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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新货币都有种神秘的特质，比特币也不例外

哈罗德·詹姆斯



货币是人际关系的核心要素。我们用货币

进行交易，但却很难说清楚它来自哪里，为何其

他人也会接受它。但其他人不接受的时候，我们

又会感到沮丧。货币供应的紊乱—通胀或通

缩—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动荡。新技术时不时会

带来诱人的、变革性的机遇，但也会让人们深深

地怀疑与货币交易相关的关系。当创新出现，货

币相关的风险达到顶峰时，就会引发这类怀疑。

如今，比特币之所以能被当作可行的替代货币，

对现行货币构成挑战，是因为比特币本身是基于更

优越和更安全的支付技术的这种观念从表面看起

来很具有吸引力。分布式账本或区块链，提供了一

种绝对安全的交易方式，无需中央官方机构或银

行充当仲裁员。它必将会取代传统银行账户中的电

子货币，就像电子转账取代了纸币，纸币取代了金

银一样。它为重大变革提供了可能，打破了货币与

国家之间的联系。自由主义者称颂这次创新，认

为这是削弱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而在全球政治

秩序中处于末位的委内瑞拉、朝鲜等国则把它看作

是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的一种方式。

有关经济学的教科书一般都罗列了货币的三

种职能：记账单位、储藏手段、支付手段。但现

有货币从未完全执行这三种职能。事实上，在技

术能够改变相对价格的世界里，货币既要履行储

藏手段的职能，又要充当价值尺度，而价格趋势

各不相同，影响着对不同人群来说价值不同的商

品，这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随着经济不确定

性和不稳定性的加剧，人们对货币创新的需求增

加，而货币创新过程总是很神秘。由于货币具有

支付手段的职能，因此货币转换商品的过程看起

来就像是变魔术一般神奇。起初，这种魔术要么

被神化，要么被妖魔化。而创新让人们开始关注

起这一过程的起源。

按照传统，货币几乎一直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私人货币非常罕见。在金属货币时期，硬币上印

有国家的标志。雅典钱币上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是

第一个关于国家主权的表达。人们最初并不确定

国家主权的标志是否同时也是神性的标志：钱币

上所印的头像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还是亚历

山大大帝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罗马皇帝把自己

的神化头像印在钱币上，也是有意利用人们的这

种困惑。如今英国钱币上仍有浮雕文字，将君主

与上帝相联。

在过去 200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货币的定

位都比较模糊，介于本身拥有价值和受国家保障

的支付手段之间。商品货币，通常是金属的，最

初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其本身具有价值，但

作为一种实际支付手段，金属货币可能又不太方

便。金币不适合小型日常交易，而铜币又不适合

大额账户结算。

此外，由于可能发现新的矿物，因此金属货

币容易出现无序波动。19 世纪 40 年代，在加利

福尼亚发现了黄金，在 19 世纪 90 年代，阿拉斯

加、澳大利亚和南非纷纷开辟了金矿区，这带来

了良性的温和的通胀；19 世纪早期没有什么新发

现，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也没有新发现，这

导致了通缩和萧条。

到 19 世纪末，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不可兑换

的纸币，即没有与贵金属或其他商品挂钩的货币，

作为由国家管理的、有望充当更稳定的价值储藏

手段。明智的政府可以使用一种新货币来保持货

币的价值绝对稳定。

但 20 世纪的货币创新人士却不得不全力应

对不可兑换的纸币以前所处的具有毁灭性的发展

环境。18 世纪早期，路易十四发动的战争耗资巨

大，面对战后的财政困境，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

（John Law）制定了一项由一家普通公司所支持的

货币计划。该公司的股票以金字塔式销售方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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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演变

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正确
对待货币。

售，原始股迅速升值，似乎产生了新的资金。该

计划受到热烈追捧，引发了对股票和土地的疯狂

投机，最终在混乱和困惑中崩溃。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历史再一次重演，政府

以充公土地作为抵押发行纸券，过度发行引发了

新的通货膨胀。德国诗人歌德引用关于法国逃亡

贵族的报道，在其所著诗剧《浮士德》中加入了

一段，将印钱等同于魔鬼的承诺。魔鬼靡菲斯特

说服皇帝发行纸币，理由是用发行纸币的方法来

保障货币安全的诱人之处恰恰在于纸币发行的无

限性，使人民对国家的能力重树信心：“智者只要

研究过纸币发行，都会对无限之物充满无限之信

任。”由此可以说，货币创新来自于魔鬼。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斥着由于货币管

理不善造成的毁灭性事件：战时通货膨胀、战后

通货膨胀—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社

会动荡之下—以及大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政

府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正确对待货币。

到 20 世纪末，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都

得到了完善，最终解决了物价稳定问题。但这种

表面上的货币无忧却带来了新的问题。货币的储

藏价值职能面临挑战。当股市或房地产业部分资

产价格暴涨之时，消费者物价是否足以衡量物价

稳定情况？

实践中，在批发交易和持有信用卡和借记卡

的消费者的交易中用电子转账取代纸币，也引发

了新的争论。电子货币可以使转账更为便捷，甚

至可以进行远距离交易。但交易很容易被追踪。

有些人需要新的技术，正是出于对隐私的担忧：

他们希望回到匿名的现金交易。许多国家都推行

了强有力的宣传活动，来保护硬币和纸币。实体

货币代表的是“钱币带来的自由”，这种说法源自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西伯利亚囚犯生活

的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实

际上是在把钱币的价值想象成被监禁的人，他虽

然不能花钱买到真正的资源，却可以梦想那种自

由。

比特币号称既能保证匿名和不被追踪，又

能保证安全，因而备受青睐。比特币大致起源于

2008 年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目前还不

能确定这位声称是比特币的创始人，化名为中本

聪的人是否真实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比特币

完全符合恶魔般的货币的历史模式—有着神秘

的起源，可信度存疑。

比特币就像是21世纪的黄金。可以创造出来，

也可以努力挖掘出来。它的创造者很巧妙地把比

特币类比为黄金。黄金价格之所以高昂，是因为

它需要大量人力在遥远的地方艰难地从泥土中提

取出来。比特币也一样，它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

由在亚洲偏远地区或冰岛的廉价能源驱动。它标

志着基本价值观的转变。近代以前的金属货币推

动了劳动价值论的形成：价值由人类改造自然的

劳动所创造。区块链技术意味着价值是储存的

能量和智力的结合，无关人类。当多数，甚至最

终所有的价值都由机器和能源等非人类活动创造

之时，社会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对不稳

定的担忧以及新货币的魔鬼特性重现，也毫不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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