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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经典是什么

有人 说，经 典是 经 久不衰的万世

之作，是具有典范性、权 威性的著 作，

是 经 过 历史 选 择 出来 的“ 最 有价 值的

书”……

古今中外，知识宝库中典范性、权

威 性的 作品，就 是 经 典。尤 其是 那些

重大 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称为

“经”，如《老子》、《论语》、《圣经》。有

些甚至被称为经中之经，位居群经之首，

比如中国的《易经》、佛家的《心经》，堪

此殊荣。 

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之所以

经得起重复，原因有三 ：一是达到了空

前的高度 ；二是有绝后的效果 ；三是有

思想的魅力。经典不怕后人重复，但重复

前人成不了经典 ；某时的文明未必是经

典，但经典却是永远的文明。经典的品

质与永恒相联，而不局限于产生的时代。

从本体特征来看，经典是原创性载

体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同时，也是阐

释者与被阐释者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

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

的创造，凸显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

涵。她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

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

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

化传统。

从存在形态来看，经典具有开放性、

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人的

精神个体和艺术原创世界的结晶，她诉

诸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

人言说、理性与感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

相结合的产物。

从价值定位来看，经典必然成为民

族思想和精神的象征符号。如莎翁之于

英国戏剧，达芬奇之于《蒙娜丽莎》，梅

兰芳之于京剧，鲁迅之于中国文学，他们

的经典都远远超越了个人意义，上升为

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经典。

经典是文化的滋养，是文明的奶娘。

我们为什么要品鉴经典

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译林

出版社 2006 年版）中给“ 经典”下了多

达 14 个定义。卡尔维诺这番定义经典的

独到功夫，有心人不难体会，其本身就是

“经典”：

第一，所谓经典，就是你经常听人说

“我正在重读……”而非“我正在读……”

的文本。真正的经典阅读，必须等到我

们的心智完全成熟以后，方能获得极大

的阅读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浮浅的阅

读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所谓经典，就是对她的读者

所产生的一种极其宝贵的阅读经验。经

典作品具有的神奇效力在于 ：她的具体

内容本身可能被我们的记忆抹去，但她

却往往早已不知不觉地将种子魔法般地

播撒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也就是说，她

总是在悄悄地守护着我们。守护着我们

艰难的成长，守护着我们的心路旅程。

第三，所谓经典，要么是以难忘的

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难以磨灭的烙

印，要么是乔装打扮成所谓的“集体无意

识”隐藏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或整个共

同体的深层记忆。因此，真正的经典作

品的魅力，历久弥新。

第四，所谓经典，就是我们每次重

读都仿佛是在初读。

第五，所谓经典，就是我们即使初

读亦仿佛是在重温。

第六，第四个定义中之所以说经典

每次重读都是初读，乃因为其本身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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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耗尽其本身。所谓经典，永远向我

们的心智敞开，向我们新的经验 敞开，

向我们新的可能性、新的世界敞开。所

谓经典，永远不会一次性地通过我们的

一次性地阅读就向我们一劳永逸地一次

性诉说尽了其自身。

第 七， 第五 个定 义 隐含了关于 经

典的另一层含义，即经典扑入我们的眼

帘之际，已经带着她诞生之前的整个世

界。

第八，一部经典 作品，总是不得不

断地在她的周围制造批判话语的尘埃，

却同时总是轻轻地抖掉那些尘埃，总是

让那些尘埃变得那么可悲，那么可笑，那

么微不足道。

第九，经典，总是这 样一些 作品 ：

我们越以为我们能够读懂，我们已经读

懂，而当我们真正面对她时，当我们再次

进入她时，当我们再次与她猝然相遇时，

我们越发觉得自身对她一无所知。她之

于我们，依旧是这么独特而新颖。就仿

佛她就是我们最深爱、最亲密的爱人 ：

我们以为我们早已水乳交融，而事实上，

我们往往依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十，一部经典，就是一个宇宙 ；就

是一个护身符。

第十一，一部经典，总是在帮助你在

不断地反对你自己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第十二，一部经典，总是先于其他的

经典，但是，即便你将 她置于所有经典

的浩瀚丛林，她的卓尔不群，依然能一

眼认出。任何“那一部”经典的光芒，总

是无法将“这一部”经典的光芒遮蔽。正

如李白的光芒，与屈原、与杜甫、与苏轼

相互映 照，而因为有了屈原、杜甫与苏

轼，李白的光芒才更加明亮 ；反之亦然。

经典与经典，总是相依为命，相互碰撞，

相互成长。

第十三，所 谓经典，总是将当下的

种种无耻无知的聒噪，化为一种背景音

符 ；而这种背景音符，对于经典，对于

经典的存在，对于经典存在的意义与使

命，绝不是可有可无。

第十四，经典之为经典，其意义与

使命就是一种执著，一种坚持，一种轻

蔑，一种守护！

腹有诗书气自华。就会计人修养而

言，阅读文本经典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番

文化濡化的过程，它可以不知不觉地改

变人的气质。

今天的会计界（当然不仅包括会计

界），很多人不喜欢读书。不读书的理由

可以举出很多，比如文本阅读已不能适

应时代的快节奏要求 ；或者由于工作太

忙，腾不出读书的时间 ；或者诱惑太多，

精神空间已被占满。尤其是传媒视觉形

象的冲击远远超过文字阅读的魅力，何

必还读书呢？

两种势力挑战着经典的阅读，影响

着思想的传播 ：一是“官本位”的挑战，

二是社会普遍商业化的挑战。做官更有

用，赚钱更实际，读书能奈何？

 其实，如果想要 使心灵变得安宁，

减少浮躁与麻木，就必须阅读经典，就

必须懂得“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的

真义。文本阅读应该成为当下的一种时

尚。不过，文本是出发点，不是落脚点。

以思想为媒，才能品鉴经典，习得经典。

经典有哪些教化特征

文化的发展总是层层积累而成。在

这个积累过程中要有个性，能占一席之

地必得有新的创造。比如教 师一遍 遍

讲数理化常识，如果只教书而不从事科

研，一生也不会成为数理化科学方面的

经典。因为只有像牛顿发现 万有引力、

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爱因斯坦发现

相对论等才算是科学发 展史上的经典。

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论，邓小平

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这都

是革命和建设的经典。她是创新，不是

先前理论的重复。唐诗、宋词、元曲、王

羲之的行书都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经

典。因为在 这之前没有过，实现了“ 空

前”，具里程碑之效。回望这些高峰，她

们是一个永远的参照系。 

“鸳鸯绣取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

人”，经典不只是一双绣鸳鸯，还是一根

闪闪的金针。凡经典都超出了彼时实践

的范畴而有了理性的意义，具有观点、

立场、方法、思想、哲理的内涵。唯有理

性的东西才经得起不断地 挖掘、印证，

而它又总能在新的条件下释放出新的能

量。孔子 说 ：“ 会 计，当而已矣。”范仲

淹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毛泽东说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

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即为永

远的经典，早超出了当时的具体所指而

有了永恒的内涵。至于达芬奇《 蒙娜丽

莎》的微笑，朱自清《背影》中父亲的背

影，小提琴曲《梁祝》中爱的旋律，还有

张旭狂草中的张力等也都远远超出自身

的艺术价值，而有了生命的启示。

一块黄土，风一吹雨一打就 碎，而

一颗钻石，岁月的打磨只能使它愈见光

亮。这就是经典与平凡的分野。

经典的语言，人们一遍遍、一代代

地说 ；经典的书，人们一遍遍、一代代

地读。百读不厌，常看常新。唐太宗喜欢

王羲之的字，临死甚至将其书法陪葬到

棺材里。许多人都梦想自己的作品、事业

成为经典。但这永恒之梦，总是让可怕

的重复之斧轻轻一劈就碎。倒是许多不

经意之说、之作，无心插柳柳成荫，不

经意间成了经典。比如，北京奥运会主题

歌的创作者一开始并不是陈其钢，因为

想找一种博大、平和的音乐，一种舒缓

而温情的方式，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独

特领悟，最终选择了《我和你》。无心插

柳，竟成经典。这首歌没有气壮山河，没

有纵横捭阖，闪耀着人性与情意的光华，

让亿万观众如沐月光清风，在天籁之音

中感受“地球村”的和谐之美。

又 如，一句看似随意的话 ：“ 财务

报表就像比基尼，暴露的往往是非重要

的。”经典产生了。莎士比亚的言说 ：“生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妮娜》开篇 ：“幸福的家庭都

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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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闪耀。在一次寻常的文 人聚会上，

王羲之一挥而就《兰亭序》，顿时如“清风

出袖，明月入怀”。当然，经典也有呕心

沥血、玉汝于成的，像米开朗琪罗的壁画

《末日的宣判》，一画就是 8 年，曹雪芹的

《红楼梦》增删 8 次。不管是妙手偶得还

是苦其心智所得，概言之，经典都如铜

镜愈磨愈亮，历久弥新。 

会计因思想而经典

没有思想的载体，“经典”不过是镜

花雪月。

说到会计经典，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无论 如何不能绕过。他 3 岁诵读《三字

经》；8 岁开始“谒圣”上学塾，学习“训

沽词章，考订八股”；11岁到肇庆府“应

童子试”；13岁“补县学弟子员”；14 岁

考上“秀才”；15 岁赴省城学习，18 岁到

“南海万木草堂”—康有为处学习。23

岁中举人，24 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

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这位

传奇人物就是陈焕章。

陈焕章著述的《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作为哥

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乃中国人在西

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理财学著作。

哥伦比亚大学破例将这本书收入“历

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一时声

名鹊起。1915 年出版的马克斯 • 韦伯的

名作《儒教与道教》把《孔门理财学》列

为了解儒教的重要参考文献，可见这本

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著名

学报《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威斯康星大

学罗斯 (E.Ross) 所写的书评。罗斯教授

的看法是，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

为西方的政 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

的伦理和社会资源，这使得《孔门理财

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

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大名鼎鼎的凯恩斯

( J.M.Keynes) 也为陈焕章撰写书评，发

表在当时影响更大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 上。  　

陈焕章继承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将

传统中国社会对 妇女、对老年人的保

障，人口理论的发展，货币制度的变迁，

土 地制度的特 征等卓越思想，嵌入 是

书。凯恩斯读出了该书传统思想的现代

意义，尤其是中国的货币理论的精髓。

20 年之后，凯恩斯写出了被今人奉为经

典的《货币论》。陈焕章之于凯恩斯，堪

称经典催生经典、思想启迪思想的伟大

范例。

凯恩斯的眼光是独到的。他从《孔

门理财学》记载的《周官》里看到了最早

的货币交易体制，他从“素有蓄积，以储

其后”中品出银行的味道—原来最早

提出银行制度的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

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还发现贾谊大约

已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

含义。

陈焕章 在哥大的各 位 老 师中，不

得不提的还有经济思想史家塞 利格曼

（Sel igman）和 汉 学 家 夏 德（F.Hirth）。

塞利格曼终身在哥大服务，手把手教出

了陈焕章、马寅初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

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

的分析，《孔门理财学》正是他这种要求

的典型代表。

夏 德 是 德裔 汉学家，曾在中国考

察多年，1902 年被聘为哥 伦比 亚大学

第 一 位“ 丁龙 讲 座 教 授 ”(Dean Lung 

Professor)。于陈焕章而言，只有夏德

能够理解他的孔 教传统。正是 夏德 教

会陈焕章做论文的方法，把他领入主流

学术的大门。夏德热情洋溢地嘉许陈焕

章 ：“彼既为孔 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

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

其将由纯 粹之孔 教家，而见孔 教之代

表也乎。”

陈焕章外用国富论，内用大同书，一

方面引用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

一方面坚持孔子纪元，锤炼出《孔门理

财学》这样的专业经典。

杨汝梅（字众先）同样是一位会计

思 想大 家。他用英 语 所 著 的《 商誉 及

无 形 资 产 》(Goodwil l and Intang ible 

Assets) 一书，蜚声于欧美会计学界。该

书问世后，于 1926 年列入潘序伦主编的

《立信会计丛书》，并翻译定 名为《无形

资产论》。从此，无形资产的会计理论及

其会计处理方法，始在我国广为传播。

杨汝梅的著述和研究，在时间上相当超

前，在思想上也起到经典传播作用。

时间是检验经典的唯一标准

记 得大 众甲壳虫设计师说 过一句

话 ：“有些设计，我们认为已经没法再改

进了。”但甲壳虫从 上世纪 30 年 代问世

以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这款经

典车型进行修改，让它在每个时代都保

持新鲜可爱的俏皮风格。甲壳虫汽车之

所以能被所有汽车设计界的人士奉为经

典，根本的原因是 ：经典并不是故步自

封，也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时间长河

里不断丰满和完善它自身的基因。

奥运开幕式 无 疑 是一个永恒的经

典。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制作人佐克说 ：

“奥运会开幕式应该像一场 007电影，满

足人们看一个新故事的所有期待，但开

幕式不能像 007 那样成为快餐文化，而

应该成为未来人们无数次重温的经典。” 

中国做到了。

北京奥运开幕式经典之处在于 ：它

不仅在时光流转中让世界回味中国这条

东方巨龙无数伟大的“发现”，同时也让

全 世界“发现”了一个文明的、强大的、

和谐的、开放的大国。北京奥运会的开

幕式既是对古代神性的赞美诗，更是对

现代人性的加冕礼，弘扬的是全人类的

共同价值！

古人所谓“抗心乎千秋之间，高蹈

于八荒之表”，正是开幕式的精神寄托。

这 里的“ 抗”就是“ 回旋”，通过精妙的

处理，将亘古拉到世界的眼前，将永恒

糅进了当下的审美—滤尽人的现实之

思，将心灵遁入永恒的和谐之中。

另一种“经典”却让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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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一词，道出了中国人对

大千世界变迁认识的哲思。最经典的莫

过于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两句，第一句

是“蜀山兀，阿房出”。蜀山山势连绵围

裹，百里千里不绝。然而，因为要建造“覆

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蜀山

上的树木被砍光了，山变秃了。不久，“楚

人一炬，可怜焦土”。辉煌的极致进入惨

淡的循环。

想想已被沙漠尘封的古巴比 伦 和

两河流域久远的文明，想想神秘奇妙的

玛雅人及其文化，想想已被黄沙掩盖的

丝绸之路上的古楼兰……如果人力是顺

应规 律的、与天地和谐参用的，其变化

的结果当是天地自然元气的培正扶持，

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与进步，像都江

堰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时间的丧钟就

要敲响。

在会 计领域，我们试图用文字“ 固

定”、用论文“制造”思想，但是放眼看去，

却常常是苍白的工具、瞬间的涂饰、难

以遮掩的浮躁与浅薄。我们没有像陈焕

章先生那样，传承国学传统，嫁接西学

精华，而是不断制造速朽的垃圾，在物

欲横流中浮沉，实在是“经典”的悲哀！

经典创造以方法论为“北斗星”

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非洲撒哈拉沙

漠的深处有一片美丽的绿洲，里边居住

的土著老百姓几千年来从没有走出过这

片沙漠。他们尝试过无数次，但就是走

不出去。一天，一位英国冒险家来到这

片绿洲，很奇怪这里的人从来没有离开

过这里，因为他只用了三天就从外面走

了进来。为了解原因，他让土著人牵上

骆驼，带着粮食，寻找走出沙漠的道路，

他跟在后面观察。结果土著人在沙漠周

围走了十五天后又回到了原地。冒险家发

现，土著人一到沙漠中就迷了路，在原

地打转。他告诉土著人，让他们每天晚

上朝着北斗星的方向前进，永远不要偏

离那颗星星，结果三天后土著人就走出

了沙漠。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上许多事情

就像非洲土著人走不出沙漠一样，都是

因为没有“朝着北斗星的方向前进”。

顾准总是朝着思想的“北斗星”前进

的。这位从注册会计师领域走出的思想

大家，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专业人士的

敏锐 和熟 稔，洞悉 税 收 工作中 “ 民 主

评议”存在的弊端，遂大力主张依照税

法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自报实交，轻

税重罚”，显示出思想者的巨大勇气。我

们不妨摘抄一段顾准的自述，以探寻他

思想演进的轨迹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

起，到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为止，我

（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

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 ；（二）

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

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

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 ；在

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 ；

（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 ；（四）

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

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

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 后一项

只开了一个头 ；（五）过去有过经验，翻

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

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 •

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 •

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

会 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

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

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一九六八

年八月监管开始，搁笔。”

后来，红卫兵让 顾准写罪行交代，

他 在自己的大字 报 上 只写了两个 字 ：

“读史”。

是的，数学使人精深，逻辑让人严

谨，读史使人目明。顾准自认，他养成了

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

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顾准一再 批评中国人 因为没有笨

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

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

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

是根 据不足的综合。”他 在与胞弟的通

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

记，用他的说法就是“穷根究底的笨 拙

憨态”，这些笔记浮出历史地表后出版为

《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

主义》煌煌巨著。顾准的研究始终指向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革命胜利之

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黑暗如磐，

一灯如豆，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学者朱学勤语）。

在会计领域，我们有着太多的聪明

人，而缺少像顾准先生那样“穷根究底”

的执拗精神，又缺少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思想焉能不贫乏？

向思想贫乏宣战

中国会计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蕴

藏着花果飘零的隐忧。苍白的思想，如

同贫血的肌体。 

当下的学术 界，功利主义 无 往 不

利。科研成果丰富，学术思想退隐，经

典已成逝去的背影。学者热衷于圈内互

为读者，热衷于往论文里放置数学模型，

添加工具，学术思想 被遮蔽、被替 代。

也许过了若干年，今天的会计研究成果

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只剩下一堆数学模型，

全然想不起那些文本中有什么原创性思

想遗存。

当下的实务界，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人们醉心于“稻梁谋”，思想被放逐。会

计人只关心会计核算方法，却全然不见

经典的方法论。即使谈点国学，也不过

是苍白的嘴唇上涂抹的口红。

向陈焕章和顾准学习，向思想贫乏

宣战！有一种认知，它不需张扬便能润

泽四方 ；有一种力量，它不需展露便能

震撼心灵 ；有一种会计，它本身就是无

言的经典。

以思想为媒，品鉴经典，认知经典。

或许在把握经典的同时，自身也就成了

经典。■

（作者单位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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