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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我国会计史研究的开拓者

——访郭道扬

王长廷

郭道扬，男，49岁，湖北谷城人。1964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经济系贸易经济专业，现为中南财

经大学会计学系教授，中国会计学会理事，美国会计史学家协会会员。1978年以来，潜心于中国会

计史的研究，并为这一学科的创立 竭尽全力。主要 著作及文 章有：《中国会 计史稿》（上、下

册）、《会计发展史纲》、《中国会计 教育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试论 中国会计的历史贡

献》 等，近二百万字。

问：还是在1982年， 当中国 财经出版 社郑重推

出您的《 中国会计史 稿》（以下 简称《 史稿》）上册

时，即为整个会计学界所瞩目：六载的辛劳之后，您

的《 史稿》 下册问世，成功地填补 了我国 会计学的一

项空白，从而也奠定了您在会 计史研 究方面的地位。
请问最初您 是怎样考 虑的？

答：我最初是学贸易 经济的，研究会 计史 纯 系

偶然。1978年 初，商业 部给 学 校下达 了 9 个科研课

题， 当我从校办农场赶回 来时，只 剩“中国 会计发展

史”无人问津，非我莫属。我被 逼上 梁山，只好从命。

从此，我与会计史的研究结 下了不解之 缘。1978年 3

月， 我一头扎入故纸堆，成天抱 着天书一般的二十四

史、十通、历 代 会 典、会 要、《 玉 海》 、《 渊 鉴》

等古籍，搜寻所需的资料，并 在 4 个 月内赶出了 9 万

字的论文，参加了 当年召开的商 业会计 学年会，受到

与会专家的重视。1978年底，中国 财经出版 社 来函商

请我在论 文的基础 上扩 大篇 幅，编 纂《 中国 会计史

稿》 .我欣然从命，并 走访了 50多个 单位，查 阅 了

1 500余册图书， 300余种 杂 志，抄录史料20余万字，

制作史料索引卡片约2 000余 张，请 教170余 位专家、

学者、教师，历 时 6 载之 久，完成了这一82万字 的会

计史著作。

问：我国的会计，已有 几 千年的历 史，在世界

会计史之林亦有显著地位， 但 会计史的探 索却又远远

落后 于会计学其他方 面的研究。因 此，是否可以 这么

说：《 史稿》 的重大意 义就在于填补 了 这一空白？

答：有人说，一种科 学史的出 现，是这门科学

开始成熟的标志。会计也不例外。这 部82万 字的《 史

稿》 ，以 中国史学语 言来说，当 属中国会计史的 “通

史”。全书共分九章，上至原始计 量记录时 代，下至

中华民国时期的会计，时间跨越数十万 年，区分官厅

会计与民间会计两条主线，全面 阐述、评价了中国会

计的发展史。撰 写这样 的史著，不 仅需 要 会 计学知

识， 而且还应有丰富的史学知 识和古汉语，古 算学、

考古学以 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 知 识。但九 九归一，

首 当其冲的无疑是挖掘、占有史料了。这 便是过去有

人曾想尝试会计史的研究而 又不敢贸然 举步的首 因。
中国的古籍浩如 烟海，而有关会计 的史料却又寥若晨

星。究其原因，工 商业发展的缓慢与落后，不仅导致

我国会计，尤其是民 间会计 处于 缓慢 延伸 的 状态之

中；而且工商业在社会中的卑贱 地位，也使 得一些学

士、大夫，以 及其他阶层，对计数 和会计加以 轻蔑与

歧视。那些自诩 为正 人君子的 学士、 大 夫之类，竟把

商人的买贱需贵、博取盈利 与计数、会计相 提并论；

把商业经营与从事会计归 于一流，斥为末等。最初还

有人批驳此说，而到后 来，鄙视 会计的 论调便成为一

言堂了。这样的社会风气，这么大 的舆论压 力，谁还

敢将会计 之 事、之法，笔之 于书，干自 找 苦 吃的事

呢？故考我国正 史、稗史，浩瀚文 海，几无会计 专著

问世。即使被帝王所重视，为学士、大夫刮 目相看的

官厅 “上计”，也徒 有 几笔虚文记录，而 无具体内容

相传。但是，会计史大而言之，它是中国史学 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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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小而言之，它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一部分。在我国

历 史发展过程中，它与社会政治的、法律的、文学艺

术的，尤其是财政经济发展的历 史，有着千 丝万缕的

联 系。在历朝统治者的主张中，在法律条款的各种规

定中.在诗词、小说、神话故事、杂记佚闻的描绘记

述中，乃至在它与数学、统计 等学科的连带联系中，

都可以 发现它存在和发展的痕迹。这样，一方面，作

者须不断 挖掘、广搜 博 集；另一 方面，又要力 避推

测、臆断和抄袭古籍之 大忌，细 心 勾考，鉴别真伪，

推陈出新，写出自 己的特 性来。

问：读罢《 史稿》，觉得您在这方面 处置得当，

颇有新意了。
答：我的确尝试 着这么做。例 如，上册 第一章

“我国的原始计量与记录 时代”.所述史实 囊括数十

万年之久，因年代荒远，史迹 罕见，加之 传记纷纭，

抉断不易，很难深究其详。我一方 面依据现 有考古成

果，对这些计量与记录 方法的 创制、运用，尽可能作

出比较确切的论述；另一方 面，将考古发现与史 书中

有关传说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对人类会计行为、思

想起源作了详细 的论述之后，澄清了以 往阐述 中的片

面、错误的观点，划分了“原始 计量 与记 录时代”这

一历 史时期，并得到学术界的 公认。又如：对中国会

计方法发展的论述， 《 史稿》 突破旧 说，提出人类经

历 了 “盘点结算法”、 “三柱结 算法”和“四 柱结算

法”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引 经据典，力破“四 柱结算

法”产生于宋代的传统，以 事实 宣称其源于唐朝，并

阐述了 “四 柱结算法”对中国国有复 式簿记——“龙

门帐”、“四 脚帐”有着直接 影响 这一基本观点。
问：纵览全书，尽管《 史稿》 总体 上属 于那种

全景式、画卷式的会计通史，但这并 没有妨碍您把全

书的重点放在中国近代会计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对中

国近代民间会计的发展作详尽 系统的论述，我认为，

这一做 法极有益于读者从整体上把 握中国会 计的发展

脉 络。

答：在这一宏观 构想下，《 史 稿》 详述 了旧 式

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和 典当三业会计 的演变，总

结 了三业会计对中国会计 发展的历 史贡 献：创立和发

展运用中国固 有复式 簿记——“龙门 帐” 与“四 脚

帐”的先驱者。对中国近代工业会计发展的描 绘，既

有大型工业企业，又有小型工业 企业；既 有 重工业部

门，又有轻工业部门；特别是选择苏州苏 纶厂作为阐

述中国近代工 业会计发展的典范，通过它概括 了随着

近代经济发展，苏纶厂经历 了一个改单 式簿记为改良

中式簿记，随后 又变改 良中式簿记 为西 式簿记的过

程，真实地写 照了我国近 代工 业会 计 发展的 历史规
律。对商业、农业会计发展的阐述，则又 着眼于区别

旧 中国工、农、商及银行会计发展的不同特点。世界会

计发展的历 史清楚地表明，民间会计的 发展，在整个

会计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最早的簿记法产生于民间而 非官厅；世界上最

先进的记帐方法亦产生于民间而非官厅。而从总的方

面看，至元明之际，我国民间会 计大体落后 于官厅会

计。只是到了清代，尤其是1840年以 后，我国民间会

计的发展水平明显地 超过了 官厅会计。我国会计所发

生的这一重大转折，不仅迫使帐房的管 事人不 得不面

对现实，着手改善传统的会计方法，而且促使他们中

的高明者改弦易辙，另僻蹊径，创建适合于新经济因

素发展所需的新式会计方法。正是由于这种新式会计

方法在民间会计中的产生、运用，使我国 的民间会计

走在当时中国 整个会计发展的前列。
问：写史唯在公正。《 史 稿》 以 实 事求是的态

度，阐述了中华民国时期，尤 其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的会计发展状况，使这一“禁区”的 会计史研究得以

开辟。那么，如 何看待这一历 史时期呢？

答：应该首先明确，在 这一时 期，无 论是北洋

政府，还是国 民政府都力求仿照 西方共 和体制的做

法，去建设其财政会计组 织、制度及改 善政府的会计

方法，以 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中华民国 时期政府改

革会计工作得以 进行的一个基本原因。国民政府的超

然主计制度、联综组织制度的建立，统一 政府会计制

度的颁行，以 及会计专家、学者为民间会计所作的改

良，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积极 作用。但是，有 了科

学的会计组织制度还不行，还必须要 有贯彻 执行这些

制度的人；而仅仅有了执行这些制度的人还不行，还

必须有较为进步的政治制度作保证。
问：曾闻《 史稿》 一出.国外学者亦 显兴趣，

这一现 象不妨看成《 史稿》 走向世界的明例。也许您

比我更清楚地感觉到 了：会计史的研究正 处在面 向未

来，走向世界的境地，走出这一境地的 出路在于同世

界会计发展大潮相呼应！ 您 能否对未来会 计发展大趋

势作一估计？

答：准确无 误地预 测 其走向是我力 不从心的
。

但毫无疑问，会计史的研究应该沿 着总结 过去、立足

现实、走向 未来乃至世界这一主 线展开，因 而，你所

提 出的实质上是主宰未 来会计 史研 究 导向的 话 题。

1987年. 我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六次 国际会计教

育会议，以 《 中国会计教育的过去、现 在与未 来》-
文，对中国会计史进行了回 顾与前瞻；1988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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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五届国际会计史学家

会议，所提的《 试论中国 会计的历 史贡 献》 一文，简

要地阐述了中国古代 会计在 整个世 界发展史 上的地

位，展示了中国古代会计发展的主要成就。这次会议

虽曰 “会计史学家会议”，但与会学者 大都着眼于探

索世界会计控制工作，会计在现代 经济发展过程中日

益深化的历史发展规律；现代 会计中迫 切需要解决的

时空观、效益观、控 制观，以 及把 过去、现在与将来

联 系起来探讨问题的基本观点等。未来会计发展大趋

势由 此可 见一斑。

百花园 药
傅朝选

张二嫂的孩子病 了，躺在医 院急诊室 的病床上打

吊针。医生来观察病情，诊视了一番说：“针里 还需

要加药。”开了个处方递给了张二嫂。张二 嫂一溜小

跑到了药房，赶忙把处方递进 小窗口 ，但处 方马上被

推了 出来，紧接着从里 面传出两 个字：“缺 药。”张

二嫂犹如晴天里 听 到一声惊 雷，眼 泪簌 簌地落了下

来。老天！这 可怎么 办啊？

药房的门 “呀——”的一声打开 了，里 面 走出一

位胖大嫂（她很少上班，记不清是在那个公司还是那

个局工作），两只手抱着一摞子各式 各样的 中西药。

走出门口 又拙笨地转过身子：“小凌，这事 包在 我身

上了，你晚上到我那儿听信儿，拜 拜！”

胖大嫂是个软心 肠的人，见不 得别人哭，看 见有

掉泪的心 里就 发酸。她见张二嫂在药房门口擦眼抹泪

的，顿时起了恻隐之心，忙走过去 询问。张 二嫂把前

前后后的情况说 了一遍。胖大嫂说：“我当 出了什么

塌天大事儿，原来就 为这点鸡毛蒜皮的 事儿，走！跟

我去，我家里有。我家不远，出医院 大门往 右拐，能

看到一座米黄色的宿舍楼，就是。”

胖大嫂象球一样在前面滚动。张二嫂 在后面 紧紧

地跟着。一路上有四 个人搭讪 着给 胖大嫂说话。有个

卖葱的抓 了把葱放在胖大嫂抱着的 药上。张 二嫂想：

胖大嫂的人缘真好。

胖大嫂来到家就翻箱倒 柜地找起药来，先拉开大

衣柜最下 面的一个大 抽屉，又 从壁 橱里 搬出 个纸箱

子，从床底下拽出个大 木盆，里 面花花绿绿 满满 荡荡

的都是药，成瓶的未启盖，成盒的 未开封，成包的未

拆口。张二嫂楞楞地看着直 发呆：“乖乖！这药比 我

们村的诊 疗所里还多哩！”胖大 嫂洋洋 得意地说：
“公费医疗，明白不？我们看病 不用自己掏腰 包，这

就是公费医疗的优 越性。”张二 嫂似 懂非 懂连忙点

头，讨好地说：“还是吃公家 饭在外 头好。”

胖大嫂翻了半天，累得满 头是汗，最后终于找到

这剂药，看了看失效期，递给 了张二嫂。张 二嫂接过

药刚要问问多少钱时，胖大嫂连连地 说：“咳！ 小 事

一桩，不要放在心上，这药放在家里也用 不着，再过

几个月就过期了。”

张二嫂怀着无限感激的心 情辞别了胖 大嫂，赶忙

向医院跑去，心 里想：今天亏了遇 见这位救 命恩人，

活菩萨。
张二嫂孩子的病渐渐好了，她那焦躁的心 情慢 慢

地平静下来。但是另一件心 事又涌 上心 头：欠的这笔

人情帐应该还了。

这天一早张二嫂买 了四 盒点心 ，两 瓶好酒，逮了

只老母鸡送到胖大嫂家里去。

胖大嫂正 坐在沙发上打毛衣，见张二 嫂 进来，半

天没有认出是谁。张二 嫂作了一番自我 介绍，胖大嫂

才想起那天的 事情：“哎呀呀！ 大 妹子，你这是干什

么，来玩就 来玩拜，怎么还花钱。”但是盛情 难却，

经过一番推辞，还是收下了东西。胖大嫂打听了孩子

的病 况，说：“孩 子的病 刚好，不 能断 药，还要营

养。”说着把 摆在桌上 的几 瓶药放在张二嫂 的 篮子

里：“拿 回去给 孩子吃吧！”胖 大 嫂 终年 在 家 养

“病”，得什么病用什么药 是满有把 握的。她曾经 当

场纠正过一位见习医生 处方上 的剂量。

就这样她们 成了朋友，经常走 动。张 二 嫂 常 来

看胖大嫂.每次 来当然不能空 着手：那挑 着红穗的玉

米棒槌，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大红枣，经过优选的花生

果，冬天的黄瓜、西红柿，刚上市的四 缨 萝卜，一袋

袋一篮篮地往这儿送。张二 嫂回去时也没空着手过，

总是拿回一瓶 瓶、一盒盒、一包 包各 式各样 的中西

药。

近年来，村里传着这样一句话：张二 嫂家的 药可

多啦！本村诊疗所里没有的药她 家都有。半个村的人

都吃过张二嫂家的药.有些 紧俏买不到 的药都托张二

嫂去找胖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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