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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伯效应”与美元的前景*

三家分晋之前晋国内部最强大的世卿不是赵氏、魏氏、韩氏，而是出自荀氏

的智氏。当时智氏的荀瑶（后世多称为智伯或智伯瑶）为晋国执政。智伯为人跋

扈而尖刻，早在上一代家主择嗣时，族人智果就反对立智伯为嗣子，说他“贪而

不仁，且好凌人”。

掌握权势之后，智伯的贪婪自负和盛气凌人越发暴露出来。冯梦龙的《东周

列国志》里写了他一则故事，说是智伯以晋哀公的名义向赵氏、魏氏、韩氏三家

各索要万户封邑，韩康子（名虎）接受谋士段规的建议献地，得到智伯的款待。

酒过三巡，智伯命人取画轴“鲁卞庄子刺三虎”让大家欣赏。观画时智伯对韩康

子说，我曾经查考过许多史书，列国人物跟你同名的，齐国有高虎，郑国有罕虎，

加上你就凑齐三只虎了。

古时名与字有别。人一旦成年取字，在社交场合就应当称呼对方的表字，直

呼其名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即便是君主称呼臣下时一般也如此，如果呼名往往是

要问罪。更何况智伯并非韩虎的君主，而且还是在看“鲁卞庄子刺三虎”之图时

借韩康子的名来戏弄他为三虎之一。随侍在侧的段规看不下去，上前说，根据礼

仪，不直呼名，应有所避讳。阁下这样戏弄我家主公，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段规

身材矮小，站在边上只到智伯胸口那么高（“才及乳下”）。智伯竟然用手拍着段

规的头说，小孩子家家有什么见识啊，也来饶舌。看你这个头儿，也就是老虎吃

* 本文修订稿正式发表在《当代金融家》2014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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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的部分吧！说完拍手大笑。

慑于对方的权势，韩康子主臣只能隐忍。智伯的手下事后劝他说，主上这么

戏弄韩虎，折辱他的谋士，要当心他们怀恨报复带来祸患。智伯瞪他一眼说，我

不加祸于旁人就不错了，别的人谁敢兴祸于我？

仅从能力来看，智伯或许有资格这么说。即便是坚决反对智伯为嗣子的智果，

也承认他“须髯飘逸，身材高大；擅长弓箭，力能驾车；技能出众，才艺超群；

能言善辩，文辞流畅；坚强果断，恒毅勇敢。此五贤别人无法能比”。智伯初涉

政坛就身先士卒率军击败齐国，后来还曾一连攻下郑国九座城池。

除了勇武，智伯的计谋也堪称高明。晋国附近有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仇犹，智

伯早想并吞，只是由于道路崎岖大军难以挥进。智伯在国内为仇犹国君铸造了一

口大钟，钟口与晋国战车的轨距等宽，让仇犹国君着人自行运回。来人披荆斩棘

拓宽道路，费劲周折把大钟运回，晋国大军随之而至灭掉了仇犹。

这次向三家勒索封地时，魏桓子驹和韩康子虎这一马一虎都马马虎虎地交了

版籍了事，偏是赵襄子无恤不识大体断然回绝，这让智伯自觉颜面无存。智伯挟

持韩虎、魏驹共同出兵讨伐赵氏，在晋阳围困了赵无恤两年多。前 453年，智伯

巡视战场发现晋阳边有晋水流经，下令导水灌晋阳。这种新打法产生了奇效。《史

记·赵世家》记载，大水一直涨到离城头不到 1米 2处，城内人民易子而食，赵

无恤的臣僚也生了异心，对他不再恭敬。

看着满城大水，智伯对同来观察水势的韩虎和魏驹说，早先我以为大河像城

墙一样阻拦敌人，现在看来水能灭国啊。晋水能淹没晋阳，汾水就能淹没安邑（魏

氏的大城），绛水也能淹没平阳（韩氏的大城）。韩虎和魏驹听了嘴上不说心里都

非常害怕。后来，赵无恤暗地派人来联络韩魏两家逆袭智伯的军队，他们都答应

了。最后智伯兵败而亡，智氏的土地也被三家瓜分。

强大的联盟领袖因为胜利或自负而颐指气使、得意忘形，造成盟友的疑惧、

离心离德和集体背叛，结果在意料中的凯旋之前突然败亡，类似的事例历史上不

在少数，而以三家分晋这段最为人所知。这类现象或可命名为“智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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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在多个场合听张宇燕教授谈他关于美元未来国际地位变化的判断，

心里常浮现的就是“智伯效应”。张宇燕教授预计未来可能出现一个“去美元化”

的过程。作为国内最早研究美元化的学者之一，他对“去美元化”判断的推理，

正是出于美国对别国肆意启动的金融制裁，已经让它的战略合作伙伴乃至铁杆盟

友感到自危。

应当说，美国在美元问题上，的确很有出现“智伯效应”的条件。首先，与

智伯一样，美国拥有很强的能力或力量，这造成其容易对形势过度乐观或对自身

的力量过度迷信。正如乔治敦大学教授罗莎·布鲁克斯反思美国对外政策教训时

所言，“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局势的认识而低估确定政策与实施政策之间的差

距”。

其次，尽管美国拥有超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但已经不像战后初期那

样具备对其他所有国家决定性的优势（那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全球储备三分之二

以上）。盟友的支持与合作伙伴的配合非常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恰如智伯固然

可以羞辱韩虎和段规，让他们忍气吞声，但却不敌其他几家的联手。即便是进攻

赵无恤，他也要拉上韩魏两家分摊成本。

第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基础因为美国金融业与

实体经济脱节的严重后果而被削弱。之所以美元仍能维持全球主要安全资产的地

位，除了网络外部性与历史惯性之外，还因为缺乏一个能全面替代它向世界提供

体量大、效率高、秩序稳定之市场的竞争者。中国拥有核武器，拥有独立的军事

政策，有力量保证足够的内部安全甚至对外提供一定范围和强度的庇护，虽然金

融市场的规模和深度不及美国，但中国有巨大的商品制造与供应能力，接受人民

币可以购买全球数量最多，性价比最高，门类品种最齐全的商品。就像韩魏两家

可以向赵氏押注一样，现在的世界也多了中国这个下注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居然还干出了令包括其盟友在内的所有人不安的展

示力量之举。LIBOR操纵案丑闻发生之后，美国司法部（DOJ）和美国商品期货

委员会（CFTC）已经从瑞士联合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荷兰合作银行及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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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等收缴罚款超过 29亿美元。2012年，美国以违反制裁及洗钱为由罚没汇丰银

行 19.21亿美元。近日，美国司法部又不顾法国央行行长、财长、外长甚至总统

的请托，对巴黎银行开出了 89.7亿美元的罚单，并禁止巴黎银行的美国分支机

构从事美元结算业务一年。这种不容置喙的独断甚至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

感，德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称，德法之间可以把美国制裁的这种治外法权列入讨

论的议题。还有消息称法国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支持，或在 11月召开的 G20峰会

上挑战美国重罚外国银行的做法。

美国当然可以辩称这些惩罚出自正义的目的，问题在于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

则，仅依据国内法发起制裁，原本对他国机构应毫无约束力，但美国的惩罚能够

得到执行，这与它动用（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滥用）了其他国家对美元及其

支付结算系统的信任、依赖有关。这种动用无疑会动摇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任，

转而寻求本币结算等替代性的方式。

中国的昆仑银行也曾遭受美国的制裁，因为前者为美国所谓的“流氓”国家

伊朗开展石油贸易提供了结算通道。美国宣布禁止昆仑银行直接进入美国金融系

统；在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得开设异地代理银行或可支付账户，已有账户必须关闭。

但昆仑银行在受到制裁的 2013年总资产和年利润不降反增，同比增长了三成，

在国内城市商业银行中的排名还提升了 1位。原因在于昆仑银行在美国本来就没

有资产和分支机构，能够“无欲则刚”。中国官方也有底气为昆仑银行顶住商业

领域之外的压力，后者正好因其他银行退出对伊朗业务之际，接手了伊朗石油贸

易结算的业务。不能开展美元结算，没关系。以人民币结算并以人民币在中国市

场购买商品，已经可以相当程度地满足伊朗的需求。

开了打破制裁垄断之先例无疑是危险的。从 2012年起，人民银行就开始组

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这一系统如果运作起来，可以为覆

盖世界主要时区人民币支付结算提供服务。届时，更多国家的更多机构可以借助

这一系统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减小受美国制裁的风险。当时预计将在一两年内建

成并投入使用的系统，因为央行态度的多次调整“短期或难以投入应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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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到或考虑到美国的压力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世界真的要迎来一个“去美元化”的进程，中国不能独自承担改革国际

货币体系的风险，而让其他国家像韩魏两氏那样搭便车。曾经位居霸主地位的晋

国在世卿的彼此攻伐中分崩离析，中国的历史也由春秋进入动荡不堪的战国。这

样的历史如果再现于当世，对人类来说绝非好消息。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当携起手

来，让美国能对经由美元获取的金融治外法权有一定之规加以约束，各方共同努

力让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更加平稳。这样的局面其实无论对其他国家还是

对美国，都是更好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经济学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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