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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不倦的五
十春秋

——访著名会计学家娄尔行教授

朱肖鼎  郑维桢

不久前在日本召开的第六 届 会 计教育国际 会 议

上，有一位中等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一派 学 者风

度的长者高声讲述着发展会计教育的 见解， 他 那理论

联 系实际 ，逻辑清晰严谨的系统论述会 计 教育思想的

发言 ，博得了各国与会学者的高度赞赏。他 就 是现任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审计学会副 会 长、 上海财

经大学会计学 系名誉系 主 任、 会 计 学 博士研究生导

师、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73岁 的 著名会计

学家娄尔行教授。
刚刚风尘仆仆从东京返回 上海的娄教 授，还顾不

及休息，欣 然接受了我们的来访。
在一间靠墙排着组合书柜的明亮宽敞 的 书房里 ，

我们正 浏览着端放的各种财会书籍，热情、坦率 而 爽

朗的娄教授，仿佛看出 了我们的意图，随手从书柜里

拿出 几本他撰写 的 著 作：1950年编 著的《 成 本 会计

学》 ，在解放 初期曾被许多大专院校采用作教 材；五

十年代出版的由他主编的《 工 业会计核 算 》（共三个

分册）：1984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 资本主义 企 业财

务会计》 ，对西方国家的财 务 会 计 作了 较 详尽的论

述，对中外合营企业及涉外会计 工 作 有 较大指 导意

义；1984年出版的 《 基础 会计》 ，是根据 上 海财经 大

学教学改革规划和要求主编的第一本试 用教 材，对传

统的《 会计原理》 教材体例有重大突破， 荣 获国家教

委新近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被列 为 1988

年十大畅销书之一的《 审计学概论》 ；还有 他 主编的

198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与 审计》，

该书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是建国 以 来第一部 系统

地阐述中国会计、审计历史、现状、制 度、理论的英

文版学术专著。这本书的问世，从 此 结 束 了我国会

计、审计理论和学术思想 只 有 输 入、没 有 输出的时

代，开创了我国会计、审计走向世界的先例。另 外 ，

娄教授近几年还撰写了50多篇学术论文，散 见于 全国

性的会计和财经学 术 刊 物 上，有的在国 外刊物上发

表。主要专论有：《 建立我 国 的 会 计理论 体 系》 、

《 社会经济制度对会计的影响》 、 《 试论 经 济效益审

计》（该文获上海市哲学 社 会 科 学 著作奖）、 《 三

式记帐法的探索》 、《 试论成本计算原 则 》 、 《 试论

管理会计》 等，其中《 略论中美比较会计》 一 文，由

日本会计学者隈井要译成日 文，收 集 在 日 本出版的

《 中国会计》 专著中。娄教授告诉我们 说 ，他的这些

专著、教材、译著、论 文等有90% 是 在近10年内完成

的。充分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落 实知 识

分子政策的巨 大感召 力。娄教授也 焕 发 了学术上的青

春。

谈话中，我们了解到，1937年娄教授毕业 于 上海

商学院（上海财经 大学前身）会计系。同 年 赴美国就

读于密执安 大学企业管理研 究生院。19 39年毕业 获企

业管理硕士学位（M · B· A）后回 国。近50年 来，

他先后在上海商学院、光华大学、上海临 时大学、上

海财经学院（现改 为上海财经 大学）、上海复旦 大学

等校执教。同时还受聘全国八所高等院校任 兼 职教授

或顾问教授。去年他还被评为1987年度上 海 市优 秀教

育工 作者。1983年和1984年娄教授曾两 度 奉派出任 我

国政府代表，出席 了在美国 纽 约 举 行的联 合国第一

届、 第二届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 则政府间 专家工 作组

会议”。登上国际会计讲坛，用流利 的英语 与各国代

表广 泛 交往，促进学术交流，维护 了我国 利益，树立

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国争 了光。

“娄教授，您从事会计教学和研究 已近半个世纪

了 ，在这风风雨雨的50个岁 月中，您为我国培 养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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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财会人才，并在繁忙的教学和社会工作中 抽时间写

出了大批论著。这种耕耘不倦的精神值 得后人学习。
大家很想听听您教书育人的体会”。

娄教授操着一口 浙江绍兴 乡音说普通 话，颇具韵

味和神采。他说：“教书育人”中的 “育人”，主要

是两个方面 ，一是教育学生掌握研究财会 专 业知 识的

本领；二是教育学生懂得怎样使 自己成为一个 社 会主

义的财会专业人才。几十年 来，我一直处在 教 学 第一

线，我讲课的标准是16个字：教材新颖、 结 合实际、

循循善诱、注意扶植。尤其要注意教材 的改 革，我国

的会计教学必须始终贯彻理论联 系实际的 方 针，建立

有中国特 色的会计教材体系，只 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国

家急需的大批财会人才。

谈到这里，我们问娄教授： “近年来，由 您 亲自

领导的会计学 专业的教学改革，已经取 得 了 可喜的成

效 ，新的会计学科体系已经建立起 来，全面 更新 教材

的工 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7年， 上 海财经

大学会计学 系被评为全国财税系统 先 进 集体。请您谈

谈这方面的情况。”

娄教授说：我国 高 等 院 校的会计教学 内 容和方

法、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 写等，长期 以 来一直都是

引用国外的一套现成的体系和程 式，似乎已 经 形成 了

一种 “传统”，而这一套体系和程 式显 然 已经不适应

当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改革。我们 培 养财

会专业人才的目标是，走出校门的 学 生既要有较 高的

财会理论水平，又要掌握财会实 际 工 作 的方 法 和技

能。我们教学的指导思想是，学 生 在 规定 的 学 习期

间，通过从基础会计 开 始 学 习 ，由 浅入 深，自 简而

繁，从低到高，循序地 完成一个财会专门 人才的基本

训练。目前，改革后的会计专业课程 共分三 个 部分：

第一部分有五门课程，即《 基 础 会 计》 、 《 财 务会

计》 、《 成本会计》、《 管理 会计》 和 《 审 计学 》 ；

第二部分有四 门课程 ，即《 基 建 会 计》 、 《 比 较会

计》 、 《 会计制度设计》 和《 会计理 论》 ； 第三部分

是选修专业课，如 《 中国会计史》 、《 外 国 会计史》、

《 商业会计》 、 《 农业会计》 等。这 个 体系和程 式，

克服了长期以 来沿 用的学科体 系中的不够 系 统、 安排

凌乱的缺 陷。《 基础会计》 和《 财 务 会计》 教材已经

出版 ，使 用后效 果不错。

听着娄教授的讲述，我们能够想象 出 他 为此 而付

出的巨大精力，我们只能 用 “呕心 沥 血 ，殚思极虑”

来形容他的辛勤劳动。

西斜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 进室内，娄教 授 凝神地

望 着窗外飘着几 朵白云，欣悦地对我 们 说： “党的十

三大以 后 ，我国的经济发展步子将越走越快，经 济愈

发展，会计愈重要。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 形 势下，国

家急需大 量的财会专业人才，我们教 育工作者肩头的

担子不轻呵！”

“娄教授，您的学生遍及 全国 各 地 ，许多早已成

为各级财税、财会领导部门 和 企 事 业单位 的 业务骨

干，他们都说您不 仅教财会专业知 识 ，而 且教给他们

科学的学习方法，并十分注意培养他们严谨 治 学的好

学风。您当年的学生，现任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分行代

行长龚浩成同志最近在一篇 文章中亲切地 称 您为‘ 难

忘的老师’。”

娄教授沉 思 了 片刻，然后说： “师 者，传 道、授

业、 解惑也。”教 书育人的一个重要任 务是 传 授学习

方法，在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时，我教 学 的方式是

9 个字，即教方法、压 任务、 多启示。就是 先 让学生

懂得学 习和探索财会专业知 识的方法，然 后指 定和安

排阅读和研 究任 务，布置论 文写作，同时引 导 他们 多

提问、 多思考。 采取 “ 启 发 式 ”、 “提问 式”的方

法 ，让学生结 合实务 ，有分 析 地 充 分形 成 自己的看

法。

娄教授在教 书育人中 ，始终 以 身作 则，言 传身

教。他经常教育学生要牢记自己是 党和国家培 养的专

业 人才，要树立 为四 化大业献 身的使 命感 和 责任 感。

不久前，由他指导学成的一位博士研 究 生，先后 有两

家外国 大 企业试图以 重金聘请他 出 任 要职 ，都被谢绝

了。他说：“我是党培养的研 究生 ，我 不 能辜负导师

的培育，娄教授的 为人就是我的榜样。”

娄教授热爱自 己的学生，他 的学生也十 分 尊敬 自

己的老师。今年春节前夕，他的一位学 生，作为高教

战线的一名代表，受到 了正 在上海视察工作的 邓 小平

同志的亲 切接 见。这 位 当年做学生，如 今 当 教 授的学

人后 来 在 体会时说：“我有今天的这点 成绩 ，享有的

这份荣誉 ， 凝 聚 着我最尊敬的娄 尔行老师的 心 血！”

最后 ， 当我 们谈起工 作和生活 时，娄 教 授十分爽

快 地说 ，我这几 十年 ，和许多同 时 代 的知识 分 子一

样 ， 经历 了 十分坎坷的道路。但我总是谨记 着这样的

铭言：在学 术上 攀登高峰的人，应 当首 先 是一个不畏

艰险的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决不满 足 于成为

“一介书生” ，我决心投 身于社会改 革实 践 中去锻炼

自己。现在 ，国家建设正需要我们这批有经验 的知识

分子 ，我虽已年 愈七十 ，但老骥伏枥，壮 心 不 已，愿

为建设 有中 国特 色的会计学体 系，贡献 全 部 力量。
环顾这 位会计学家的室内外，整 排 的书柜里、书

架上都是书 ，我们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英文版 的会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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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那书上几乎每页都划满 了符号， 写 满 了眉批，娄

教授微 笑着对我们说， “开 卷 有 益”！我 是 喜欢书

的。

古人云：“十年树木，百 年 树 人”。可 见 “树

人”之不 易。当我们即将结 束采访的时候 ，已暮 色苍

茫，可是还有人敲门，原来是娄教授的 两 位博士研究

生 又来上课 了。年逾古稀的娄教授 ，尽管年 老 体衰，

仍坚持发扬可贵的 “树人”精神，为培养我 国的财会

人才不倦地耕耘着。和娄教授握手告辞 之 际 ，在我们

心中 又一次升起对这位著名 会 计学家深深的敬意。

会
计职
业道
德

会计职业道德也有延续性

——与何进日同志商榷

任 小明

读了何进日同志在 《 财 务与会计》 1988年 第 5 期

发表的《 社会主义初级 阶 段 会 计职 业道德 谈》 一 文

（以下 简称《 何 文》 ），对其中的职业 道德 “都具有

历 史性 ，适用于一切时代的道德是没有的” 观 点，不

能 苟同。

《 何文》 肯定会计职业道德，在不 同 的历史阶段

有着特定的特征自然无可非议 ，但不应绝对 地 否定它

在不同历 史阶段还存在着相同的内涵，即存 在着共同

的特征。会计，自从社 会分工 产生这一行 业以 来 ， 其

职业道德经成千上万会计人员的实践探索， 就 已经形

成并不断 发展。如 象 “手脚干净、公私 分 明”等等，

就是适用于各个历 史时期的会计职业道德。尽 管 不同

的阶级要求的道德规 范不同 ，但是作为行 业道德是有

其最一般的延续性的。

所以 ，在研究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时，既 应注意研

究它的个性 ，同时也不能否定它 的 共性。只 有这样，

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有助于 全面确立 现 阶段的会计职

业道德。

会计职业道德
会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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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是有别于法律和制

度的，研 讨财会人员的 职 业 道

德，不能把法律和制度已经约束

的行动 ， 当作职业道德的要求去

铺陈。否则，将失去职业道德的

特点 ，使职业道德的确立流于对

法律制度的概括上，成为画蛇添

足之笔。职业道德所要求的内容

应该具有更高的层次 ，并且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相联 系。可

以 这样说，法律和制度是对人的

行为准 则的最低要求，职业道德

反映的将是不同行业的人的精神

风貌和社会作用。这一点，对我

们研究和确立财会人 员的职业道

德，是非常重要的。

财 务会计是一个历 史悠久，

分布广 泛，专业性极强的职业，

它的职业道德不可能 用几 句 话 概括净尽，我提出以 下

几 条，仍供同行们商榷：

科学监督，精心核算 ，讲求 效 益，厉行节约 ，服

务生产 ，理财聚财。

会计职业道德会计职业道德歌

李树德

自从《 财 务与会计》 开展 会 计 职业 道德讨论以

来，我们河南省社旂县 烟 草 系统先后三次组织 本系统

财会人员进行学习讨论。根据大家讨论的意 见，我们

把它归纳 成会计人员职 业道德歌：财会 工 作，平凡光

荣；管家理财，为国为公。规章制度，严 格执行；坚

持原 则，抵制歪风。帐 表凭 证，符 合 规 定；记 帐算

帐，正确 完整。当好参谋，发挥作用：民主 理财 ，依

靠群众。勤学苦练，又 专 又 红；以 身 作则，廉 洁奉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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