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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起■

人文会计的梦想力量

砥
砺前行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梦工厂”。意气

风发的中华儿女，都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努力圆

梦的“梦之队”成员。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梦想，发端于苦楚。近代以

来，中国由盛而衰，屡遭外侵。坚船利炮面前，曾经的“天朝上

国”，贫弱交加；“大国子民”，五味杂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彻骨寒冷

的暗夜呐喊，也是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理想抱负；不仅是

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也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

索。这个梦想的背后，蕴涵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折

射着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唤起亿万人民认同的

最大公约数，激活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进取心。

改革开放的35年，我们绘就了现代化的中国奇迹，写下了

震撼世界的中国故事，喊出了民族复兴的中国声音。面对世界格

局的深刻调整和变化，面对改革深水区、矛盾凸显期一系列时

代课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唤起改革的勇气、弘扬创

新的精神，冲破观念障碍、突破利益藩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吹响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必将推进制度自我完善的新进

程，迎来改革开放的新突破，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境界。

中国梦催生会计梦，会计梦连着中国梦。

从会计人数大国迈向会计强国，需要凝聚梦想的力量。而

人文要素，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这里，感知它的

味道，辨析它的颜色，聆听它的声音，触摸它的温度……

（一）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会计当然也不例外。

笔者为之探索确立的人文会计，就是会计与人文（主要指

“文、史、哲”三个方向）的联系和影响，就是“文、史、哲”对会

计的投射与互鉴。简言之，是人文对会计的滋养、会计对人文

的浸润。从大禹会计到“中国梦”，人文与会计从来没有分离过。

文学，人文会计的水中树影。

人文会计背景的文学，指的是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

术、美学等领域。会计为什么要融入文学？因为，文学能强化

我们的价值判断，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鲁迅先生的小说，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孔乙己、祥林嫂等艺

术形象，不仅能看见其中的愚昧、无奈和悲伤，看见透彻骨髓的

国民性，还能看见深刻的悲悯、切肤的痛苦、无言的抗争。《红

楼梦》中能看见内部控制，《三国演义》中能看见公司治理……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后贴近生存本质的现实。在

这个现实里，除了理性思考之外，还有对“美”的感性顿悟。如

同河边的树木，必定会在水中留下倒影。究竟岸上的树木是唯

一的现实，还是水中的树木倒影是唯一的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通常认为岸边的树木是现实——　可抵近、可触摸，却往往忽视

另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那就是水中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

倒影。

文学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凌空蹈虚，文学是另一种

真实，正如会计学并非数字的计算、会计真实并非精确事实一

样。会计分录如同岸上的树木和水中的倒影，对称平衡。这倒

影，波光如镜时清丽静美，风吹雨打时细碎飘零。而文学，正

是心灵与影子的对白。

融入文学的会计，是要告诉会计人：发现会计本质的时

候不能少了文学思维。

（二）

历史，人文会计额头上的矿灯。

我们对历史的胃口，都让学校的教科书、参考资料给“倒”了。

死记硬背历史事件及年代的结果，任谁都会一谈历史就色变。

但是，漫长的煤矿巷道里，不能没有头上的矿灯——　历史。

如果你缺少基本的历史训练，你很难获得洞察、辨识和质疑的

能力。罗素说：“对历史的透视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什么

事和哪种活动有着永久的重要性。”所以，历史是鉴往知来，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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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足踩在历史松软的沙滩上，俯身拾起一个个散发着智

慧光芒的五光十色的贝壳，细细把玩，心中一片慨然。合上历史

书籍，那些人、那些事不会就此消失，会跟着他们的故事进入

会计人的心灵深处，不时与我们或怅然、或欣然地对望一眼。

“欲知大道，必先学史”。读史，特别是会计史，给会计人

宽阔的历史纵深。饱读史书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要做到“性

怀辩慧，非积学不成。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意即

只有通晓古今治国的经验，才能飞扬英美之名，这是治国之术。

他认为：人们通过读史才能了解历史的面貌，了解历史上的人

和事，从中得到启示和智慧，离开了史书，这一切将成为不可能。

（三）

哲学，人文会计的夜空星辰。

哲学一词的本义是爱智慧，通俗地说，就是不愿糊里糊

涂地活着。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

值的”，就是说要活得明白。而要活得明白，就必须用自己的头

脑去想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就是

世界观和人生观。请注意“观”这个词，世界观就是“观”世界，

人生观就是“观”人生。第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第二，所

“观”的应是世界和人生的全局。我们平时往往沉湎于身边的

琐事之中，有时也会从中跳出来，想一想世界究竟是什么、人生

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这时候就是在进行哲学思考了。

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千百年来，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

的定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意义不在于意

义本身，不在于意义的结果，而在于创造意义的过程，如果没

有这个过程，意义也就没有意义了。

哲学让人综观世界和人生的全局，实际上就为人的进取

方向提供了一个坐标。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只是追求世俗的成

功（如赚了多少钱、当了什么官），他的成功就只是表面的、肤浅

的，仍然是在混日子而已，区别只在混得好不好。真正的成功

是做人的成功，也就是做一个有灵魂的人、一个精神上优秀的

人、一个大写的人。这样的人即使不属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他的人生仍充满意义。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成功者

恰恰出于这样的人之中。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包括创造财富的

领域，做成大事业的绝非只有一些小伎俩的精明之人，而必是

对世界和人生有广阔思考和独特领悟的拥有大智慧的人。

生命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么一问，意义就产生了。很少人能

达到圆满的境界，但生命的意义不就是在追求圆满的过程中

吗？只有人才会有这样的提问，才会有这样的终极思考，动物

不会，这就是动物与人最根本的区别。

生活在“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日子里，会计人可能不知道自

己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人生格局里有什么意

义；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

这时，头上的星辰会给我们指引方向——　那就是哲学。

（四）　

一切中外文明的成果都是人文会计的养分。考察美国会

计的知识结构，发现会计专业80%的课程都和我们通常认为

的专业内容无关，其中主要课程是人文学科。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构成了现代大学教育的灵魂。专业教

育容易理解，无非是在社会上有个赖以生存的饭碗。而通识教

育的概念却很抽象，其要义就是让学生入学后全方面接触各

种学科，尤其是人文，以此培养自由的意识和健全的人格。这

是美国大学教育兴盛不衰的秘诀之一，也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

唯一途径。

在通识教育下，要学些什么科目呢？写作、文学、哲学、历

史、艺术、宗教、沟通，等等。这似乎都是我们所说的文科教育，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就是死记硬背。可是真正的文科教育却不

是这样，好书也不是用来背的，而是用来讨论交流的。你会读

书吗？你会思考问题吗？神学教授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说：

“我并不要求记住多少基督教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无所谓。重要

的是，通过你们坚持的阅读和讨论，我希望引导你们独立思考

和全面分析，这样以后不容易被别人的蛊惑所左右。”

美国会计人超前的思想并不在于多看了多少书，而在于正

确看待书本和作者的眼光。在不断阅读、思考、质疑、讨论和

再思考的过程中，你才能排除外在一切刻意的影响，形成自己

的价值观。

你所形成的观念能否适用于别的领域呢？这时，通识教育

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在交叉学习众多人文科目的时候，你的

思考呈现的是立体和多面性。也许你一辈子都用不着文学、历

史、哲学等书本上的东西，但这些内容在你的思考和批判中塑

造着你独特的思维和灵魂。这与众不同的思维将成为你获得成

功的钥匙。是的，专业知识只能让你有个饭碗，而人文素养却

能让你变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在此，不妨稍稍指出人文素养和人文知识的区别。人文

知识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识；

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你的生活与行为中，才能

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会计人涉猎了文、史、哲等人文知识

之后，以“知”践“行”，以“行”促“知”。梦想要激发力量、鼓励

奋斗，离不开现实的深厚基础；梦想要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更有赖于现实的强力支撑。　

（五）　

这世上没有容易获得的东西，基于“文、史、哲”之上的人

文会计也不例外。如果会计人不读书、不思考、不践行，思维

会日益干瘪，境界会日益窄仄。如果我们以为微博、微信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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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内容，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么将永远无法真正认识这个世界。

能望远的人才想登高。生活需要我们抬起头来做人，而不

是鼠目寸光地盯着一处处琐碎、一处处肮脏。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经济越改革，会计越强盛。

建成会计强国的“会计梦”，就是要让会计在经济、社会、政

治、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的伟大建设中，孕育更强的凝聚

力，发挥更广的影响力，呈现更大的创造力。会计梦，绝非一人

一地一时的空想，而是回荡在一代代中国会计人心中的共同旋

律，也正因此才具有超越时空的能量，成为一个行业不断前行

的动力。

注册会计师是市场经济的“啄木鸟”，公众利益的“守夜人”。

注册会计师具有接触微观经济面广、贴近经济社会前沿

等天然优势。注册会计师可以运用这一专业优势，把脉财经冷

暖，瞭望经济风云，洞悉问题关键。潜心执业、鉴证价值、发

现价值、创造价值、专业咨政、务实议政、理性问政。以建言

献策的新步伐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以专业报国的新成

绩告慰近代中国170多年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5　000多年的文

明传承。

人文会计的梦想力量，既是会计梦的引擎，也是中国梦的

阶梯。灌注人文会计，致力于专业的绚丽绽放、人文的光荣梦

想，正是向传统致敬，向未来出发，给会计的追梦人以丰盈、

以昂扬、以力量！

人文会计的梦想力量，既是会计梦的脐血，也是中国梦的

脉动。人文会计是一个行业的集体记忆，是行业文化身份和独

特个性的象征，是培育行业精神的土壤，是会计人赖以栖息的

精神家园。同时，它也给人们力量，启迪革新与创造。正因如

此，它是一个行业和职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发展的根基，更是

一个行业凝聚力和创新力的不竭源泉。

生活不是当下的苟且，还有梦想和远方。

（六）

在灾难与辉煌的双重变奏之中，一个个中国人的梦想从来

离不开民族整体的际遇。个体的命运往往随着历史而流转颠

簸，无论大江大海还是一枝一叶。　　　　　　　　　　　　　　　　　　　　　　　　　　　　　

中国梦是忧患意识的千年传承，是家国情怀的诗意表达。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杜甫对家的眷恋；“王师北

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对国家的期许；“拼将

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是秋瑾报国的决心；“振兴

中华”、“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情怀；“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这是毛泽东对历史的叩问。直到今天，包括会计

人在内的中华儿女，哪一个不希望祖国强大，不憧憬生活美满？

家国情怀就这样代代流淌，绵延不止，凝聚成岿然不倒的民族

精神，升华为中国追梦的不竭动力。

百余年来的救亡图存、道路探索，多少仁人志士留下“有

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愤，付出“春云碧血，秋雨黄花”的牺牲，

发出“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呐喊。终于，迎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梦孕育会计梦，会计梦激扬中国梦。

人文会计是满足会计人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人文

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精神栖息的一种形态。人文需求是人

的内在的、普遍的、基本的需求，是人精神饱满、幸福快乐的

重要标志。而人文如水，润物无声，能够启迪心灵、愉悦身心、

陶冶情操、增进知识，从而满足会计人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会

计人精神世界，提升会计人综合素养。人文会计建设的最终目

的是要满足会计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文会计是增强会计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会计文化

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

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人文会计对内表现为行业的向心力

和凝聚力，对外表现为行业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因此，要在日

趋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努力推动人文会计建设，把我

国会计资源转化为强大的文化竞争力，切实提高会计文化软实

力，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人文会计是行业综合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人文代表着一个

行业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既是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综合创造力的体现。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没有人文会计

的先导，没有会计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没有会计人精神力量的

发挥，一个行业难以塑造专业形象、传播专业声音。离开了人文

支撑，即使有繁荣的会计，强国地位也难以确立和巩固。

人文会计是推动中国会计走向世界的基础指标。人文代

表着一个行业主体性的特征，坚持会计的国际趋同与主体性并

举，“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发挥政府和民间两方面作用，

实施会计“走出去”战略，打造“会计中国”新形象，制衡“唯‘美’

是从”的文化扩张，是建设社会主义会计强国的根本任务。

让会计人更具历史眼光、文学视野、哲学思维等人文情怀，

是提升会计人幸福指数的有效途径，也是建成会计强国的重

要体现。是否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事关会计文化

的传承、创新，事关会计文化的振兴、繁荣。会计是最需要创

新的领域，创新是人文会计的本质特征。一部会计文明发展

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文创新史。只有不断创新，人文会计才

能迸发活力，充满创造力，形成竞争力。会计强国，强就强在

创新。

人文会计是凝聚力、竞争力、影响力的集成和融合，从人

文会计出发，还有梦想和远方。

（作者单位：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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