用盡智囊，都抵擋不過期間金、銀價的走勢節節攀高，美元、日圓等主要貨幣相對弱勢。債務美

元與貨幣之王──黃金──之間的優劣高下立判。

南北戰爭對國際銀行家們來說只是冰山一角的普通案例，像這種戰前或是類似石油危機時，國際

銀行家們的情資系統總是能夠快狠準地做出判斷，預測未來資金的走向以及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

變化。他們知道只要跟著錢走，「利」這個字就會在不遠處招手迎接他們。畢竟，貨幣是這個世

界上最珍貴的商品與交易媒介，這個道理自從資本主義發展後就漸漸地根深蒂固於西方社會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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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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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鴻兵在留美時期主修資訊工程與教

育學，並長期關注美國歷史與世界金融史

。曾經擔任金融機構房利美與房地美的諮

詢顧問。（圖片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回過頭來看台灣，前幾天舉辦的澎湖博弈公投最後以反對居多數收場，若是從宋鴻兵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的話，他或許會認為這個結果合理而且正確。財團們之前爭相在澎湖為未來的博弈事業做

投資，這樣的行為很明顯地跟國際銀行家一樣，目的就是為了控制之後流到澎湖地區的熱錢，可

能大部分民眾也知道這樣的結果會發生，因此不讓這次的投票過關。《貨幣戰爭》這本書也許有

些地方誇張得超乎讀者們的想像，不過他提醒了執政者一件重要的事：將國家與任何私人的利益

脫鉤，才能杜絕由少數人控制國家發展的現象。

 

 

岌岌可危的人民幣岌岌可危的人民幣

要是再稍微觀察一下馬列主義，就會發現跟宋鴻兵要說明的觀念完全八竿子打不著邊；但有一點

是兩者都強調的，就是對於「貨幣的發行被誰控制」的這件事上：前者同意由政府發行貨幣，這

樣才能真正消滅階級；後者雖然沒強調應該由誰來發行貨幣，不過作者更指出貨幣不應該受到政

府的壟斷與私人的控制，應該讓貨幣回歸到服務國民利益的基本用途。人民幣走的是一種結合兩

者的方向，既由政府發行，又不受財團控制貨幣流向。馬克思是一個對資本主義了解非常深的人

物，人民幣到此為止的發展被他洞悉得如此透徹已經非常不容易了，不過往後的部分大概就不在

他的預期之內了。放眼中共前幾年的經濟發展，如果不考慮出口優勢與產品競爭力，人民幣在還

沒開放外資之前，升值幅度是非常驚人的。不過，近來因為市場的吸引力強大，中共開始大規模

開放外資進入國內，這說不定給了國際銀行家一個機會，他們也許早已洞燭先機，立下了控制人

民幣的基礎。也許在有生之年，我們還能目睹國際銀行家們以中共境內的熱錢當作籌碼，與中共

政府爭奪人民幣發行權這樣的事情發生。

 

 

 幕後黑手到國際銀行家幕後黑手到國際銀行家

就如同書本封面一句誇張的話：「誰掌握了貨幣，誰就能主宰

這個世界。」美聯儲是英格蘭銀行在北美的翻版，工業革命之

所以會成功於英國，其中一個原因是英格蘭銀行掌握了國家認

可的銀行券(當時英國的貨幣)發行權，結果就是導致了十八世

紀英國擁有足夠的資本對海外地區展開侵略，並獲得龐大的殖

民地。資本主義這隻看不見的手，它主導的就是一部世界金融

史，英國、美國以及一九九七年後的泰國，這些國家的貨幣就

像獵物般受到少數人的控制。國際銀行家們主宰世界財富分配

的方法就是大量發行貨幣形成通膨，讓財富分配盡可能地出現

差異，並且影響到與該國貿易密切的國家。貨幣貶值的結果就

是苦了該國的老百姓以及國際上其它的貿易夥伴，這也是為什

麼目前美國距離經濟復甦仍然有一條漫漫長路要走的原因之一

。

會造就這樣的情形，與十八世紀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有

很大的關係。有一個說法是：一個從事金融業的人，從來沒有

聽說過羅斯柴爾德這個名字，就如同一個軍人不知道拿破崙、

研究物理學的人不知道愛因斯坦一樣不可思議。羅斯柴爾德是

個低調且龐大的猶太家族，國際銀行家的組成也以這個家族的

成員為中心。兩百多年來，這個家族的爪牙與眼線總是遍佈在

世界上即將要發生變故的所有地方：美國南北內戰發行權就沒

錢可打仗，更別說統一北方拿下勝利；要是不打的話，銀行家

們仍然會透過北方發戰爭財，所以南方打贏所換來的代價就是

美國人民永世無法償還的國債與政府連年的預算赤字。 

再將戰局拉回西方世界，一般人對於「美聯儲」的認知往往是

美國中央政府發行貨幣的機構。實際上，美國是個官商一體的

龐大托拉斯，行政上以二元管理為主，兩個平行的最高行政機

關為聯邦政府和美聯儲，美國總統與美聯儲主席分別是他們的

領導人。一九零七年銀行危機後，美聯儲20%的政府股份巧

妙地被國際銀行家們拿掉，成為一個私有的央行。從此以後，

聯邦政府財政部沒有貨幣發行權，美國總統最大的敵人不是回

教國家、也不是北韓、更不是拉美，而是美聯儲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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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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