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豆岁月”征文

四十年不解会计缘

熊大苇

40 年前，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

山下乡干革命”的热潮中，15岁的我作为

68届初中毕业生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插队

落户。下放的第一年，上 级 发给每人每

月 8元钱的生活费。带队干部陈排长（当

时下放的五七大军按连、排、班编制）决

定，发给 每人 2 元零花钱后，其余 6元

以 班为集体统一开伙使 用。我们班有 6

个人，每月有 36元钱。这些钱要吃 1个

月呢，可不是小事。经过讨论并由带队干

部批 准，由我负责管理，理由是 ：我是

女生，心比较细 ；为人老实，大家放心。

我走马上任了。我想，我得记个数，

否则，忘了、错了怎么办。记得有位 同学

带了一本用来做 草稿纸的废弃的账 本。

上边有绿色的小格子，还有日期、摘要、

收 方、付 方、余额 及 元、角、分等字样。

我看着不错，便问他要了来。看着账本，

我想“收 方”肯定是收到多少钱，于是在

日期栏下写上 ：1968年 10 月 31 日；在

摘要中写上 ：收 到陈排 长交给我钱；

在收 方中元 角分的小格 子下认 真写上

36.00元，并将收 到的钱用一个小布袋

装好。以 后每次买米、买菜付钱后我都

及时在账本上记上日期，在摘要中写上：

买米 50 斤或买南瓜 25斤、买辣椒 1 斤半

等，在付方中元角分的小格 子下认真写

上所花的钱。1个月下来，算出一共花了

多少钱，应该还剩多少钱，记在余额栏的

小格子中。然后，倒出小布袋的钱对一对

是不是一样多。这时，我总是特别紧张。

一对，钱没错，我就会深深地松一口 气。

每个月末，我都会把账本给班长和其他

同学看看，大家认可后，我就在账本的

余额后边用红笔打一个勾，就像老师批

改作业一样。

有一天，在全排的民 主生活会上，

陈排长表扬了我，他说 ：别看大苇年纪

小，做事很 认真，班里的生活管理很 有

计划，每月生活 费还略有结余。记账也

有模有样，她以 后如 果做会计，肯定是

个好会计。当时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或许是老天安排，3年后，我在招工

进厂后不久，就因一位会计休产假，被

安排临时顶岗到了财务科干起了会计工

作，从 此，开始了一辈子的“数豆生涯”。

我从师父那里知道了收 方和付方不是简

单的收钱付钱，知道了复式记账，知 道

除了收付记账法还有增减记账法和借贷

记账 法。我还找到了一本原苏联 出版的

《 会计原理》的译本，从 书中我明白了会

计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在认真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我开

始了漫长而艰苦的自学之 路。由于结婚

生子，我错过了参加 高考入学深造的机

会，但 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文凭。1981

年取得了会计员的职称；1987年取得了

助理会计师的职称；1992 年12 月顺利

通过了会计师的全国首次统一考试，取

得了中级职称。20多年来，从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到外资企业，从助理会计、主

办会计到财务科长、财务部经理，我都

干得不错，受到很多表扬和奖励。但我

认 为，最高的褒奖就是我的领导、同事、

同行都说 ：大苇是个好会计。

1994 年，在女儿准备迎接 高考的同

时，我报名参加 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女

儿清早起 来背英语，我清早起来背经济

法；女儿做数学题到深夜，我也看辅导

教材、做练习题到深夜。女儿说 ：妈妈

学习真用功，我要向您学习。就在女儿考

上重点 大学启程去南京的那天，也恰 逢

我 41岁的生日，我没有去送女儿，而是

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考场。

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后，我到了会

计师事务所工 作。由于审计、咨询等业

务的需要，我更加努力地学习，不断更

新会计知识。先后学习了行业会计制度、

股份 制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

16项具体准则和 2007年开始执行的新

企业会计准则。4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

发30 年来，我看到了我们国家会计事业

的快速发展，40 年来，我与会计结下了

不解之 缘。

整整 40年过去了，我仍旧 会想起那

偏僻的小山村，想起梳着两支小辫子的

我，在一盏煤油灯下记 着：1968年10月

31日，收陈排长交给我钱 36.00 元。

（作者单位 ：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

事务所江西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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