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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失色的创始人

IMF执行董事会前厅的基座上立着两尊青铜半

身像：一个是约翰 ·梅纳德 ·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另一个是哈里· 迪克特 · 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关于前者的书籍和传记数不胜数，

而人们对后者却知之甚少。前 IMF历史学家詹姆

斯·鲍顿（James Boughton）在他的著名传记《哈里·怀
特与美国信条》中纠正了这种不平衡。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怀特早年的经历，包

括他卑微的出身。怀特在完成一战服役后，在 20 多

岁时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他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

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并于1932 年获得最佳

博士论文奖。尽管他有这样的学术背景，但在大萧

条时期也很难找到工作。最终，怀特在威斯康星州

的一所小学院任教。1934 年夏，著名经济学家雅各

布 ·维纳（Jacob Viner）邀请怀特去美国财政部实习

3 个月，怀特的人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在实习期间，

怀特编写了一份 400页的报告，阐述美国该建立怎

样的货币制度，这证明了怀特的智慧、干劲和雄心。

这次实习为怀特的标志性成就——他对塑造布

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的贡献——

奠定了基础。怀特在他的报告中写了一条顺口溜：“在

华盛顿，哈利法克斯伯爵（Lord Halifax）曾低声对

凯恩斯男爵（Lord Keynes）说：‘他们确实有钱袋子，

但我们有所有的大脑！’”鲍顿阐述了这一说法，认

为怀特主要想表达四个方面的见解：需要制定战后

制度，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中；该制度需由所有盟国

共同制定，而不是仅仅作为英美谈判达成的既成事

实予以呈现；该制度应当促进多边贸易和资金往来；

而且，该制度应当以美元，而不是某种新的、人造

的国际货币，作为本位币。虽然有人可能会质疑将

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在一个国家（即便是像美国这样

强大的国家）的货币之上是否明智，但是怀特直觉

认为，若是不明智，国会决不会批准《基金组织协定》。

他的直觉可能是对的。

这本书还谈到了怀特在生命的尽头被指控是

苏联间谍（他的生命可能就是因此结束的）。鲍顿在

这里细致地记录了每一项指控和暗示，以表明它们

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看来都是荒

谬的）。鲍顿在结语中写道：“如果怀特是一名间谍，

那他就是一个很差的间谍……对于一个在所从事的

每件事上都如此擅长的人来说，指控他是间谍，是

最无情的指责。”

鲍顿的书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但读起来却

像一本惊悚小说。无论我们从这本书中得到了什么

启示，有一个结论是很明确的：将怀特与凯恩斯相

提并论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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