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作者·编者对《会计之最拾零》的几点商榷意见

刘 治 平

《 财务与会计》 85年第 6、 7 、 8 三期连载天津

财经学院会计教研室盖地撰写的 《 会计 之 最 拾 零》

（一）、（二）、（三）。读后，我认为 《 拾零》 有

几处提法似有商榷的必要。基于会计史实的严谨性，

谈点刍荛之见，以就教于大家。
《 拾零》（一）写道： “‘会计’ 两 字 最 早 联

用，并最早给予‘会计’以正确的评价，当推孔子的

‘会计当而已矣’的名言” （《孟子·万章篇》 《 财

务与会计》 85年第 6 期第43页）
“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 即有传说

把‘禹会诸侯江南’ 命曰‘会稽’，亦即会计。到了

西周时代（公元前 1066-771 年）， 会计的名称和职

称已正式见诸于文字记载”（杨纪琬： 《 开展我国会

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 ，《 会计研究》 1980年第 1

期第 8 页）。

《 周礼·天官下》 记述周王朝设置的 “司会” 的

职掌时写道： “掌国之官府、郊野、 县 都 之百 物财

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

计”。

《 周礼·地官·舍人》 载 “岁终则会计其政。”

（岁终：年底。政：指用谷的多少）。

可见， “会计” 两字最早已见于西周时代（公元

前1066年-前771年）比孔子（公元前 551年-前 476

年）要早数百年。因此，《 拾零》 孔子是 “会计”一

词的创始人的说法难以成立。另外，孔子的 “会计当

而已矣”这句名言，也不是对会计的评价， 而是孔子

提出的一条重要的会计原则。 孔子把 “当”看作会计

的原则，“当”就是正确的意思，译成白 话 文 是：

“会计嘛，谋求正确而已”。作为抽象的会计原则，

孔子的 “当而已矣”和现代会计中的” 真实性原则”

或“客观性原则”，其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孔子的 “当而已矣”， 不仅是我国最早

提出来的一条重要的会计原则，在世界上也称得上是

最古老的会计原则。
《 拾零》（三）写道： “1964年，我国首创并试

点推行增减复式记帐法.” （《 财务与会计》 1985年

第 8 期第33页）。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会计史实的。
“增减记帐法早在1947年就有人提出来了（见梁

润身著：《以增减分录法代借贷分录法之商榷》 ，原

载1947年《公信会计月刊》）。增减记帐法创始人所

列的第一套例题就是以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作为

对象的，足见增减记帐法也没有特定的记帐内容， 不

能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所独有。” （《 江西财经学院讨

论有关记帐方法问题简介》 ， 《 会计研究》 1980年第

1 期70页）。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梁润身提出的 增 减 分 录

法，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更未能有付诸实

践的机会，以致湮没达十六、七年之久。直到1963年

倪关全在《 经济学动态》 第 6 期发表 《 新记帐法的探

讨》 一文，才又提出直接按照 “增”“减” 进行记帐的

建议.1964年， 商业部开始研究记帐方法的改革，经

过选点试行后，1966年起在原商业部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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