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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不辍  硕果累累  教书育人  桃李满园
——访 会计学 家裘宗舜 教授

褚明达

春节前夕，我受

《 财务与会计》 编辑

部的委 托，怀 着兴

奋、崇敬的心 情，走

访 了长期从事会计教

学和科学研究的著名

会计学家裘 宗 舜教

授。当我 说 明 来 意

后，他 热情地接待了

我。
裘教授虽 然已年近七 旬。被 同 志 们 尊称 为“裘

老”，但仍乌发红颜，神采奕奕。他1944年毕业 于厦

门大学，1982年晋升为江西财 经学 院 财 务会 计系教

授。他不仅担负着教学、带研 究生的任 务，还先后担

任过江西财经学院财务 会计 系 主 任、 副 院长、代院

长，现任院务委员会副主任 委 员、研 究生 导 师 组组

长、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 人民政府决策咨

询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社联副主席等职。他 于1979年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当选为 第六 届、 第七届 全国

人大代表。

不懈努力  硕果累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 复 了实事 求是的思

想路 线，调动了广 大知 识分子学术探讨的积 极性。裘

教授作为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迸 发出一 种不可

抑制的激情，他积极地探讨了健全社 会主 义经济核算

制、会计与信息革命、提高经济效益、调整 产业 结 构

等问题。
早在1979年 8 月，在哈 尔滨举行 的全国经 济核算

和经济效果学术讨论会上，裘 教授 提 交 了一篇题 为

《论健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核 算制》 的论文，并

就此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引起了与会者 的重视。
这篇文章修改后发表在《 中国 经济问题》 1980年第10

期上。其主要论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 社会化 大生

产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计划公 有 经济，也是 生产力水

平尚未达到足 够高度时，建立在生产 资料公有 制和专

业化协作基础上的计划商品 经济，即不完 全的计划公

有经济。健全经济核算制的关键在于改 革企业 财务关

系，要实现这一改革，首先要完善 企 业 财 务管 理体

制。他主张将基建拨款改 为长期贷款，使 用固定资产

付费，征收土地占用税，以 及加快 折旧，促 进技术更

新。由于这篇文章的以 上论 点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在

江西省，这些论点的提出尚属首 次 ），而 且 说 理透

彻，因而受到了同行及专家的赞许，1983年还被江西

省社联评为甲等优秀社会科学论著。
1988年出版的他与吴茂合著的《 会计信息论 》，

被江西省高等教育系统评为十年来社会科 学论著一等

奖。正如《 财务与会计》 刊载的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研

究 员王诚尧写的书评所说，这本书 “以 坚实的 基础，
丰富的内容，新颖的模式，初 步奠立 了会计信息论的

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填补了我国会计学科研究 中的一

大空白。”书中不少论述有创新的 独到 见解。如在会

计计量和利润计量中，论证了会计计量 的精确性与会

计信息模糊性的客观存在及两者之间 的辩证关 系，指

出在承认会计信息模糊性的同时，必须高度 重视会计

信息的准确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 施，明确 反对那

种偏于主观随意性的 “厂长成本”、 “书 记利 润”。

这本著作1988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 社出版 后，全国

20多家杂志先后发了书评或书讯，深受学 术界 的重视

和广 大读者的欢迎。

《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经 济效果 与会计》 （1989

年 9 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是裘教授 长期从

事这方面研究、探索的综合成果，其 中很 多部分以论

文形式发表过，并被评为优秀论文。此书把理论同承

包经营责任制和责任会计等工作实 际联 系起来，既注

重定性说明，又 注重定量分析，对于贯彻执行十三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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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 “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具有实在

的应用价值，得到了著名会计学家 葛家澍等的好评。

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他和助 手秦荣生又接 受了财 政部

为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 《 经济效益 学》 的 任 务，该

书已于1990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出版。1991 年 3

月，裘教授和秦荣生编著的《中国式的责任 会计》 又

由经济科学出版 社出版，这本书是根据 十三届七中全

会提出的 “加强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编著

的。

最近，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出版 的 《 基础 会计

学新编》 ，其中有很多概念、原 则、指 导思想以 及 方

程式等，与财政部在会计工作会议上印发 的 《 会计准

则草案》 不约而同，这说明裘教 授对会计学 的研究是

密切联 系我国实际的，是很 有 造诣， 并 且 走 在 前头

的。

裘教授还很重视高等财经教育方 面的研 究。早在

1980年随中国财经教育考察团 赴美考察回 国后，他就

曾撰文对改革我国的财 经教育 提 出 两 条建 议：一条

是，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的专业不应分得过细，而 应拓

宽学生的知 识 面；另一条是，就业后应有岗位 培训，
隔三五年再到学校 进行不 计学 历、不 授 学位 的短期

的、单科的“继续教育”，以 补充新 知 识、新技能。
11年来，裘教授写了12本专 著和教 科书（其中与

他人合作的 5 本），发表了70余篇 论 文，共200 多万

字。他还为《 中国大百科全 书——经济 卷》 、 《 经济

大辞典——会计卷》 和 《 会计审计大 辞典 》 编纂了辞

条。

关心青年  悉心培养

裘教授非常关心 青年的成长，耐心 地 培 养教育青

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带研 究生，除 了谈书上

的东西外，还经常给他们介绍一些基本 的会计理论研

究方法。他指导研究生参与社会调查，还要 求他们参

与他的研究，并利用同青年人一起生 活、搞 调查研究

的机会，同他们进行思想与情感的交 流。在 1989年春

夏之交的动暴乱中，他带的 研究生 没 有 一 个去 游行

的，也没有一个张贴 大小字报的。他经常为青年人开

设学术讲座、修改 文章，还有意识 地给 青年人“压担

子”，放手让他们工作。对与他合作著书的同志，他

总是与他们互相切磋，注意听取他们的意 见。 与他合

编过 3 本书的青年教 师秦荣生同志曾激动 地对我说：

“我协助 裘教授编书，不仅可以 学 到专业知 识，还可

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学习他的工 作方 法，学习他做人

的品德。”这不仅仅是秦荣生一个人的认识，也是深

受裘教授教益的青年人的共 同 心 声。

为了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的会

计接班人，裘教授花 了不少心 血。他谈 到培养财 会人

员、提高财会人员素质的途径时，认为一是 发展财经

教育事业，从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更多地输送财

会人才；二是大力加强在职财会干部 的培 训工作，提

高他们的专业知识 水平。还有不可忽视 的一条，就是

推广 自学考试制度，提倡自学成 才。为此，他曾主编

了一套《 自学会计丛书》 ，为广 大 青年 自 学 提 供 条

件。如《 基础会计》 这本书，写得通 俗 易 懂，受到广

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再版 多次还经常脱 销；《 书刊导

报》 刊登书评说 它是 “一本帮助 青年 自学的 好书”；

著名会计学家、会计界老前辈潘序伦生前曾为该书 写

了序言，盛赞裘宗舜教授关怀青年 的可贵精神。
裘教授从1986年开始 带研 究生，到现在为止已为

5 届研究生讲了课。在带研究生之前，他 曾为 5 届 本

科生讲过课。所以，先后听过裘教 授讲课的 学生已有

10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分布 在华东地 区，有的已

在实际工作中担任 了重要职务。由于 江西财 经学院是

财政部的直属院校，所以 每年还有不 少学 生被分配到

财政部工作。可以 说，裘教授已 经感受到了桃李 满园

的欣慰。但是，他还是辛勤地工作着，还是 勤学不放

松。他非常善于挤时间，无论 是出 差，还是住院治病

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抓 紧时间学习、思 考、写作。

1983年10月，我随他一道去参加厦门大学 硕 士研究生

的毕业论文答辩，中间有个星期天，厦门大学 经济学

院的领导安排我们去集美、鼓浪屿游览，他带着歉意

谢绝了，利用这个时间写 了一篇学 术报告。1990年 9

月，裘教授去庐山 参加华东片的会计学 会年会，又随

身带了一扎稿件（他是《 财会探索》 的主编），利用

会议的空隙时间审阅修改。他很风趣地 对我说：“伟

大的鲁迅，为了革命事业，连喝咖啡 的 时间 都 用上

了。我们牺牲点娱乐时间、 少休息点 算得了 什么！”

真是老骥伏枥，壮 心 不 已。

裘教授还经常动情地对我们说：“人的 衰老是不

可抗拒的，但人老心可不能老1 还应该 不断地 更新知

识，汲取新鲜的养料。”是的， “学海洋 洋，勤业自

强”，这就是裘教授的座右铭，也正是这位老教授治

学精神的真实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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