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志，所强调的不是作为经济核算制单位的企

业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强调企业作为社会主义

扩大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性，这

就忽视了企业的自主经营。他们还认为，把会

计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总的来说是比较合适

的，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过去

对企业“经营资金”的理解局限于流动资金和

固定资金，忽略了归企业支配的专用 基金运

动。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专用基金在企业

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因此，不能把专用基

金置于“资金运动”的概念之外，而且还应当

专门研究它的运动的特殊规律。
主张以“财产”为会计对象的同志认为，

把会计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能把“资金

运动”理论贯穿到整个会计方法的始终，这是

优点。但“资金运动”的说法，也存 在 着毛

病，主要表现在用来说明事业、预算单位等等

的会计对象时比较难于说通。为了使会计对象

的提法适用于各部门各单位，他们认为自己的

提法是比较灵活的。
四、会计方法问题。会上比较集中地讨论

了货币计价这一方法。大部分同志认为，以往

虽然在论述会计的专门方法时，也把货币计价

当作一个专门方法，可是几乎没有一本会计著

作，对这个方法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这主要

是由于我们接受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即：
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价格是稳定的，不存在

估价问题，因而也不需要研究什么计价标准。
这样一来，研究估价问题，特别是批判地吸取

资本主义估价理论中的有用部分，就成为会计

研究的一个“禁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

计核算是否存在货币计价问题？实际成本是否

能永远保证如实地反映资金运动？除实际成本

以外的其他计价标准是否都应当否定？大部分

同志认为，这些问题很值得加以研究和解决。
有的同志则认为，会计核算的特点就是价

值的核算，因此，货币计价贯穿整个会计方法

的始终，成本计算、复式记帐等会计核算方法

都离不开货币计价，货币计价是会计本身所固

有的，不必列为一种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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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小同学问我：“俺

老师在作文簿上批道：写文

章不要象记流水帐似的。”

……请问什么叫流水帐？我

向她解说清楚之后，联想很

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

人说我国是数学之乡，也有

人说我国是珠算之乡，并且

做过许多令人信服的历史考

证。那末，与数学、珠算紧

密相联的会计，我国是不是

也是会计之乡呢？我从事会

计工作近40年，解放前在会

计师事务所工作时，接触过

许多工商业会计，他们百分

之八十以上都是记上收下付

的中式帐。对这个问题我曾

与许多“老龙门帐”会计研

究过，也做了点历史考证。
深深感到我国朴素的会计理

论和复式记帐原理的运用和发展，确实比西方

簿记早得多。这可以从历代文学作品上和民间

流传的成语、谚语上，得到考证。如明 朝末

年，有首引用珠算口诀的山歌唱道：“我和你

来往，指望到九九八十一，谁知道你除三归五

就抛弃。”宋朝诗人黄山谷，第一次把中式帐

“四柱”的术语引用到诗里：“旧管新收几妆

镜，流行坎止一虚舟”。可见我国会计的起源

和发展比珠算还要早得多。反映复式记帐原理

的成语也早就有了，如“有来源必有去路”和

“逢长必短”等，既通俗又浅显地把资金来源

和资金占用必须平衡，和发现一方多了，必然

另一方有遗漏的道理，讲得一清二楚了。
“比喻”是文学作品常用的表达方法，会

计理论方面的问题也常用比喻来表达。解放初

期，美国会计界曾把会计反映的经济活动事项

比作川流不息的水。（注）这个比喻对我国老

（注）立信图书社出版的潘葆墀《会计原则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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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人员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在我国“流

水帐”中有所谓“银钱流水”（即现金记帐）
“货物流水”（即进、销货日记帐）等等，过

去凡日记帐都冠以“流水”二字，含义是十分

生动明确的。这是千百年来实践经验总结出来

的，资金运动和物资运动就应该象流水那样川

流不息的。我们强调清仓利库，减少积压，加

速资金周转，就是这个道理。西方簿记把轧帐

叫做平衡（Balance），老中式帐把轧帐叫做

“合龙门”，意思就是如同治水筑堤坝最后要

合龙一样。
几千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

经验，有些用“农谚”的形式总结出来，流传

至今许多还在沿用。会计也有许多谚语，很值

得我们记取。略举几条如下：

1. “人不哄帐，帐不哄人”。说明会计
记帐算帐必需认真负责，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

假。只要人不作假帐，帐就会如实地反映经营

成果和财务状况的。
2. “事忙先记帐，免去后思量”。说明

记帐一定要及时，不能拖拉积压，如果事忙不

是先记帐，事后冥思苦想是很费力的，还难免

发生错、漏。
3. “无零不成帐”。说明帐 要记得 严

细，零尾小数都不能忽略，差错几 分 钱 都 要

找对它。如果认为只要大数记对算对就 可 以

了，零尾小数不对没啥关系，那就不成其为帐

了。
4. “库要勤点，帐要勤对”。中式帐过

帐之后，坚持认真核对，这个传统习惯我们应

该提倡和发扬。他们的“流水帐”，每笔纪录

都盖有木刻小戳“抄”字，誊清帐（即分户帐）

也都盖有“对”字戳记，经常是由 两 人 或一

人，从“流水”到“誊清”边对、边盖戳记，
好象是一道必要的工序。至于库要勤点的道理

是很显然的，这样才能使帐钱、帐物相符，差

错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5. “来龙去脉，记清‘贴角’”。“贴角”

有的地方叫做“小批”，相当于我们现在明细

帐里的“摘要”。中式帐因无摘要栏，他们就

在贴着金额的一角上，批注收入或付出会计事

项的经手人及简单说明。
6. “有钱不买半年闲”。就是进货不要

造成积压的意思。这点很值得我们深思，现在

我们有的企业购置物资不用说只半年闲了，积

压一年、二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几年的物

资也有的是。
7. “切莫三年不发市，发市吃三年”。

就是说做买卖不要做那种三年不成交，成交一

次吃三年的买卖。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企业也是

有教益的。
8. “薄利多销”。这条谚语正好是上条

的注脚。就是说，做买卖不能贪求利大，保守

惜售，要做到薄利多销，加速资金周转。
9. “大小要分清，可用<套金钟>”。这

是陶磁作坊生产的盅、碗、碟、盆，按不同大

小规格分配成本、确定售价的古老方法。 <套

金钟> 的歌诀是：“大加九，小去二”。例如：

某陶磁作坊生产1 — 5号五种陶盆，平均每个

成本0.52元，因为陶盆大小规格不一样，平均

分配成本，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 大 小 要分

清，用<套金钟>的方法分摊成本。
首先，把平均单位成本0.52元缩小10倍变

成0.052元。然后按《套金钟》歌诀计算：

1 号大盆成本（大加九），即 5只加 9 变成14，

14 ×0.052元 = 0.73元。2号盆成本（小去二），

即在14的基础上减去 2 变成12，12 ×0.052元=
0.62元。3 号盆成本（小去二），即在12的基础

上减去 2 变成10，10 ×0.052元 = 0.52元。4号
盆成本（小去二），即在10的基础上减去 2 变

成 8，8 ×0.052 = 0.42元。5号盆 成本（小

去二），即在 8的基础上减 去 2 变 成 6，6 ×

0.52元 = 0.31元。
上述计算方法和现在等级产品、联产品利

用系数计算分配成本的道理多么相似，由此可

见，简单的成本计算方法古已有之。
虽然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较长，解放前又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工商业经 济 不 发

达，阻碍了会计理论技术的发展。但是“四柱

清册”的出现，复式记帐原理的形成，都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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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簿记早得多。比较健全的“老 龙门”中式

帐，可谓是其“代表作”。他们根据“四柱”

原理的“结帐单”，利用新收 -开除 =实在-
旧管这个计算公式，分析、整理编造出资产负

债表和损益表，再附以财产目录，进行工商登

记。再看历代流传下来的许多财会方面的成语、

谚语，也同农谚一样，生动地总结了前人财务

管理、记帐、算帐的丰富经验。只要我们善于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利

用，祖国这份会计历史遗产还是十分丰富的。
因此，我觉得我们伟大祖国也是会计之乡！

谈古说今会 计 小 议

李 伟 威

我们有的同志身为会计，但并不明确会计

的职责。了解一下祖先造“会 计”二 字 的 原

意，对做好财会工作，不无补益。
我们都知道，汉字起源于图画，记事图形

的简化，形成早期的象形文字。“会计”繁写

“△”
体是 曾计 。我国有一部文 字 学 专 著，叫

“△”
《说文解字》。据这部专著的注释， 曾 是

个复合字，由“△”与“曾”两字结合而成。
“△”读作集，意作汇集。三面合拢的图形，
表示有用的东西，一点一滴都不许漏掉，统统

都要汇集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厉行节

约，杜绝浪费的意思。古时“曾”与“增”同

“△”
义，意思是增产增收。显而易见， 曾 字的本

身就有增产节约，点滴不漏，防止浪费的意思。
“计”也是一个复合字，由“言”和“十”

二字结合而成。“言”就是直言、敢言，如实

反映情况，不弄虚作假。“十”是表示一种计

量工具和计量方法。言和十合成一个计字，就

要求担任会计工作的人，既要坚持原则，实事

求是，又要熟悉业务，善于运算。

古人对会计的要求尚且如此，我们要实现

四化，自然有更高的要求。可是，现在企业里

都有会计机构，却不重视或不善于运用会计的

反映、监督和参谋作用；我们有的会计人员，
既不作经济活动分析，也不过问生产和各项经

济效果，只做一些收支记帐工作，似乎，只要

数算对了，帐记准了，就算尽了 职责。殊 不

知，会计从字面解释，也要求我们精打细算，
厉行节约，促进增产增收，开辟财源，生财有

道，防止浪费，敢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

争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会计的反

映、监督和参谋作用，为四化积累资金作出更

大的贡献。
那么，身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应该对

照想一想，你对会计机构，是作为自己改善经

营管理的“左右手”，还是设而不用，甚至看

作“绊脚石”呢？我们身为会计的同志，也应

该对照想一想，我们对“会计”二字是当之无

愧呢？还是当之有愧？

读者 来 信

改
革
财
会
人
员
管
理
体
制
是
当
务
之
急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 4月

4 日发表了周庆贤同志

的《让财会人员的腰杆

子硬起来》的文章，说出了广大

会计人员的心里话。他所反映的

情况，就我们这里来说，有过之

而无不及。因此，改革财会人员

管理体制实在是当务之急。我认

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财会人员真

正挺起腰杆子来，履行自己的职

责，不受单位个别错误的领导所

左右；才能严格执行各项财务制

度，为实现四化作出积极 的贡

献。

湖北省罗田县跨马墩

水库会计 周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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