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访

写在人们

心上的 专著
——记杨时展教授

王长廷

人们 说， 他 颇 有 教 授 风 度：两 鬓斑白；头发一

律向后 梳理 ， 显 出并 不宽大的前额；两 颊清瘦， 刻 了

道道 皱纹； 鼻梁上的 一 副眼镜， 更为他增添了学者的

气质。他 就是中国会计学 会 常务理 事、著 名 会 计学

家、 中南财经 大 学 会计系的杨时展教授。

我认 识他， 是在1983年年底——他即将 赴 京参加

民革中央 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前 夕。当 时，我作为

学生代 表前去欢送他。 而这次 ， 我登门 采访了他。

“我没做什 么 。 1945年开 始 教学， 1957年错划为

右 派， 1979年平反。我想在有生之年 为 党作点贡献，

但 做 得很 差， 确 实 不 值得 写。”

他 几乎是否定 了 自 己。语言 精 炼，明快 ， 毫 无老

年人的那种暮 气。

也许教授之言 有些道理。前 些 年，他曾被推荐为

博士研 究生导师， 但 由 于缺乏专著而 未批 准（1986年

7 月， 他 被正 式批 准 为会计学博士生 导师）。不少人

提到 他时， 常 用惋惜的口 吻 说 他 “只 教书不 写书”。

作为一个名闻遐迩的学者， 这是令 人 难以 理解的。
“这有 许多原因。” 原在教 务处工 作 的崔本立同

志告 诉我： “他 蒙冤忍辱22年之 久，平反后 又立即投

入了紧张的工 作（第二天 就着手 翻译美国柯柏 兰、戴

雪二 教 授 合 著 的 《 管 理会计》 一书）；1981年 下半

年， 杨老服 从组织 上 的安排， 转入 审计学研究。这门

课停开 了30 多年 ，几若重建，他翻译教材，出国考 察，

办培训班， 作学术报告，忙得 不可开 交。社会活 动也

增 多了。 1983年 上半年，应有关部门 邀请， 出任 首义

业 务学校 名 誉校 长。为了 替审计学作开创性的工作，

要给 本校学报《 武 汉财会》 等刊物 开设 《 管理会计》

和 《 审计学》 方 面的 通 俗讲话。还挤 出 大量时间校改

别人的著作。你看，他哪还有时

间潜心 撰述宏篇巨著呢？会计系

的王荆州和郭道扬都受过他的热

情扶植， 你不妨去问问他们。”

一个风雨之夜，在千家街上

一间幽静的小屋里， 我坐到 了王

荆州的对面。一谈到杨老的关怀，

他就抑制不住满腔激情……

大约是1978年吧，我注意到

了一种现 象：每当课间操铃声响

过，便从图书 馆二楼走下一位老

头 来；一 到 操 场，他 就跑个不

停。下雨，他就赤足上阵。他有

些白发，穿 着随便甚至寒酸。我

当时不觉一笑：莫不是《 红岩 》

中的疯老头 华子良么！ 再看看他 办公 桌上的工作日程

表，那才叫周 密 的计划哩！每天 的工 作时间， 写作字

数，看报时间，读书时间， 安排 得有条不紊；另外还

有 笔记一大堆，都是 从 书 上 整 理 出来的，内容很丰

富。我当 时很 感动， 但根本不知 道 他是杨 时 展 教 授

（他 当 时还没平反，在图书 馆工作）。

我本人对专业外语很 感 兴 趣，图书 馆 的老师向我

推荐 了《 美国 财 务 会计原理》 一书；一看之后，有了

译出来的 冲动。但这不仅要 精通外语，还要有扎实的

会计理论知 识， 可这 两方 面我都 欠缺。我迫切需要一

位既 懂英语 又懂业务的 老先生来指教。我在 图书 馆里

找到了郭道扬老师，他把身边的一位老师 介绍给我：

“你找 杨时展老先生吧！”

我这才知道，这位每天 跑 步的 “老 头” 就是杨时

展教授。他 当 时 就解答了我提 出 的所有问题。并再三

鼓励我译完全书。经 杨老 的指导， 我费 了九牛二 虎之

力， 终于将20多万字的 《 美国 财 务 会计原理》 初 译稿

完成了。我很希望 有一位 老先生对 我这部译著进行系

统的校正。我当 然 想到 了杨老！ 但考 虑 到 杨老重任在

身，每天 工 作10多个小 时， 而且 马上就要去 北 戴河休

养，我不好意思 再去打扰！ 然而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

杨老主动地 找上门来，要求 我把译稿 交给 他， 借这次

休养之机校阅 出来。当 时，我 激动得简直要流泪 了。

杨老 一到北京， 就 将 他在车 上 改 好的译稿寄回

来。我记得当 时 有一张字条： “译文 有水平。现将不

妥之处指 出， 望速 寄下章来。” 不 用说， 译稿 上洒 满

了 他 的汗水。他校一章， 我寄一章，他把 在北戴河的

半个月 时间 全 花到 我身上 了。回 来后，他再 三叮 嘱

我：要对 读者 负责， 这本书要反复译。这 不假， 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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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了三遍，我也抄了三遍。1982年底，这 本书由我

校出版，可以 说，这主要是 他的 功劳。后 来，杨老又

给我 借了一本名 为 《 国际审计准则》 的书，涉及到九

个国家的 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 内容，我望 而生

畏，顾虑重重，但杨老 鼓励 我，鞭 策我。望 着他那期

待的眼神，我 终于豁出去了！我承认，这 本书译得较

差，象澳大利亚的 政体一章，有一半是红的，那都是

他校改的。杨老 把我译的美、 日、澳三个 国家的审计

准则 推荐在《 经济管理译丛》 上 发表了。当我看到自

己的名字时，不禁脸红 了，那其实是杨老译的嘛！

杨老对青年人事业上 的关心 是 无私的。杨老治学

严谨，工作 兢兢业业，也许我 是得了他的 “好处” ，

所以 才赞不绝口 ，你最好 见 见同杨老在一个 教研室工

作的李成章老师。

李成章老师 也是服从 安排，随 杨老 改教 审计的

（他现在 是会计系主任）。谈到杨老， 他的 赞叹 之情

更是溢于言表——

杨老学 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文 和古文。他

没留洋，但并不排外，而且 对国外的 会计和审计理论

相当 了解。杨老 年过古稀，可依 然精神矍铄，思维敏

捷，写东西一 气呵 成。他 不是写不出 东西 来，而是没

时间写。你听我说一说就知道 了。

1982年下半年，财政部 委托我院 举办 “中澳合作

审计培训班”， 以 促 进我国审计事业的 发展。这个班

所用的 教材是 澳方 编写 的，必须 赶在 9 月 前译成中

文。杨老 带 着我们拚上去 了。几个人，主要是杨老，

奋战了一个暑期，硬是按 期译了 出 来。培训班办 了三

期，期期教材不同，杨老就和我们译了三次。

杨老每天 工作10多个小时，但坐下来写作 的时间

太少 了。他 带了六名 研 究生，教授 《 审计学》 和《 管

理会计学》 ；他 还有一些社会活动要 参加，这也要花

去一定时间。今年湖北省 审计局请他去 讲课，他连讲

了五 次 ， 而且 不收报酬。他常收到 请他审阅文章的信

件、文稿，他还要辅导 毕业生 的论 文！比起杨老， 我

们这些 “小 字辈” 自愧弗如 啊！

我感到一阵快慰和 激动。因为我的采访 对象都能

直抒胸臆，绘声绘 色地向我 描述了一位 “老牛明知夕

阳短，不待 扬鞭 自奋蹄”的老人。我 情不自禁地说：

“杨老，您应当 多写些有份量的著作呀！”

“如 果有 时间，我当 然想写一点 东西。尽管我70

多岁 了。

“你知道，我们的 会计学体系，历 来 都是从会计

凭证起到会计报 表止. 这叫老一套。而 严 格地说，会

计应从会计报表起，接 着才是 估价……我准备写一部

《 高等会计学》 ，对此进行系统的介绍。

“过去我们不 要审计，以 至现在审计人才奇缺，

更无审计教材 供学生使用，所以，编写一本 较完整的

《 审计学》 是我的最大夙愿。

《 管理会计学》 的 研究，这几年有重大 突破，但

大多是 介绍、翻译西方的理论，即使 编写了教材，也

是中国特 色 不够。我想在这一个领域进行一下探索。
“最后的一搏，是 编写一部《 中 国审计史》 ，进

行这种枯燥 而 又必要的工作，是 想为后人研究审计提

供一点方便。

“这就是我的 写作计划！ 可以 说是 雄心 勃勃吧？

但只怕难以 如 愿以 偿哟！”

对一个 年过 古稀 的 老人. 我感到 这个计 划的份

量。但是，杨老炯炯有神的 双眼，节奏明 快的语调，

透出一股感染人的豪气。“您会如 愿以 偿的。” 而且，

您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您 诲人不倦、扶植青年的优

良品 质，不就是一部写在人们心 头上的专著吗？

书讯

《经济大辞典 · 财政卷》

出版发行

本刊讯 1 月18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北京新华

书店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联合举行《 经济大辞典·财政

卷》 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谷城，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财政部、新闻

出版署、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有关新闻出版单

位负责人和部分经济学家出席了会议。周谷城，王丙

乾在发言中称赞《 经济大辞典》 的 出版发行对我国四

化建设和经济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要广为

宣传。《经济大辞典》 编委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于

光远、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 《 经济大辞典》 编委会

副主 任巢峰， 《 经济大辞典》 编委会副主任、 《 经济

大辞典·财政卷》 主编许毅在会上分别介绍了 《 经济

大辞典》 的编辑 出版情况和《 经济大辞典·财政卷》

的编写情况及其特点。
《 经济大辞典》 是 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经济工具

书，内容包括 经济学科的所有分支和经济生活的各个

领域，由于光远主编.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任顾问，国

内有关科研机构和中央有关部门 主持编纂。全书按学

科分20卷，即：政治经济学卷（主编孙怀仁）、中国

经济史学卷（主编陈绍闻）、外国经济史卷（主编樊

亢、郭吴新）、经济法卷（主编顾明）、计划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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