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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意大利圣塞波尔克罗镇的

居民为卢卡•帕乔利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碑文曰：“他创立了复式簿记”。但是，有

些人却不买这个账：《巴其阿勒会计论》

英文版序作者A • R •詹宁斯（Alvin • R •

jennings）说，“人们往往误认为卢卡•帕

乔利是复式簿记的创始人。事实上，我

们并不知道复式簿记的真正创始者。”	

葛家澍教授在《巴其阿勒会计论》中文

版序中提出：“复式簿记究竟创始于何

时、何地？发明者是谁？迄今还是一个不

解之谜。”					

																															
一、借贷记账法发明者是商人

（一）初创借贷记账法

《会计发展史纲》（郭道扬编著）列

示1211年的佛罗伦萨银行账簿，是垂直

型分类账户，应是比较原始的单式借贷

记账法的标本。该书还列举了甲、乙、丙

三个自然人存款账户，余额一律是贷方，

说明这是“贷主分类账簿”。银行业主吸

收了存款，加上资本金，是为了出借资

金，从中获利。因此可以推测：银行业

主还应当有一本出借资金的“借主分类

账簿”。																																							

13世纪初，私人资本还很有限，银

行相当于中国的钱庄。业主既是财产所

有者又是经营者，还是兼职会计员。早

期银行必须具备贷主和借主两本分类账

簿，才能恰当地计算应收借主利息以及

应付贷主利息，用于计算经营毛利润。

毛利润减实际支出的费用就是损益。笔

者推测：银行业主是账簿的操作者，是

借贷记账法的发明者。佛罗伦萨银行业

主处理某转账交易：“公元1211年5月8

日，乙客户委托丙客户运输胡椒，支付

运费40杜卡特，委托银行代为转账”的

经济事项，会计业务处理程序是：借记

“乙客户”账户40杜卡特，贷记“丙客户”

账户40杜卡特，是为复式记账法。又例

如，安东•克洛存款1	000杜卡特。记账

者仅需开设“安东•克洛”账户（不需要开

设现金账户），是为单式记账法。在单式

与复式记账法混用时代，可以称谓“单式

借贷记账法”。因为现金放在商人的口

袋里，可以说是“肉”烂在锅里，不需要

登记“现金”账户。

（二）复式借贷记账法的发展

1211年至1494年间，商人和职业会

计人员发明、继承、发展了会计核算技术。

1.仍以佛罗伦萨的银行业账簿为

例。A、佩鲁齐银行账簿。1336年，该

行在西欧设有15个分店，90个代理商，

1336年的分类账簿根据1335年账户“余

额”转记；1337年有了“损益”账户设置，

每个账户都附有记账索引记号。B、梅迪

奇银行账簿。该行创办于1397年，1494

年倒闭。该行规定每年3月24日为分店

结账期，采用了由总行控制各分店的结

账制度，报表副本报总行，由总行统一

采用内部审计制度，进行审查。

小结之一：最晚在1336年，佩鲁

齐银行已经发生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离。这时，“现金”已不是放在财产所有

者的口袋里，而是放在经营者的口袋里，

单式借贷记账法不适应于两权分离，必

须设置“现金”账户，随之完成了复式借

贷账法的革命。90个代理商成了经营者，

银行的会计人员已经是职业工作者。根

据“‘损益’账户设置”，可以认定：经历

125年发展，单式借贷记账法已经发展

为复式借货记账法。

2.佛罗伦萨工商业账簿。A、菲尼

兄弟商店账簿。自1296年至1305年，已

经有了日记账簿与分类账簿的区别。借

方、贷方已成为标语（即记账符号），分

类账页的上格称谓借方，下格称谓贷方。

分类账簿不仅有了“人名”账户、“物名”

账户，或按商品大类如“被服”、“靴帽”、

“杂货”账户进行核算，而且有了“费用”

和“损益”账户。B、14世纪初合伙制阿

尔贝蒂商会提出了利润计算书。C、1382

年，托斯坎尼商会账簿的金额全部采用

阿拉伯数码，账簿中出现了两侧型账户，

左侧为借方，右侧为贷方。D、1393年

末，达蒂尼商会不但设置总店，而且设

置 20多个分店。每年年终有了“财产目

录簿”的记录；1395年，分类账簿彻底

改垂直型为两侧型账户。

小结之二：1337年—1494年，佛罗

伦萨的银行业已经使用阿拉伯数码、财

产目录簿、两栏式分类账簿、账户余额

表（可以视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有了

“商品名称”、“费用”和“损益”以及“人

名”、“物名”账户。合伙制企业必须设置

“资本”、“现金”和“银行存款”等账户。

因为“商品名称”账户核算“商品名称”毛

利润[销售收入—（进货成本—商品盘点

价值）]，势必用财产目录簿记录期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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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盘点价值，还核算“损益”（毛利润—

费用）。

（三）1482年威尼斯的账簿

1.多兰多索兰佐兄弟商店的账簿。

兄弟商店账簿计两册，第一册记录1410

至1416年间的账目。第二册记录1416至

1434年间的账目。其中第二册与第一册

相比较存在公认的进步：有了比较完善

的账户设置，包括“资本”和“损益”账户，

年终结出“余额”账户，做到借贷平衡。

2.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父子商店

的账簿。威尼斯共和国父子商店的三本

账簿，“第一册为1430至1440年间的账

簿；第二册为1440至1449年间的账簿；

第三册为1456至1482年间的账簿（三本

账簿中短缺1450至 1455年间计 6年账

簿）。第一、二册账簿的记录皆出于老亚

巴尔巴里戈的手笔，而第三册账簿出自

其子之手。三本分类账簿，相当于明细分

类账，比多兰多索兰佐兄弟商店的簿记法

进步。”账簿使用“per”作借方，“A”作

贷方，分类账簿采用“两侧型账户”。第

三册账簿“全面设置‘人名’账户、‘手续

费’账户、‘工资’账户、‘家事费用’账户、

‘私用’账户，‘利润’账户、‘资本’账户和

‘余额’账户。”做到账户齐全，全面核算

父子商店的会计业务，代表威尼斯簿记

发展到较高水平。父子商店的第三册分

类账簿截止于1482年，与《簿记论》写

作年代（1493年）非常靠近。

小结之三：威利斯兄弟商店、父子

商店有可能受到佛罗伦萨借贷记账法的

影响，可以代表经济发达的意大利会计

核算水平。

二、帕乔利的簿记老师是威尼

斯商人

圣塞波尔克罗镇原是意大利的一个

普通小镇。自从出了受到世界瞩目的会

计学者卢卡•帕乔利，小镇便逐渐热闹

起来，来访者常常是世界上著名的会计

学家。居民们以帕乔利为荣，再加上许

多研究者撰写文章歌颂帕乔立，小镇因

此声名大振。居民为了提高小镇知名度，

吹捧帕乔利“创立了复式簿记”是可以理

解的。詹宁斯否定了帕乔利“创立了复式

簿记”，应是根据《簿记论》的论述“我

在这里采用了流行于威尼斯的记账方

式”。那么是谁教会帕乔利操作借贷记

账法？

（一）帕乔利不可能在作坊学习、操

作会计核算技术

R • G •布朗等人说：“我们无法确

定帕乔利究竟是在何时掌握了复式簿记

知识的。很可能是他在圣塞波尔克罗镇

作坊学徒时从作坊师傅贝尔夫西那里学

来。”此说没有证据，是猜想。

帕乔利生于1445年。他16岁开始做

学徒，应是1461年。1464年，他受雇于

威尼斯商人任家庭教师，学徒时间不足

三年。

在不足三年中，他除了在业主贝尔

夫西作坊学徒，还师从弗朗西斯卡学习

数学，并随弗氏多次去乌比诺旅行，包

括在乌比诺公爵藏书馆阅读。此后，弗

朗西斯卡又把他介绍给建筑大师阿尔贝

蒂，把他带到威尼斯。“在那里，帕乔利

不仅继续自己的学习，而且受聘为当地的

富商安东尼奥•德•罗姆彼尔西的三个儿

子的家庭教师。”可以肯定，他当学徒的

时间远远低于3年。

应当指出的是：那个时代，“学徒必

须跟随一位师傅度过三至十一年的学徒

期”。作坊业主兼师傅不太可能对当学徒

的时间低于3年的帕乔利，既教他学手

艺，又教他学习簿记技术。从作坊业主

角度看，进入作坊时间很短的学徒，没

有资格接近账簿。则“正是在罗姆彼尔

西家里，帕乔利第一次讲授算术和簿记

知识”的结论不妥。他教三个孩子学习

数学等是应尽职责，而对小孩子讲授簿

记知识，没有事实根据。

（二）帕乔利在威利斯商人家里有

条件学习和操作簿记

阎达五教授说：帕乔利在任家庭

教师期间，“他除教书、攻读数学外，紧

紧抓住商人家庭这一环境，努力学习、

掌握有关商业经营和簿记操作方面的知

识，从而为他后来写作代数和算术以及

在商业中的应用、簿记、货币和兑换等论

著，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述：正是

由于这位商人，我乘上了满载商品的航

船。”那么，帕氏是怎样学习威尼斯簿记

的呢？

15世纪中期，威尼斯共和国时代，

会计核算工作与商人的商品交易基本上

还结合在一起，一般由商人兼职会计核

算，罗姆彼尔西应是兼职簿记员。《簿记

论》说：商人常常置身于市场交易中，“为

了不使顾客扑空，他们（指妇女和家庭

教师等—笔者注）必须按照业主留下

的嘱咐，进行买卖和收款。因此他们应

尽最大努力在备忘簿中记下每笔交易”。

帕乔利记录备忘簿，充作确认会计分录

的根据，是操作簿记的第一步。商人外

出经商时，家中的日记账簿需要有人确

认会计分录，分类账簿需要人登记，家

庭教师是可供选择的兼职簿记员。罗姆

彼尔西必须教会帕乔利处理账务的一般

知识（不包括“商品名称”毛利润账户核

算）。帕乔利记账、算账时，也可以翻阅

前面的老账，进一步学习会计核算操作

方法。商人家庭环境是帕乔利学习、操

作威尼斯簿记的最佳机会。所以，帕乔

利在《簿记论》中顺理成章地论述了财产

目录簿、备忘簿、日记账簿、分类账簿

和试算平衡表的操作方法。■
（作者单位：江苏华夏中元会计师

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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