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人物

大山的回响  大海的吟唱
——记著名会计学家、厦门大学副校长吴水澎教授

本刊记者 刘黎静

“我是农民的 儿子，是党和人民的

培养才有了我的今天。在我工作的数

十年间，尽我所能，为社会作出 了一些

贡献，可以 这 么说 ，这辈子我无 憾无

悔。”这是我国著名 会计学 家，现任厦

门 大学副校 长、博士生导师吴水澎教

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袒露的心声。
吴教授 出 身于贫寒的 农村 家庭，

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 为我国著名 会计

学 家，他的成长历 程 充满 了 艰辛和坎

坷。

从大山深处走出

1941 年初，吴教授 出生在福 建省

诏安县梅 州村。诏安县位 于巍峨的乌

山脚下，虽 山 清水 秀，风景优 美，但耕

地极 少。艰苦的 自 然条件铸造出山 里

人坚韧 不拔的性格，这一点通过祖 辈、

父辈的熏陶也深深地烙在 了 吴教授 幼

小的心 灵上。吴家祖祖 辈辈没有一个

进过学堂，对他 们而言，无 非是子承父

业，以 地为 生。吴教授从他会走路的那

一天起，就被 父母带着在田 间 劳作，日

晒 雨淋，与泥土为伴。1947 年秋，含辛

茹苦的双 亲将他 送入小学念书。在旧

中国，一个农民子弟能够进学堂读书，

对贫穷的 家庭来说 ，是一件渴盼的 大

喜事，然而也正 因 家庭贫贱，他 受尽了

学堂富 家子弟的嘲 笑和欺侮。他 把嘲

笑和欺侮咬碎，吞进肚里，而意志却变

得更加 执着和坚强。每天 天还没亮他

就起床，一面帮母亲烧 火做饭，一面就

着火光温习功课，以 节省煤油。经过几

年的刻苦学习，他 终于以 优 异的成绩

考取了 当 时漳 州地区的重点中学——

云霄县第一中学的初 中部。云霄中学

离家有几十里的路程。每逢星期六 ，他

就步行回 家，星期天再带 着少许的米

和咸菜返校。他 的努力得到 了 回 报，

1959 年秋，在大学升学考试中，他 以 优

异的成绩被厦门 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

录取。
他 所考取的会计学专业，那时被

相当 多的人认 为是初 中生也可以 干的

事，加 之 会计 工 作 当 时不被 重视 ，因

此 ，很多同学在闹专业思想。靠着亲友

资助 一张车票来厦大报到的他 ，所看、

所想、所做 的却是：厦大是个读书的好

地方，这里有他 梦寐以 求的 图 书馆、诲

人不倦的导师、博学睿智的教授，这一

切对他 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的 贫苦孩

子来说都来之不 易。相信行行都会出

状 元的他 ，思想上没有任何彷 徨和懈

怠，而是在会计这方天地里刻苦地学

习、求索。四 年的发愤苦读，为他以 后

在会计领域里进行 开拓性研 究打下 了

扎 实的基础。

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1963 年吴教授 大学毕业，被留校

执教。没过多久，长达 10 年的“文化 大

革命”就 开始 了。这 10 年本应是他人

生中的黄金时代，然 而在那样的社会

环 境下，他 只 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

苦苦研读。他 读完 了 马克思的《资本

论》、《剩余价值论》、《反杜林论》等一

本本经济学著作。他 一边苦读、思索，

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祖 国春天的 到 来。
1976 年“四 人帮”被 粉碎 ，大 学里的教

学和科研逐步走上正 轨 ，吴教授珍惜

点滴时间，加 倍努力进行教 学和科研

工 作。那时吴教授的爱人还在老家，身

体又不好。他在肩 负着每周 16 节课的

繁重教 学任务的 同时，还要照顾 两 个

年幼的孩子。常常是这边刚刚放 下粉

笔，那边回 家就得拿起锅碗瓢 盆。但他

并没因工 作与 家务的 双 重压 力 而 放 弃

对学术理论的探求。每天晚上当 子女

进入梦乡的时候，他 打开台 灯，开始伏

案苦读。他 几乎没有休过星期天 和寒

暑假 ，原来强壮的 身体一天 天瘦弱下

去，但辛勤的 汗水换 来 了 丰硕的成果。
他 先后 在《会 计研 究》、《中国 经 济问

题》等 20 家杂志发表论 文 50 余篇 ，主

编、合编、专著各种著作及教材 26 部，

著述超过 200 万 字。1987 年，他被学校

破格晋升为教授。他的 名 字与 事迹被

多家报刊加 以 宣传介绍，并被 收入《中

华 当 代 文化 名人大辞典》、《中国普通

高等院 校教授人名 录》、《国际 名人录》

（美国传记 协会，第三辑）等辞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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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教授在学术上的 突出贡献表现

在对会计基础理论 方 面的研究。会计

基础知识、会计学原理一向被教 师、学

生忽视，认 为原理 、基础知 识 学不 学好

都无 关紧要。但 吴教授认 为，会计基础

知 识、会计学原理是一门 非 常重要的

课程 ，因 为 万 变不 离其 宗，只 有基础知

识 学好 了 才能谈 得上在会

计学上做更深入的研究。为

了 让 学生学好 、教 师教好会

计 学原理 ，他 主编 了 13 万

多字的《会计学原理教程》。
该 书 在体 系 和结 构上 作 了

新的探索，而 内容上 则 力 求

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被全

国 高等教 育 自 学 考 试委员

会指定 为“推荐使 用教材”，

还被 许 多财 经 院 校 选 为 教

材或教材参考书。该书社会

反映很好 ，已故 会计学 家李

宝震教授评价该 书是“当 前

会计 书 籍 中一 本较 新 较好

的教 材，表明 了作者具有创见性”。他

参编 并执 笔 15 万 字的《会计基础 知

识》一 书 ，印数 突破 百 万 册 ，在同 类 专

业书籍中发行量最大 ，获福 建省 “六

五”重点科研项 目 优 秀成果奖，被 上海

人民 出版社 列 为永久保 留 书 目。会计

的定义 问题 ，历 来是会计学界所 关 注

且争论激烈的问题。1980 年前后 ，以 葛

家澍等教授提 出的“会计信 息 系统 论”

和杨纪琬、阎达五 等教授提 出的“会计

管理 活 动论”（以 下 简称“二论”）最具

代表性 ，成为 会计定义讨论 中的 两 大

学派。对于“二论”，吴教授提 出了 不 同

看法。这体现 为 他 于 1986 年在《福 建

会计》第 6 期发表的《会 计“信 息 系统

论” 与 “管理 活 动论” 可 以 “合二 为

一”》。他认为 ，“二 论”可以 互相取长补

短，融 为 一 家，会计的 定 义 应该是“会

计是价值运动的信息系统”。该 文的发

表，给整个会计学界提 出 了 一个新的

思路 ，加 深了人们对管理 活 动论 和信

息系统 论的认识。后 来，该观点被 不断

补充、发展，成为“价值会计”的基础。

1988 年，该文获福 建省会计学会优 秀

论 文一等奖，并获 1979——1988 年福

建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
在财务管理 领域里 ，吴教授 出 版

了 令人瞩目 的 专 著——《财务管理 的

理论与 方法》。他 从财务关 系、财务活

动 和财务管理 三 个基本概念出发 ，认

为 财务管理的 对象就 是 财务活 动 ，而

财务活 动 又 具体表现 为 资金运 动 ，资

金运 动 直接反 映 了 企 业的 财务活 动。
关 于财务管理 和会 计的 关 系问 题 ，他

认为 ，财务管理 与会计是 两 个平行的

概念，是两 门不 同的科学，但二 者之 间

又 存在着紧密的联 系。从区别看：二 者

的对象不同，内容和职 能不 同 ，属性 和

存在基础也不相同；从联 系上看，财务

管理要发挥其职 能，完成其任 务，必 须

依 靠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同时会计 对

财务信 息的搜 集、输入、加 工 处理 和反

馈都离不 开财务管理 制度。他的这些

观点得到 了会计界的认可，较好 地解

决 了 长期存在并影响 会计 与 财务各自

健康发展的“症 结 ”，对 实 际 工 作具 有

较 大参考价值。葛家澍教授评价该 书

时说：“（作者）或能提 出新的观点 ，或

者能 系 统 表述近年来我国企业财务管

理 改革中的新经验；或者能恰 当 地借

鉴并吸 收 利 用 国 外企 业有关投 资、融

资的科学方法与规 划、预测技术。总的

来说 ，这本书的内容既 有相当的深度，

又 充满新意。”

会计与 经济效 益的 关 系 以 及建立

有效提高经济效 益的会计理 论与 方法

体 系，是我国会计界长期探讨而无 实

质进展的课题。在这一领域，吴教授也

作出 了 开拓性 贡献。早在 1982 年，他

就开展了 经济效 益与 会计相互 关 系及

会计如 何为提 高经济效

益服 务问 题 的 研 究 ，并

撰写了《论 经济效 益与

会计》、《论 经 济效 益的

会计反映问题》等论 文，

受到许 多专 家的 好 评。
在此基础上，他 经过不

断的研 究、积 累 与补充，

历 经 10 个寒暑，主编 了

会 计 界 的 拓 荒 作——

《经 济效 益会计论》。该

书具有较 强的理 论意义

与现 实针对性 ，在一定

程度上 完成了 中国会计

学会提 出的 “建立有中

国特 色的、以 提高经 济效 益为 中心 的

会计理论 与 方法”的核心任务。此 外吴

教授在会计学及其理 论基础、经济体

制改 革和会计改 革关 系、股份 制企业

财务管理 与会计等问题上也提 出 了 自

己独到的见解。
“在科学的入口 处，正 像地狱的入

口 处一样，必 须提出这样的要 求：在这

里必 须根绝一切 犹豫；在这里 任何怯

懦都无济于事。”这是吴教授最喜欢的

一句座右铭 ，他 以 他 的 实际行动向我

们展现 了 他 实践这 句座右铭的风 采。
吴教授说他从事研 究的都是有关会计

基本理 论的问题 ，投入和产 出极 不 匹

配，投 入三 分之 二的精力可能只 获得

三分之一的成果，有时甚至连三分之

一都达不到，但 自己仍 乐此 不疲。当教

学、科研 、行政 三 副重担 同 时压 在身上

的时候 ，他 没有退却，而是珍惜生活 中

的每一天 ，去学习、去 工 作、去探讨、去

体会、去感悟 生命的真谛，所以 在学术

上才有如 此 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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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吴教 授 从 1963 年留 校 任 教 至今

已 30 多个年头。30 多年来，他 既 要为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上课，指导毕业论

文，又招收博士研究生，他的弟子遍及

海内外。如 今，学 生们 交谈起 来，总是

异口 同声地称他 为 难得的良师益友。
“吴教授是我们的老师 ，但更像是

一位 慈祥的父 亲。每年的中秋 节，吴教

授都要把我们请到他 的 家里，亲 自下

厨为我们作出 可 口 的饭菜，让 我们这

些只 身在外的 学子感到 家的 温暖。饭

后 他 总是带着学生登高远 望，或下海

游岛，或在他的 家里，进行闽 南传统的

节 日项 目——博饼，暖意洋洋。而到 了

春节，他 家里更是坐满 了 来自五 湖四

海的年轻人，有他的本科生、研 究生、

博士生，大 家围 坐在他的周围，谈论着

自己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现还在吴

教授门 下读博士的叶老师 ，一说起吴

教授就 感动万分。吴教授说 他 也非常

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 ，可以 相互切磋，

教 学相长。
吴教授有他 独到的教 学方 法。他

引古论今，条理 清晰，议论入理。论证

基本理 论 问 题 或讲述基本 会计 方 法

时，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滴水不 漏。刚

入校 的 86 级审计班的 学生普遍受会

计是灰 色的传统 思 想影响 ，感觉 学会

计似 乎是走错 了路。当听完吴教授的

第一堂课后 ，同学们被会计学深深地

迷住 了 ，学好 会计学蔚然成风。后 来在

写期中教 学情况调查报告时，几 乎每

位 同 学都在报告的最后 满 怀感情地写

上 了这样的话：感谢 吴老师把我们引

进了会计学的殿堂，使 我们 学会计的

热情一天比 一天 高，兴趣一天比 一天

浓，我们真诚希望吴老师能 为我们讲

完这一门课 ，并为我们开设 别的会计

课。朴 实的语言表达了 学生的心 声，也

反映 出他教 学的效 果。许多青年老师

慕名 而来向他请教教 学方 法。他认为

自己没有值得介绍的经验，对于教 学

工 作者来说 ，首先是知 识的厚薄与教

育思想问题 ，其次 才是方 法与 经验问

题。知识厚薄和教 学效果之间的 关 系，

犹如 老师有一桶水，才能舀给 学生一

碗 水，老师有一碗水，则 只 能舀给 学生

一滴 水。
在生活 中，他 关心 学生的 衣食住

行 ，问寒问暖。但在学 习过程 中，他要

求非常严格，尤其对研究生，吴教授向

他 们提 出 三 个努力的 方向：为人耿 介；

治学严谨；做 事精敏。他常说 ：“研究生

是国 家的重要人才，国 家对你们 寄予

厚望，你们要胸怀大志，报效祖 国。”他

的“严”在厦 门 大 学会计 系是 有名 的 ，

尤其体现在他 所指导的研 究 生学位 论

文上。他 所指导的硕士论 文，往往是几

易其稿。有时是饭吃到一半，或睡觉刚

躺下，突然一个新思路 闪 出 来，他 就急

忙 拿起 学 生的 论 文稿 仔 细 推敲起 来。
凡 经过他 指导的研究生都会说 ：“在吴

老师手下做论文，真难过关。”吴教授

却说：“这样对他 们有好 处，一则 了 解

做 学问之 不易，二 则 懂得治学的 严 谨，

三 则 学会做 论 文的 方 法；现在对他 们

要求严格一点，但他 们以 后 会受益多

多。”

30 多年过去了，吴教授在教 学方

面获得过许多荣誉。1982 年他 获得厦

门 大 学优 秀教 学 奖，1985 年福 建省人

民政府授予他任教研 室主任的教研 室

先进单位 称号，1986 年获厦门 大 学“教

书育人先进工 作者”称号，1990 年又获

校 中青年“清源 奖”。学生们都说 吴教

授 当之 无 愧。

当好学校的“后勤部长”

1979 年，吴教授被民主选举为教

研 室副主任 ，这一 干就是 21 年。吴教

授说教研 室副主任这个职务如 同农村

的生产队 长，不仅要管生产，而且群众

的生活 琐事也得管。比如 工 资待遇问

题、福利问题、住房问题。他说 ，有时觉

得实在是 太辛苦太烦 ，心里就 想打退

堂鼓。但想想自己从一个农民的孩子

成长 为教授 ，党和人民对他 恩重如 山 ，

他自己不能见 困难就退，所以 他 就心

甘 情愿 地做 着这 些 事 务 性 的 工 作。
1984 年，吴教授 又任会计与企业管理

系主任 ，1986 年出任 会计 系主任 ，1987

年任 经 济学院 副院 长 ，1991 年又被任

命为研 究生院 副 院 长，不 久任厦门 大

学副校长。吴教授的职位 虽 然在不断

提升，但他那种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

本质依 旧 保持不 变。在担任 厦门 大学

副校长职务后，他更忙碌了。他说在厦

大一年召 开的 各种会议多达几 十 次 ，

自 己从布置、安排会议到接待与 会代

表都得身体力行。我去厦门 采访 吴教

授时，正赶上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

究会在厦门 大学召 开，约 了 几 次 ，吴教

授都没能腾出时间来，没办法只 有在

会议的 空隙时间接 受采访。吴教授说

自 己每天 太忙，需要考虑的问题 太多，

夜深人静时还想看看书，不 管多忙，他

都不想放弃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他说 ，

这也是他为什 么还不到 60 岁，青丝就

早已变成华发的原因。
“我的人生之路 坎坎 坷坷 ，我把人

生的磨难当成自 己精神上的财富。在

工 作中，每当我因 劳 累 感到 支持不 下

去的时候 ，一想起山 区的 父老 乡亲 ，就

觉得这点劳 累算不 了 什 么。因 为在我

的体内不仅 流淌着他 们的血 ，也博动

着他们的意志呢。”厦门之行已相去甚

远，可吴教授的话却还在我耳边久 久

回 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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