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货币史读书笔记(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人类货币史读书笔记篇一

当你在沙漠中发现一个天真的小孩向你走来，如果他笑，如
果他有一头金发，如果他在别人问问题时不会答，那么他，
就是小王子。

蛇吞象的画面一直无法在大人的眼前出现，他们只认为这是
一顶普通甚至陋无比的棕帽子！但没有童心的他们错
了！“每个大人当初都是小孩，但只是很少人记得。”没错，
但小王子看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有一颗纯粹的心！还记
得那玫瑰、那b612、那小绵羊吗？还记得这句话吗：“如果
你驯养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

那为什么大人仰望星空是就不会想到小王子呢？就不会想到
星星发光的原因呢？答案是，他们只会有数字说话，没有一
颗真正的心。

我觉得一定不会再有比这更纯洁又孤独的书了，也不会再有
比这更美好得让人心碎的书了，也绝不会再有比这更简单，
如同苍穹一样的书了。

从现在开始，有一颗天真善良的心去感受世界吧！

人类货币史读书笔记篇二

《美国货币史》是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奖得主米尔



顿·弗里德曼的传世之作，绿钞时期。该作对美
国1867——1960年将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历史进行了翔实的分
析，特别是对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从货币制度方面进行了
深刻的反思。话说研究大萧条30多年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
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上也是尽得弗里德曼的真传。
此前也听说过这本书不好啃，毕竟时间跨度很长。这两天迅
速读完了第一章绪论部分和第二章绿钞时期，大量的专业术
语和数据轰炸让人有些招架不住，一边看一边查试着慢慢消
化。不管怎样，绪论里明确指出本书的.主线是货币存量，万
变不离其宗，先把这事儿搞明白。趁热打铁，先把第二章绿
钞时期梳理梳理：

1861——1865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北方联邦政府为增加
支出而进行筹资，暂停了铸币本位制，发行了大量证劵与票
据，以此作为主要通货，也就是信用货币本位制。在这其中，
最主要的一种叫做美国流通券，也就是绿钞。因此，从1867
年美国货币存量估计值形成连续序列的最早点，到1879年恢
复铸币本位，绿钞基本退出流通，就是本书所研究的绿钞时
期。

货币存量一般是指狭义货币，这一时期包括通货和商业银行
存款（此时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并无明显区分），读后感
《《美国货币史》读后感1——绿钞时期》。通货除了绿钞外，
国民银行券也占有很大比例，国民银行券由国民银行直接负
债，联邦政府间接负债的。

这一时期货币存量增加17%，总体缓慢上升，从1875年起，货
币存量实际开始小幅下降。货币存量主要与三个因素——基
础货币、存款—通货比率、存款—准备金比率——有关，下
面分别分析这三个因素的影响。由于战后部分政府债务工具
退出流通，基础货币数量短暂下降。此后，由于关于恢复铸
币本位的政治斗争摇摆不定，基础货币一直在稳定水平周围
波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基础货币数量基本保持稳定。
在基础货币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货币存量还能保持小幅增长，



这离不开银行体系的发展。首先，银行的扩张使更多的民众
将手中的通货存入银行，存款—通货比率上升；其次，银行
业务的不断发展使他们意识到相对存款，更少的准备金是有
利可图的，加上非国民银行的重要性提升，存款—准备金比
率上升。这两个存款比率的上升使派生存款数量增加，乘数
效应显现。随着1873年出现银行危机，这两个比率停止上升，
并在1875年后开始下降，货币存量也紧跟着小幅下降。

这一时期由于产出快速增长，而货币存量的增长相对缓慢，
造成了一定的紧缩，物价下降了一半，恢复到了战前的平价
水平（战时由于发行大量债券融资，物价上涨一倍）。这也
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价格急剧下降与产出迅速增
长不相容的观点。南北战争不仅给美国带来了政治上的统一，
还由于融资的需要使银行体系逐渐发展壮大，对此后美国的
经济腾飞意义重大。

人类货币史读书笔记篇三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
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的越多，圆圈也就越
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人类简史》这本书除了能提供圆圈外的未知，还给读者讲
诉了已知的圆圈内的新知，刷新了读者的人类史观，这就是
一本历史书能掀起这么大波澜的原因，年轻的以色列作者尤
瓦尔?赫拉利凭借这本书声名鹊起。如果说《枪炮、病菌与钢
铁》描述的是人类发展自然史，《人类简史》讲述的则是人
类发展人文史，将人类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的
心路历程娓娓道来，既是一本趣味盎然的宏观历史进程读本，
也是一本处处深刻的思辨哲学佳作。

智人出走非洲的故事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已经耳熟能详，是什
么原因让与多数动物一样从事狩猎采集的智人经过短短的时



间就统治世界了呢。是智力，没错!但是，与智人最接近的大
猩猩，为什么仍然在非洲的热带雨林过着小规模的群居生活，
采摘果实、树叶和挖点草根树根果腹呢?它们也并不是愚蠢得
一塌糊涂啊!是智力的哪个部分让智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非洲草原上的野牛、羚羊、大猩猩和智人都能够用语言告诉
大家：“小心，有狮子!”但只有智人能够说出：“狮子是我
们部落的守护神。”认知革命之后，区别于其他动物，智人
具有接受想象事物的能力，传说、神话、神和宗教应运而生。
作者也在ted大会上做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演讲，说明为什么接
受虚无的能力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别。

全球化听起来是二十一世纪的词汇，但实际上全球化在过去
的几个世纪一直在进行中，墨西哥的辣椒可以成为川菜和湘
菜的代表符号，基督教堂可以是中关村和东单的地标建筑，
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也是中国学生的毕业必修课。金钱是人
类社会最普遍信赖的虚构物，帝国的刀枪棍棒和携带的病菌
不仅实行经济上的扩张还要求被征服者文化屈从，而当宗教
从多神教转向一神教时就近乎狂热的要求所有人都崇拜那个
唯一的“上帝”，这就是过去几个世纪全球化过程的三大法
宝。

欧洲的文艺复兴始于十三世纪末，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
神为中心，为科学、文艺发展扫清了道路，为人们探索圈外
的未知提供了思想和制度的解放，不至于因为支持地球围绕
太阳转而被烧死。而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比欧洲晚了五
百年，这也是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原因之一吧(参见《西方将
主宰多久》)。当科技迅猛发展，从蒸汽机的`发明到原子弹
的爆炸，获取能量的能力越来越大，人类文明迈着巨大的步
伐前进(参见《文明的度量》)。随着帝国与科学联姻，并搭
上工业的巨轮，人类对未知的探索速度出现惊人的增长。哥
伦布航海时大量船员因败血症死亡，四百多年后青霉素才被
发现，而不过几十年后人类器官已经可以克隆移植了;从万有
引力的发表到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建立经过了将近三个世纪，
而仅仅过了二十年，弦理论就萌芽了。



人类货币史读书笔记篇四

曾经一度痴迷与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的磅礴历史和慷慨义
士当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就这么去了，
他所认知的世界摈弃了利益、仅依靠义气来诠释生命。“宁
赴湘流,葬乎江鱼腹安能皓皓白,蒙世俗尘埃乎?”屈原也就这
么走了，他所认知的世界失去了色彩，只剩下苍白，所以他
要让自己的一腔热血染红这个腐朽的国度，在永恒的历史长
河重现当年怀王“一鸣惊人”的大国风采。如此种种，不胜
枚举。

但随着我了解的越趋深入，我的志趣却越来越难以和当今现
实社会相融合，我向往那种自由热血的年代，而不是像现在
这样被现实压迫的日常生活。

于是，我翻开了这本《人类简史》，这是所有我曾看过的历
史书中都未曾有过的格局，第一次，过去与现实相融合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我死守的那一块净土，也不过是长河中的
沧海一粟，不过是古代残酷冷兵器时代中为数不多的人性的
温暖，而我之所以能知道它并得以心生向往，也许，不仅仅
因为它是现在人们所缺少的，而更因为这即使放在古代的人
们当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人类的历史，不可能总是允许我选择我所喜爱的去读，而忽
略更为广阔的灾难和痛苦，我从这本书中获得的最多的，应
该说是格局，而后才是思想。感谢作者，这本书，我很喜欢。

人类货币史读书笔记篇五

《人类简史》这本书在我印象中从发售之起就名声大噪了，
作者是一鼓作气又写了本《未来简史》作为对未来问题的探
讨，也值得我们一读。这本书带我们从智人阶段开shi一直到



现在的科学革命，从刀耕火种到如今的信息时代，时代跨越
非常之大，内容设计之广，对这横跨几千年历史的讲述，是
需要作者的有非常好的大局观和驾驭能力的。在这个方面而
言，这本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于我们为什么要读史，丘吉尔是这样回答的“the farther
back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毫无疑问，历史是现代人类的镜子，虽然各个时代环境
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但是我们人类作为主体并没有发生
变化，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对现今社会的教训和启示。史
书把我们人和人的沟通界限放的无限远，我们甚至可以通过
历史和过去进行对话，从他们那学习知识。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农业革命的由来和智人这个人种是如何
崛起的，在人类从游牧和狩猎中解放开始，在人类从农业中
获取到了稳定的食物开始，我们同其他生物的地位就逐渐开
始凸显，对工具的使用和稳定的食物来源让我们的大脑可以
进一步的发展，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进行进化，这些就是人
类进化的里程碑。但是，这一切都离我们当今社会太过遥远，
那时候的人类更应该被称为动物，这也是我们同其他动物在
起源上并无差异，都是地球中的一个生物，我们更应该爱惜
动物的一个重要说明。

在我们进入有记录的历史朝代的时候，我们对历史的感知变
得具体了起来。一般而言，历史是枯燥无味的，但是赫拉利
的这本书能够让我顺利读下去，也让我能感觉到历史长河中
的残忍和无情。作者对于屠杀和灾难并没有进行隐瞒，这些
屠杀者和遇害者都应该作为人类自己的反思让我们从历史中
学到教训。他还对我们的信念做了探讨，从基督教的起源开
始，到现在大家对信贷体系的信任都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对
这些事物的相信，让我们更好的构建了社会，所以，当我们
的信念发生崩塌的时候，危机也会随之而来。这些都是人类
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虚构的，文明般事物的着迷和相信。这
些事物对于我们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这些，让我



也见证到了自己信念的重要性。

知史可以明兴替，历史的存在就是让我们以史为鉴，学会教
训，反思现在，所以，这本书对我而言受益匪浅，是一本值
得再读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