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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景亚  傅朝选

国学的基础应是四书五经，易经是五经之首。易经是个系

统，是众多学科的渊源。探讨会计复式记账法与易经的联系，

对于推动记账方法的研究，丰富会计理论是非常有帮助的。

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易有太极，太极是宇宙万象共同的基因，也是万物之根

源。两仪即阴阳，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代

表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阴与阳相对，同时又是合一的，是一对矛

盾的统一体。

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核算监督资金投入、运用的整个

过程。假如用易经的道理说明这个问题，会计的“太极”即是“资

金”，其两仪即是“资金来源”及“资金占用”或者说是“负债”及

“资产”。这个“负债”是广义的 ( 下同 )，在所有权及经营权分离

的情况下，对经营者来说，企业的一切资产都是他的负债。复

式记账法核心是“资产＝负债”。用易经的话来说，是两仪平衡 ,

即 ：“阴＝阳”

美国会计学家井尻雄士把会计分录分为两类 ：一类是因

果法，包括前因和后果 ；一类是两分法，分为资产与负债。对于

因果法，一种增加了，则另一种减少 ；对于两分法这个平衡公

式就不那么简单了，把资金分为两类，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是

生两仪”，复式记账法的奥妙就在于此。

现行的记账方法，借贷记账法把资金分为资产与负债，资

产说明资金的实物形态，即生产力 ；负债说明资金归谁所有即

生产关系。资产账户可以变成负债账户，负债账户可以变成资产

账户。应收款的贷方余额是负债，应付款的借方余额是资产。所

以说资产与负债这两大元素完全符合易经对两仪的要求。

两仪生四象

四象即是两仪生成的四种现象。易经的阴阳生成少阳“  ”、

老阳“   ”、少阴“   ”、老阴“   ”。会计方法的资产与负债生成四

种类型的会计分录 ：资产一增一减 ；负债一增一减 ；资产负债

同增 ；资产负债同减。这“四象”怎么形成的？ 

《系辞》里说 ：“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柔相推而生变

化”。什么是“相摩”、“相推”、“相荡”？笔者认为，所谓相摩，

必须是同一物质的两个方面向不同的方向运动，否则不可能相

摩 ；相推是推移，变换位置，重新组合 ；相荡是动荡，摩擦、

推移而产生动荡，发生变化。会计方法是门实用科学，认为资

金时刻都在运动，这个运动的两方不管是资产还是负债其运动

方向都是相向的。

对于资金运动这个过程，可以用数值在数轴两侧运动的

情况来说明。在数轴原点“0”两侧，正数是阳，负数是阴，正数

是资产，负数是负债。当资金运动时，会计记账方法不管是资产

还是负债，采用的记账符号 ：凡资金由左向右运动（负债减少，

资产增加）的均“借”记 ；由右向左运动（资产减少，负债增加）

均“贷”记，它的规律是有向左运动的，必有向右运动的 ；有向

右运动的，必有向左运动的，所以“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资金运动总是相向的，相等的，这种相向运动就是相摩。

刚柔相推、阴与阳互动、变换位置、重新组合，始形成“四

象”即四种类型会计分录（见图 1下半部分）。

 从图上可以看到，“四象”中的每一象都是由阴或阳或阴阳

两个元素组成的（阳为资产，阴为负债），少阳“  ”上为阳，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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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上为资产，下为负债 ；老阳“  ”上下都是阳，即均为资产 ；

少阴“  ”上为阴，下为阳，即上为负债，下为资产 ；老阴“  ”上

下都是阴，即均为负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易经认为一切的变化都是由底部开始

的。所以我们也应遵循这一规则，做会计分录时由下往上做。

爻是易经的说法，如第一爻就是从下往上数第一画，第二爻即

第二画，第三爻即第三画，按照先借后贷的原则，从下往上数

第一画为借，第二画为贷，第三画是借还是贷？我们下面再讨

论。少阳“   ”为借 ：负债，贷 ：资产，属于负债资产同减。老阳  

“   ”为借：资产，贷：资产，属于资产一增一减。少阴“   ”为借：

资产，贷 ：负债，属于资产负债同增。老阴“   ”为借 ：负债，贷 ：

负债，属于负债一增一减。

《系辞》说 ：“变通莫大于四时”，“四象”是说四时的变化，

一切事物都象四时一样往复循环不断变化，每天的少阳、老阳、

少阴、老阴或者说早晨、正午、黄昏、午夜，每年的春夏秋冬都

是序时的。四种类型的会计分录是说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四

种情况，也是序时的。在设立一个新的企业时，企业必须筹集资

金，在企业的初创阶段，资产负债将同时增加，表现在第 4 象限

的少阴“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现金变为非现金资产，非现金

资产又变成现金，不断地循环。企业的生产经营阶段，资产一

增一减，表现在第1象限的老阳“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

对资本的结构应适当地调整，合理地确定权益资金和借入资金

的关系。企业生产阶段，负债发生一增一减的关系，表现在第3

象限的老阴“   ”。年终企业要给股东发放股利，如果企业终止

经营，需要把股东的投资返还给股东，把借入的现金偿还给债

权人，这种情况属资产、负债同时减少，表现在第2 象限的少阳      

“   ”。

《系辞》说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是说易经有四象，是

用来表示变动征兆的。一个企业的资金运动如在第 4 象限运

动，说明企业的资产、负债同时增加，企业在不断扩大规模 ；

在第1象限运动说明企业的资产在不断周转 ；在第 3 象限运动，

说明企业的资本结构在调整。但是在第 2 象限运动，资产与负

债同时减少，假如频频出现此类经济业务且数额较大，这说明

企业在不断瘦身，不断缩小规模，应引起企业管理者的警惕与

注意，应找出个中的原因，抑制这种现象继续发生。

四象生八卦

易经不会仅仅停留在能描述一天四时，一年四季的基础四象

上，它要发展，要进一步细划，因此四象生八卦。同理作为反映

监督资金运动的会计方法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四种类型会计分录

的基础上。因为这四种类型的会计分录并不能满足核算的要求。

四象上面分别加上个阴“――”，或加上个阳“－”就形成

八种不同的变化，比如说老阳“   ”，上面加上阳“－”变成天

“☰”，如果加上个阴“――”变成泽“☱”，四象上面分别加上

个阴“――”或阳“－”，就形成八卦了，即“四象生八卦”。八卦

是根据四象的变化生发出来，这八卦就是八个自然符号，代表

天地间八种自然现象，这八种自然符号，根据它的特性，进一

步概括抽象，又赋予它一个雅号，即 ：乾、坤、艮、坎、巽、震、

离、兑（见图 1）。

记账方法、会计分录也遵循这个思路。第一画、第二画或

者说一个会计科目与另一个会计科目构成四种类型的会计分

录。在此基础上，上面分别加上一个资产或负债就变成涉及到

三个或者更多会计科目的复合分录了。

从记账符号上来说，从下往上数第一画应为借，第二画应

为贷，第三画应该说可以是借也可以是贷，两种记账符号都可

以成立，本来是八卦，每卦又有两种情况，在不准多借多贷的

原则下，就会出现 16 笔复合会计分录，但在 16 笔复合会计分

录中，有许多是重复的，除天“☰”、地“☷”两卦的会计分录没

有共同分录外，余之各卦的会计分录均涉及资产又涉及负债，

可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它们相互之间均有共同会计分录，

可以合并归为一类。

这 16 笔会计分录经过合并与归纳后形成八类标准复合分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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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旭东  尧艳红

价 值投资 的要素有 哪些？笔 者 认

为，价值投资有三大要素 ：安全边际、

能力圈原则和“市场先生”。这三个要素

是价值投资者必须坚守、不能忘记的。

先说安全边际，巴菲特认为它是成

功投资的基石。它的好处体现在三个方

面 ：①如果投资者对一家企业的估值过

高，安全边际可以使他避免以过高的价

格买入其证券 ；②如果投资者以与其内

在价值相同的价格买入证券后，证券价

格有可能继续下跌，安全边际可以减少

下跌带来的损失 ；③买入价格低廉最终

会提高投资者的回报。如果没有安全边

际，则价值投资定义中的以远低于内在

价值的价格买入资产就无从实现。

能力圈原则可以保证价值投资者对

资产的估值准确。注意，这里用的是“准

确”而不是“精确”。如果投资者没有能

力对资产进行估值，那也就不用谈什么

价值投资了。

当投资者为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

而迷茫时，“市场先生”的重要性就体现

出来了，当我们想起“市场先生”时，就

会坚定自己的信心，相信我们心仪的股

票终究有一天会有一个合适的价格来买

入。如果没有喜怒无常的“市场先生”，市

场是强有效的，那么价值投资也就做不

成了，因为那意味着投资者根本无法以

有安全边际的价格买入股票等资产。

综上所述，可以作这样的总结 ：正

是因为“市场先生”情绪波动大，使得资

产价格有可能大幅低于其真正的价值，

而价值投资 者又有能力对资产进行估

值，两项条件都具备使得投资者能够以

有安全边际的价格买入资产，于是价值

投资就产生了。

再来看看价值投资大师塞思 • 卡拉

曼总结的价值投资哲学三要素，它们是，

第一，价值投资是从下往上的策略，使

用这种方法可以分辨出特定的被低估的

投资机会 ；第二，价值投资追求的是绝

对表现，而不是相对表现 ；最后，价值

投资是一种风险规避方法，对会出现哪

些错误（风险）和哪些会进展顺利（回报）

给予同等关注。

这一总结显然已经超出了价值投资

基本定义的范围，不过，它对于加深对

价值投资的理解很 有帮助。笔者坚 信，

对现代价值投资者来说，一项资产的内

在价值应该是它的折现现金流价值，这

意味着我们要使用绝对估值法而不是相

对估值法对资产进行估值，这与卡拉曼

所说的第二个要素其实是相通的。

国内有些投资者认为“企业成长性”

是价值投资的要素，笔者不大赞同这个

观点。理由如下：①成长性只是选择企

业的标准之一，或者说是对企业进行估

值考虑的因素之一，它的重要性无法与

安全边际、能力圈原则和“市场先生”相

比。②企业成长性不是价值投资对象的

价值投资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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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与易经八卦相吻合。我们对此命名为八种类型复合会计分

录。八种类型复合会计分录的资金运动的情况及相互对应关系

见图 2。

从上面图示上看到，这八种类型复合分录，其中有四笔与

四种经济类型会计分录大同小异，其它四笔与四种经济类型会

计分录有较大差异。差异点就在于这四笔复合分录其资金运

动不管是由左向右运动或者由右向左运动，有一方超过了原点

“0”。所以对这八笔复合会计分录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应

的两方都不超越原点的复合分录，即第1、2、3、4 笔 ；另一类

是有一方超越原点的复合分录，即第 5、6、7、8 笔。在不准多

借多贷的情况下，前者两方互相对应的账户每一方的性质是同

一的，或资产或负债 ；后者两方对应的账户性质一方是同一的，

或是资产或是负债，而另一方则不是同一的，有资产也有负债。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当我们看到易经的标志八卦图时，就让人想起了资产负债

表，八卦图是在一个圆圈里，中间有一条象“S”样的线，把这

个圆划分为二，形成了一条白色的鱼，一条黑色的鱼，即阴阳鱼。

白头鱼上有个黑眼，黑鱼头上有个白眼，这个黑鱼与白鱼象征

着阴、阳两仪，两者永远是相等的。那个黑眼与白眼说明阴中

有阳，阳中有阴。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这条“S”线如同资

产负债表上平分资产、负债的分界线，阴相当于负债 ，阳相当

于资产，负债恒等于资产，两者随圆的增大同时增大，随圆的减

少而同时减少，不断地向前滚动发展。那鱼的白眼与黑眼是备

抵账户，如“折旧”备抵“固定资产”。那四周的八卦符号不就是

一笔笔的会计分录吗？易经的标志八卦图与反映企业资产负债

总括情况的资产负债表如出一辄，其关系密切可见一斑。

借贷记账法久盛不衰，基本原理五百多年来没有大的变

化，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方法完全符合易经系统，在理论上与易

经相通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 ：苍山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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