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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國立圖書館連袂參加2009年第17屆臺北國際書展驚世、醒世、兼勸世的理財良方─《我的錢怎麼不見啦？》

✿ 撩起悲喜心情的理財書

自從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閉引發金

融大海嘯，迄今已滿一年餘。回想當時，不

論海內外大小企業都像坐上由高空失速墜下

的雲霄飛車，緊急大裁員或者放前所未聞的

無薪假。曾買理財商品的人，不論股或債，

定存族或外匯投資者，全部哀鴻遍野。至今

仍住「套」房者眾。遭受連動債損失的人仍

在遊行抗議，筆者自從1999年開始做所謂的

「理財」規劃投資，至今10餘年。回首前塵，

恍如夢魘。雖未因損失而影響生活品質，但

糊塗燒掉的畢竟是血汗錢，既不甘心且懊悔

不已。反省前因後果，有些已了然於胸；有

些則仍百思不解。最近接觸到《我的錢怎麼

不見啦？》這本書才更深透瞭解個中原委。

該書是筆者近來少數逐字逐句，一口氣看

完的書籍之一。原因是它實在是太「精彩有

趣」了。（以如此字眼形容該書似乎有些殘

忍或麻木不仁，畢竟那是作者及其友人付出

慘痛代價的血淚投資史）。作者

讓我們欣喜地看到理財投資圈的

重重黑色內幕，有如撥開迷霧，

見到不明不白的損失之因，將來或

可避免再掉入陷阱。另一方面，於掩卷

嘆息之餘，其實亦有「幸災樂禍」的暗爽心

理。西諺「Misery lover company」想必即是如

此心境的寫照，書中那些出入動輒百千萬的

理財「貴族」或高手都受到重創了，倒霉和

愚笨的不只我們這些投資小民。如此一想，

心裡好過一點，然而，令人感到悲哀和恐怖

的是，作者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成功經驗

無以複製，而失敗卻是一個樣。一般升斗小

民為了賺取比定存稍好的小錢，都變成他人

刀俎上的魚肉而不自知。投資人和理財專員

因用罹患憂鬱症，甚而自殺者並不少見。

✿ 值得借鏡的理財經驗

一般市面常見的理財書或雜誌多數是

慫恿讀者投資，以十分積極而正向的方式，

誇大投資效果，鼓吹快速致富之道。該書所

處理的議題雖然仍不脫理財範疇，例如定

存、老鼠會、網路泡沫、大陸投資、房地產

和股市，創業投資和債券等，但是內容卻和

前者大相逕庭，作者將數十年的理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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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幽默自嘲的筆觸，一刀一刃地剖開來。未

曾做過投資的定存族或年輕學子可以當它是

一本驚世的小說，可能有些地方會看不懂。

不過，因它是取材於真人實事，多少有些說

服力，令人心生警惕。如同作者於後記中說

的，「把自己的過錯張揚開來，只希望伸出

去的手指，可讓別人了解是怎麼受傷，只希

望他人不要重蹈覆轍」。而對於有理財經驗

的人而言，該書是一本醒世且勸世的啟示

錄。在閱讀過程中，直呼過癮，拍案叫絕。

人性是極難克服的。在哪裡嚐過甜頭，就會

一直想待在那裡，為伊消得人憔悴而終不

悔。剁掉指頭還在賭的人就是如此。作者藉

自身的累累傷痕勸人三思，不可莽撞，似乎

以無形的繩索圈住讀者的手腳，提醒讀者宜

謹慎行事。

✿ 值得記取的理財智慧

該書副標題「一本幽默又自省的理財

處世書」已告訴讀者，作者不只是說故事而

已，而是苦口婆心地將深痛省思後的收穫與

人分享。書中共有28個故事，每篇故事以古今

中外名人名語和名著經典作為開場白。結尾

則以「愚人心得」和「理財雞湯」，將精髓誠

懇而大方地送給讀者。令人嘆服的是，作者

所引用的並非限於財經界人事物，例如股神

巴菲特、經營之神王永慶、趨勢大師大前研

一等，而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將易經、史

記、幽夢影、聖經，甚至武俠小說和熟悉的

童話等適切地鑲入內文中，提昇豐潤度和趣

味性。作者文筆生動練達。由撰寫推薦序的

友人和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張先生是一位人

文素養和閱讀習慣俱佳，博識多聞，似「儒

商」型的投資人。另外，附錄的專業術語，

例如，讓大家滑了一大跤的「衍生性金融商

品」、「連動債」的操作內容和方式、「信用

評等」可不可信、邪惡老闆如何搞垮公司、

亞洲金融風暴始末等等，這些晦暗高深的內

幕都一一攤在陽光下，讓我們圈外人心驚膽

跳。於恍然大悟之後，不知道還敢不敢玩理

財投資。

✿ 值得深究的理財迷思

該書有一篇〈誰說錢不要存銀行〉以數

據提出作者觀點及四個迷思。筆者綜合全書

與個人所見所聞，下面亦提出一般人常見的

迷思，謹供分享與參考：

迷思一：「理財」二字一定是指買賣股

票、債券、基金、外匯或一堆艱澀難懂的衍

生性金融商品等。

保守的人聞「理財」而避之猶恐不及。

沒事不上銀行，就怕被說服而改變對定存的

忠誠度。事實上，「理財」的涵蓋面很廣。

廣義而言，舉凡收支平衡之管控、房貸、車

貸及就學貸款等各型貸款利息的計算、還債

能力的評估、保險單的選擇和取捨，和信用

卡的使用，以及隨著人生各階段而異，所應

抱持的金錢價值觀和財務處理方式，和停利

停損之風險控管紀律等都屬於理財範疇。

迷思二：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這句類似廣告詞的「名言」經常出現

在各種媒體、理財名嘴或理專（理財專員）

口中。就廣義的理財而言，我們的確需要

去「理會」自己的錢，不論它放在何處。

很多人誤以為聽從媒體名嘴或理專的話，

買了他們所推薦的產品，一定能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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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於理專的服務熱誠極具信心，相信

他們會替自己看緊荷包。自己不去瞭解買

的內容，也不下工夫，賺了錢知道買禮物酬

謝理專，賠了錢可能大庭廣眾咆哮，甚或哭

鬧。理專的素質不一，有的確實會依客戶要

求行事，不至於完成交易就翻臉不認人。只

是他們畢竟是上班族，為了生活，業績和

手續費還是很重要，更何況在詭譎多變且 

十分複雜的國際金融情勢中，誰也無法準確

預料後果。常言道「理財無專家」，甚至戲

稱「專家」就是「專門害人家」。不論學經

歷背景或專長，只要敢講，常出現於媒體，

都變成理財專家。書中提及股市做手有一套

「養套殺」的操作模式，令人驚怖。總之，

理財的結果可能賺點錢，也可能愈理愈薄，

甚至化為烏有，只剩懊惱心碎。「自己的

錢，自己顧好」，方為上策。

迷思三：理財規劃要分散市場，做好資

產配置。

常接觸理財投資活動或訊息的人對這

兩句話一定不陌生。筆者曾在一場「21世紀

的新趨勢與新價值觀」演講會中，聽到講者

說道，「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強凌弱、眾暴

寡、富欺貧、『中心』宰制『邊陲』的時

代。」以2009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為例，這

段話實在太真實了。投資人都知道，一直以

來，美國（有時中國）的股市只要一打噴

嚏，全球就重感冒。所謂脫勾論也僅偶然出

現而已，全球連動性甚為密切。在金融海嘯

下，不論股債、單筆或定期定額、單國、區

域型或全球型金融商品，全受重創。2000年

網路泡沫以來，當時因聽信專家名嘴的勸

說，抱著「等久一定會回來」信念，住了

十年套房的投資人，迄今不只沒回本，災情

也許更慘重。在理財界聽多了，不免懷疑，

那些經濟學家和分析師的預言其實是事後諸

葛，根據飄忽不定的數據或以前的資料大玩

猜謎遊戲。「未知」和「不確定性」是令人

痛苦的，而理財投資偏屬如此性質，心情可

能平靜，生活品質會好嗎？記得以前有過一

位常在媒體為人解析基金的財經教授。當主

持人問他，「你自己買不買基金呢？」他的

回答竟然是，「我才不拿自己的錢給別人玩

呢！」正如書中（第123頁愚人心得）所云

「The only way to win is not to play」（惟一能夠

獲勝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玩）。少賺總比虧

錢好。

✿ 理財教育的重要性

根據調查，有72％民眾沒有規劃長遠的

財富保障。15到45歲族群，平均每三人有一

人負債，超過五成六是月光族。五年級生主

要的財務壓力來自於房貸和子女教育費。六

年級生有7.1％是卡債族。七八年級生舉債

都為了娛樂及滿足私慾。五年級生以前的長

輩生長在物質貧乏的年代，即連巨富王永慶

都和一般人同樣節儉耐勞。隨著經濟蓬勃發

展，勤儉美德隨而一代不如一代。大學生一

進入大學，有的立即忙著找兼差、擺地攤，

有的玩股票或做直銷。名校學生亦然，有人

上課時看筆電，是為了看股市。令人憂心將

來國家的競爭力如何不下降。年輕人收入不

多，慾望卻不少。理財圈花樣百出，真替他

們捏把冷汗。報載，教育部規劃，從100學

年度起，小一及國一的課綱將加入理財投資

課程，103學年起基測要考。臺灣一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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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教學，理財投資教育若有正派的師資和

課程內容，及早訓練孩子正確的金錢和投資

觀念，學會控管及保護自己的資產，會將紀

律活用並落實於生活，有了風險意識，將如

同打了疫苗或預防針一樣，未必如反對理財

課程的衛道人士所言，孩子將來可能不務正

業，貪求偏財。和身體的照顧一樣，預防重

於治療。讓孩子自幼即知「需要」和「想

要」的分野，不隨物慾擺佈。財務方面有判

斷力和自主性，不隨市場起心動念。在危

機四伏之下，或可倖免於難。美國前聯準會

主席葛林斯潘在民眾問他，「金融風暴會不

會再發生？」這個問題時，他斬釘截鐵地答

道：「會，一定會，因為那是人性所致。」

下一代要面對的經濟環境日趨複雜多變，有

遠見的教育當局此時推出理財課程，雖嫌太

遲，仍是值得喝采。

✿ 建議與結語

衡諸該書內容和中文書名「我的錢怎麼

不見啦？」，它的英文書名若改成「How was 

my money gone?」是否更為貼切？至於內文校

對方面有一點小瑕疵可加改進。或許由於作

者本身的背景、訓練和經歷，該書似較偏重

於股市和創投領域，而且進出金額之鉅都不

是市井小民可以想像的，因而有些隔閡和不

切實際之感。根據書中透露的案例推估，張

先生的投資損失大概不下億元。不過，歷經

慘痛教訓，他猶能身心健康，頭腦清醒，處

之泰然，而且清楚錯在何處，委實不易。不

過，筆者倒發現，他犯過一個大忌，未奉行

臺商圈流傳的警語，「投資要帶三本書去，

亦即本尊、本金和本業」。「有錢未必能使

鬼推磨」，不要太奢望他人肯奉行「滴水之

恩，湧泉以報」，肯甘心拼命為人賺錢。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搶搭熱潮去投資或

買基金，能夠不成為最後一隻老鼠，算是運

氣好。無論如何，張先生自願曝短於世，希

望別人知所「避凶」，宅心仁厚，令人敬

佩。老天不虧待他，讓他從事的保健品行業

「細水長流，穩定獲利」。如果亦能把成功

秘笈公諸於世，讓他人「趨吉」，想必再添

功德一件。

據說，華爾街那群貪婪的歹猴又重現江

湖，開始設計黑心產品，把良好的和不良的

資產混合，重新包裝，予以證券化，以謀取

高薪和優渥紅利。一個人的閱歷和智慧畢竟

有限，處此亂世，如何自保？教育固然是根

本之道，但對於已無緣接受新課綱的人而

言，也許只有靠閱讀了。小說家黃春明在一

場龍應台基金會所舉辦的座談會上，鼓勵年

輕人要「透過閱讀」提昇自身內涵。本書所

談的主要對象固然是金錢，不過，書中蘊含

豐富智慧和待人處世之道，甚至經商手腕。

真材實料，並非泛泛空論或無病呻吟。區區

定價250元能換取作者半生精粹，不是划算二

字可以帶過。再者，作者的版稅收入悉數捐

作公益慈善之用。讀者借花獻佛，順便一起

行善，利人利己，何樂不為。筆者準備將此

書留給兒子，當做傳家寶典之一。希望他記

得作者在接受吳若權專訪時所下的結語：

「財富、智慧、快樂」；「貧窮、愚蠢、痛

苦」，以及吸引我共鳴的人生態度：「理財

不是生活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