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累、深度的加 大能形成巨 大的动力，可以

引发人们观念的转变，并给 读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刊物还经常组织有关的专题

讨论，这种办刊经验，值得发扬。刊物除

发表众多有分量的理论论述、工作经验

文章外，还刊登了不少深刻的个人学习及

工作体会（如《 关于会计的“矛”与“盾”》，

《 财务与会计》综合版 2008年第7期）、

人 生感悟（如《 一个 会计战线老兵的“ 从

容论道”》，《 财务与会计》综合版 2007

年第4期）和许多“会计人 生征 文”文章。

这些作品 读后令我很受启发，甚至深感

震动。上述撰写讨论文章、征 文、体会、

感悟的朋友，往 往 既 是作者又是读者，

可以 体会到编者为此做 了大量组织和策

划工作，把读者、作者、编者的心 紧紧融

合在一起。

“我愿 与君常相伴，心 神交汇 乐无

涯”。这是我在一次《 财务与会计》编辑

部举办的读者、作者座谈会上即席吟诵

的诗句，表达了我对《 财务与会计》的认

知和深厚感情。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  刘黎静

难忘30年——与《财务与会计》同行

我与《财务与会计》的
感情似海深

傅朝选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以 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 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的新时

代到来了，也迎来了会计工作的春天。在

新的形势下，我豪情满怀，觉得作为一

个会计人应该有所作为。一种紧迫感使

我再也坐不住 了，我决定结合所从事的

会计工作，从 头学起。

知 识 积 累多了，帮我解决了工 作中

遇到的许多问题。尝到了学习甜 头的我，

有一种在刊物上发表个人意见的愿望。

于是，从 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利用业

余时间读书、写稿。

先在本省、本系统（ 当时我在水利

系统）的会计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

我投 稿的热情更高了，抓 紧时间写了篇

文章（《 量 · 本· 利图表分析对比法》）尝

试投 给了《 财务与会计》，经过编辑的精

心修改 和加工，该 文得以 发表在《 财务

与会计》1986 年第 4 期。当时个人非常

激动，从 此与《 财务与会计》结下了不解

之缘。

1988年当我准备写《 正 负记 账法初

探》一文的时候，一有空就想这个问题。

在外面走路看到电线杆会想到会计“丁”

字账户，见到一幢幢楼房也会看作是一

个个账户。想得多了，我领悟到 ：资金占

用和资金来源是构成资金总体的两个基

本对立面，是完全相反的两类账户。为了

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分别表示，完全可以

把资金占用的数额 用正 号表示，而把 另

一种与其相反意义的资金来源数额 用负

号表示。资金占 用恒等于资金来源，资

金占用、资金来源的数额分别 用正 负号

表示后，这种平衡 关系就 变成了绝对值

的平衡。最后考虑成熟后，我完成了这

篇 文章，之 后投给了《 财务与会计》，并

发 表 在 1989年 第 5 期 上。尽管我写的

“正 负记账法”有不够完善之 处，但《 财

务与会计》不拘一格，敢于刊用一个来

自基层单位作者大胆设想的文章，是难

能可贵的。时至今日，想起 来，仍让我感

动不已。

《 财务与 会计》原先设 有“ 新老会

计叙 家常”栏目，以 对话 的形式，用浅

显易懂的语言讲解 会计实务中遇到的

难题，对提 高会计工 作人 员的业务水

平有很 大帮助，很受基层会计人员的欢

迎。我在这个栏目发表了几篇 文章后，

不少外地的会计同行给 我写信，切磋、

探讨在会计工作中遇到的实务问题。以

《 财务与会计》 为媒，出于对她共同的

喜爱，我与许多会计同行成了没见过面

的朋友。

《 财务与会计》的编辑不仅 注重组

稿、选稿、审稿还注重培养作者，在千万

读者、作者中相中我这头不断耕耘，永

不卸套的“牛”。1988 年我被选为《 财务

与会计》的通讯 员。1989年新中国成立

四 十周年，《 财务与会计》开辟了纪念专

栏，约我代表基层会计人员写纪念文章。

更难忘的是1990年 10月，在金桂飘香的

时节，我以 通讯 员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

中国财政杂志社在桂林召开的全国通讯

组长会 议，并被评为优 秀通讯员，获一

等奖。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以 后，又先后

参加过几次通联会议，并多次被评为优

秀通讯员。感谢《 财务与会计》为我提供

的学习机会，让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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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写作水平也有很 大提高。

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我写的稿

件多属于“毛坯”，是编辑同志不辞劳苦，

加 工、打磨才使其变为成品，我所发表

的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编辑同志的心智

和汗水。

如 今，我已退休多年，但 编辑部并

没有忘记我。在纪念《 财务与会计》创

刊 30 周年的时候，给 我来电话问候，还

把 我作为 30 年优 秀读者，让人温暖和激

动。回 首往事，在我平凡的一生中，能在

《 财务与会计》及杂志社相关刊物上发

表 40 多篇文章，应归功于《 财务与会计》

编辑的支持与帮助。我与《 财务与会计》

之 间的深情厚谊是用语言难以 表达的。

在这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我与《 财

务与会计》的感情似 海深。

责任编辑  刘黎静

难忘30年——与《财务与会计》同行

《财务与会计》：
助我进步  伴我成长

安 利

披着天边的晚霞，走在熙熙攘攘的

人群中，我的心里是沉甸甸又 乐滋滋的，

疲劳和喜悦 结伴而来。刚刚结束了一场

审计大战，虽然只 是大股东派来的辅导

性审计，但紧张程度不亚于接 受正 规审

计。由于部门内部的变化，也为这次审计

增加了难度，好在我凭借几 年来的经验

积 累与知识 更新在这次审计中表现出令

人欣慰的成绩。各级 领导给了我相当的

信任，但同时也赋予了相当的重担，接下

来我的压 力会更大。我认 为，一个敢于

接 受压力的人，就 必 须有充足的信心，

不断提 高自己，把 学 习当成每天的必 修

课。说 起学 习，我就自然而然地 想起自

己对《 财务与会计》的感情。

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 财务与

会计》的忠实读者，与她之间发 生的细

微小事都给我留下了很 深刻的印象，而

且影响着我以 后的发展。记得初次结识

《 财务与会计》是在 2003 年的上半年，

当时我正 在备考会计师资格考试，每日

忙着看书、做 题，但 总是不得要领。后

来经朋友介绍结识 了《 财务与会计》，杂

志针对会计师资格考试出了一些自测试

题，并附有参考答案和详细的解析，对

我的学 习帮助很 大。经过努力，那年我

通过了会计师资格 考试。之后，我就 经

常阅读《 财务与会计》。逐渐地我被她 深

深吸引。从事会计工作后，我除了看会计

学方面的教科书外，《 财务与会计》是我

认 真阅读的第一本财会类杂志。“ 专题

报道”以 广大读者喜闻 乐见的形式，及

时报道了财会审领域中的新政 策、新动

向 ；“案例分析”约请有关专家对国内外

大中型企业、上市公 司发生的典型会计

审计案例进行较深度的剖析 ；“业务与

技术”刊登的都是业务针对性较强的稿

件，尤其是近年来增加 了对新准则、新

制度涉及的重点难点以 及引发的新的业

务技 术环 节或问题的解析与探讨 ；“ 会

计人语”刊登的 文章，大多短 小精悍、

具 有哲理性 和可读性。所有这些，对我

的工作、学习帮助很 大，也让我的生活

变得更加充实。

虽然现 在我对《 财务与 会计》有如

此好 感，但 刚开始 阅读时，感觉不太适

应，尤其是专业性 较强的“ 案例 分析”、

“研究与探索”，感觉内容很 深奥，有些

文章看不懂，使我的自信心倍受打击。曾

经就阅读《 财务与会计》这个问题，我请

教了编辑部的一位编辑同志。她 很 平和

地回 答我 ：“同样的问题 别的读者也问

过我，我回 答，只要 你坚持读完一年的

《 财务与会计》，就会有收获。同样的话

我也送给 你，坚持读下去就会有收获。”

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我想了很 久，终于

领会了她 的意思。我想，无论是攀登一

座高山，还是横渡一片海洋，不能因为遇

到困难就放弃，相反，反 复尝试 着去适

应、跨越，就能取得成功。而当你战胜了

无数个困难后，就会拥有更多的智慧与

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就 是人生最宝贵的

财富。于是，我开始了坚持不懈地阅读。

每次收 到杂志先看喜欢的“会计人语”，

接下来看“专题讲座”和“问题解答”，最

后看“研究与探索”等栏目的文章。由易

到难、由浅到深，并努力理 解其中的内

容。我想，即便 不理解也没 关系，就 当

成是知 识 积 累的过程，先收藏着，终有

一天会弄明白的。

《 财务与会计》的别具一格，不仅体

现在她 的编者对读者的关爱，还体现在

编辑部为办好刊物而采取的各种方式，

如 开展优 秀文章评选活 动，召开读者、

作者座谈会等。《 财务与会计》的文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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