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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账为证：中国共产党

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实

在革命根据地留存下来的红色史料

中，包括一些珍贵的老账本，它们形成

于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以朴

素的文字和数字，记录着真实的革命史

事与史实。山东会计博物馆近期举办的

“红色会计”主题展上展出了山西收藏

家李锦彰先生收藏的两本抗战初期柏兰

村账簿，账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史实、为抗日战

争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严格的后勤管理

制度，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党和人民

军队的衷心爱戴和支持。其中内含的革

命精神和历史意蕴，是中国共产党致胜

的法宝，也是未来走向更大辉煌的无尽

动力。

一、账簿简介

这两本账，一本是《柏兰村记石炭

支差账》（以下简称石炭支差账），另一

本是《柏兰村记粮草收支账》（以下简

称粮草收支账），其中尤以粮草收支账

所记内容最为丰富多样。这两本账虽然

外表形式简朴，粮草收支账甚至还残破

到没了封皮，但却极为珍贵，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石炭支差账封皮上一枚

印文为“五台县第三区柏兰镇镇公所图

记”的红色印章，宣示了该账簿属于柏

兰镇镇公所官方账簿的性质。封皮上注

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立”，内容记录时

间是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

至十一月二十九日（1937 年 9 月 27 日至

12 月 31 日）。这一时间段恰好是日军进

攻山西，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

编为八路军进入山西抗战的初始时期。

这两本账簿所记事实的发生地柏兰村

（镇），是山西省五台县陈家庄乡下属的

一个古老村镇，位于五台县东南部，南

与盂县相连，东与河北省平山县接壤。

经此可通达大同、忻州、太原、阳泉、石

家庄等地，为五台县五大古镇之一，商

贸发达，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从账簿所记内容及相关史料可

知，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第 115 师、第

120 师等部曾驻扎或经过这里。账簿中

详细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结束后第二天至

1937 年年底 3 个月间，由柏兰镇（村）镇

公所经手的柏兰镇及周边村民、商号缴

纳的小米、玉米、高粱以及草料、石炭

等物资，以及在此驻扎（包括养伤）的

各路人马领取物资的详细情形。

账本采用传统中式账簿常见的纸

质装订形式。石炭支差账封面要素完

整（如图 1 所示），从右到左依次记 ：柏

兰村记、民国二十六年八月立（上有印

章）、石炭支差账。另外一本粮草收支

账虽然封皮残缺，但账簿形式与石炭

支差账相同（如图 2 所示）。两本账簿皆

属于流水账，涉及物资一般是上“收”

下“取”，涉及现金流入用“入”字。账

簿字体虽潦草，但是记录非常规范。如

粮草收支账的第一页，最右侧从农历八

月二十三日开始下有红色印章，上面一

行每项的开始有记账符号，上有红色小

圈，表示已经核实。未经核实的账项则

不会有红色小圈标记。

2019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

“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

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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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处逢生，在

攻艰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处于顺境还是逆

境，我们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与使命，义

无反顾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

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该账簿

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党的初心与

使命论述的一个注解。以下主要针对粮

草收支账记录开展分析研究，从这个视

角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

民族所做出的伟大牺牲与贡献。

二、粮草收支账：艰苦抗战的

史料见证

粮草收支账记录内容极为丰富，记

录格式规范严谨，基本没有涂改痕迹，

可见记账人认真细致且经验老道。账簿

中最珍贵和值得研究的是在一些标“取”

的物资数量右侧所加的备注。这些备注

属于会计摘要的性质，具体说明取用物

资的主体（机构或个人）、用途，并能够

据以推断出许多细节情况。本文主要根

据这些备注对该账中涉及到的物资种

类，领用主体，领用的数量、频次、用途

及原因等进行整理分析，以展现该账簿

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史实及诸

多细节。

（一）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山西抗日

前线浴血奋战的史实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发布命令，西北地区的红军改名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

辖第 115 师、第 120 师和第 129 师。其中，

红二方面军第 6 军团和第 32 军、红军总

部特务团一部，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

改编为八路军第 120 师 359 旅，下辖 717、

718 两个团，总兵力 5 000 余人。改编完

成之后，旅长陈伯钧率 718 团和旅直属

营一部留守陕甘宁边区，后归八路军留

守兵团建制 ；副旅长王震率 717 团和旅

直属营一部共 2 100 余人东渡黄河开赴

山西抗日前线，在五台、平山（属河北

省）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配合国民党

军进行忻口、太原作战。本账簿所在的

柏兰村，正是 359 旅的活动区域之一。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第 115 师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在位于山西省

大同市灵丘县和忻州市繁峙县交界处

的平型岭脚下的平型关，伏击号称“钢

军”的日军板垣征四郎第 5 师团第 21 旅

团一部及辎重车队，经过浴血死拼，歼

敌 1 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缴获

一批辎重和武器，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

中国军队的首次大胜利，振奋了军心民

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柏兰账簿的记录起始于民国二十六

年八月二十三日（1937 年 9 月 27 日），恰

为平型关大捷两天之后。从账簿记录及

相关史料分析，账簿所记正是平型关大

捷之后第 115 师及相关部队转移到五台

山周围地区整修补充并进一步开展抗战

的相关支出。

当第 115 师在平型关一带阻击日军

进攻时，第 120 师 359 旅在柏兰镇集结

待命。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1937 年 10

月 1 日）这天，717 团军需处领取白面 50

斤，合洋 10 元。在当时的山西，白面供

应稀缺，50 斤白面虽是杯水车薪，但对

浴血奋战、时时面对死亡威胁而又物资

缺乏、生活艰苦的八路军指战员来说，

能够吃到一口白面已是难得的享受乃至

奖赏。

按该账簿记载，农历九月二十三日

至 二 十 八 日（10 月 26 日 至 10 月 31 日 ）

八路军供给部、第 115 师医院、第 115 师

运输队、总特务团等领取了干草、花料、

小米子等物资，九月二十三日（10 月 26

日）八路军供给部分两次取干草 213 斤、

1 036 斤，极有可能是为新的战斗或踏上

新的征程做准备。1937 年 10 月 28 日，朱

德总司令按照毛主席指示，率八路军总

部与第 115 师师部及第 343 旅，由五台

县南茹村到柏兰村一宿，次日向盂县方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专栏

图1  《柏兰村记石炭支差账》封面

图2  《柏兰村记粮草收支账》第1页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1 156 

向转移，此账记录的内容极有可能与该

史实相关联。

粮草收支账中的记录证明，在日

军进入山西攻击忻口、娘子关等战略要

地的关键时刻，八路军总部和三个师主

力，以及我党领导下的诸多游击队，始

终处在抗战的第一线，在极为贫乏的物

资供应下打击敌人，坚持抗战。账簿中

多次出现的“慰劳伤兵”“伤兵用”等文

字，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战争背后人民

军队流血牺牲的残酷事实，深刻地体会

到胜利的来之不易。一笔笔领取物资的

细致记录，反映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坚持抗日的历史史实。八路军积极抗

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延迟了日军南下的

步伐，也粉碎了日军“一个星期占领山

西”的计划。仅在忻口战役中，日军即

伤亡 2 万多人，其中八路军的侧翼配合

极为重要。该账簿的记录成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八路军积极抗战的见证者。

（二）太原会战结束之后，我党领导

下的游击队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

1937 年 11 月 9 日（农历十月初七），

八路军主力部队转战太行、太岳山区建

立抗日根据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

游击战争。这一史实也在柏兰账簿中得

到了印证 ：十月初六之前，大多记录是

对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医院、运输队的物

资供应 ；从十月初六开始，则大量出现

游击队、义勇队、自卫队等游击部队及

组织领取物资的记录，领取数额较小但

非常频繁，部分记录如下。

（农历十月）初六日

游击队 取小米子8斤

初九 

游击队 取花料3斤、干草12斤

游击队取 干柴50斤（合2毛5分）

十六日

总动会 取花料 84斤（金参谋来）

游击队取花料6斤、干草20斤

总动会 取米子3斤（伤兵用）

十月十七日

盂县游击队 取花料 18斤、米子52

斤、石炭40斤（合1毛3）、干草48斤

二十日

游击 司令部 取白面10斤、干草75

斤、小米子14斤

总动会 取小米子 69斤半

二十五日

游击队 取黾子（3条） 合大洋6毛5

总动会 取花料 8斤

……

五台办公所 取花料375斤半

总动会 取花料16斤半（短秤）

二十九日

小米2斤（平山游击队用）

游击队 取小米80斤（张二清家用）

游击队 取花料6斤、干草24斤

游击司令部 取花料10斤、干草30

斤（通讯员来用）、小米子2斤

总动会 取小米子5斤（初二日1斤、

初三1斤、1斤、初四2斤）（穆先生来）

上述记录表明，游击队是柏兰村领

取物资的主要力量，甚至距离柏兰村近

两百公里的盂县游击队也在此活动，领

取物资。其中“总动会”的全称是“第二

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主要负责发挥积极组织、动员群众进行

抗战的作用。

游击队之所以能够快速成为抗战的

重要力量，是毛主席高瞻远瞩进行战略

部署的结果。据史料记载，太原陷落后，

毛泽东指示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重

点控制五台山脉，形成恒山、五台、管涔

三大山脉之间的广泛游击区域，同时做

好敌人占领整个华北的准备，建立统一

战线和发动群众工作，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五台山脉是游击队控制的三大重点

区域之一，柏兰村位于五台县，也是晋

冀交界处的战略要冲。从账簿可以看出

几支活跃的游击队身影，如“游击队”可

能就是归属五台县的本地游击队，此外

还出现过盂县游击队、平山游击队、陡

寺自卫队、义勇队等领取物资的情形。

（三）严明规范的后勤管理制度

一般而言，账簿规范程度是管理

规范程度的客观反映。研读账簿记录发

现，各种物资的缴纳和领用（取）账目清

楚、手续制度完备，实物计量与货币计

量并用，数字精确。对于实物缴纳和领

取之间因称量误差造成的短少，也以“短

秤”方式予以注明，充分显示了我党领

导下人民军队后勤管理的严明与规范。

账簿中涉及（五台）游击队、盂县

游击队、平山游击队等领取记录。“（农

历十月）初九日 盂县游击队 取小米子

16 斤、取花料 15 斤、干草 45 斤、石炭 40

斤、菜 4 斤、黄糖 3 两、大油 1 两 合洋 2

元 7 角 3 分”。该记录列明从邻县而来的

盂县游击队从本镇镇公所账上领取的物

资，该游击队领取物资并非无偿拨付，

而是支付了洋钱“2 元 7 角 3 分”，说明

不同区域的游击队有着不同的后勤物

资来源，这对军队后勤物资的管理有着

极大的助益。另外，账簿中多笔记录涉

及到游击队领取小米子等物资时，标明

经谁手或者在某某家用，或者标明领取

者与使用者的主体，如“（农历十月）初

九 游击队 取小米子 9 斤（闫秀手）”“（农

历十一月）初五 游击队 取小米子 116 斤

（白东洋 50 斤、张三林 30 斤、闫成存 36

斤）”“十一日 游击队 取小米子 60 斤（张

书清家用）”“十二日 动员会 取花料 398

斤（687 团用） 三区军用代办所 取小米

3 斤（游击司令部用）”, 有助于了解物资

去向，加强抗战物资的管理。该账簿的

第 18 页有补记农历十月十七日之后收

支情况的记录 ：“（补）十月十七日 游

击队 取花料 6 斤”“十八日 取花料 6 斤、

十九日取花料 6 斤、二十日取花料 6 斤、

二十一日取花料 6 斤、二十二日 取花料

6 斤”。总共 36 斤花料，分为 6 天 6 次领

取，一方面说明物资紧缺，另一方面也

说明物资供应的节奏控制严格，杜绝浪

费的发生。

自古以来，都有“兵马未动，粮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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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说法。可是仅有“粮草”不够，还

需对军队后勤物资进行严格的管理，以

防止出现营私舞弊、贪污浪费的现象。

而严格的后勤管理制度需要严谨科学的

会计制度，以加强对后勤物资的核算与

管理。事实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成立之时，就开始探索实施

统一的会计制度与财政制度。1931 年 12

月 27 日，临时中央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此条例是临时中央政

府的第一个财政法规。自条例发布以

来，又陆续发布其他相关制度条例，如

收入统一制度、预决算制度、国库制度、

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等，从制度上规范

和保障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收支，保

证革命战争需要。这些制度的实施也为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

国成立后的财经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

从粮草收支账的规范程度来看，也可能

受到苏区统一的会计制度等的影响。

（四）账簿记录的粮草物资领用数

目细节，证实我军抗战“艰苦卓绝”绝

非虚言

账簿记录表明，战士们的食物主要

是小米子、玉茭子、红茭子（山西本地

方言对小米、玉米、高粱的叫法），牲口

吃的是干草、花料，其他物资数量极少。

本文初步对账簿记录的物资种类与数量

做了简单统计（如表 1 所示）。

由于缺乏驻军及具体食（使）用粮

草物资的人数数据，无法据此计算每人

每日的耗（食）用量。但根据以上 3 个多

月的供应（取用）数量，却可以很明白地

看出部队生活的基本状况 ：杂粮为食，

油水（肉、油）罕见，基本无菜，生存艰

难。三个月紧张的征战时间，许多军人

聚集在一个村镇中，却仅耗用了 3 斤羊

肉、1 两大油（猪油）、4 斤菜。

山西以养羊闻名，可几个月来仅

有一笔羊肉领取记录，发生于农历十月

十八日。“游击队 取 小米子 5 斤 取小米

子 6 斤 取羊肉 3 斤 收（杨）巨魁 羊肉 3

斤”。这里记录“取 羊肉 3 斤，收（杨）巨

魁 羊肉 3 斤”是同一天，可能是杨巨魁

个人供应给游击队的。该账簿中“杨巨

魁”这个人名多次出现，有时候以“巨

魁”名字出现，供应小米、玉米、干草、

花料等物资，数量很大。初步推断他可

能是一个积极支持抗战的当地大户。

事实上，作为主食的小米子的供应

也是十分有限的，如农历十月十二日的

一笔记录 ：“十二日 游击队取小米子 90

斤（杨西寿家 用，十日粮，6 人）”。该笔

记录说明，游击队员 6 人住在杨西寿家，

一次领取 10 日的口粮共计小米 90 斤。

按一天 3 顿计算，每人每顿口粮只合半

斤小米子。这个数量对于年轻力壮的游

击队员而言，显然是不够的。账簿并没

有记录他们还有别的食品供应，可以推

想游击队员们极可能是饿着肚子与武装

到牙齿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杀。

以上账簿记录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抗日将士们的艰难困苦，也更能深切地

体会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

（五）账簿记录见证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

深情

柏兰账簿所属的五台山区域属于太

行山系的北端，处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

带，地旱树稀，民众生活并不富裕。可

是从账簿中一笔笔民众捐纳粮食和物

品（包括作为燃料的石炭）的记录中（如  

图 3 所示），可以看出民众对八路军以及

游击队无私、热情的支援。一方面，表

现在数量方面，商号方面捐纳相对数量

高一点，普通民众单次相对少一点。然

而你三斤、我三斤，积少成多，且频率

很高，表明群众对抗战将士们的支持普

遍热情较高。另一方面，在游击队领取

物资的记录方面，还标明了在谁家吃用，

这除了说明物资管理严格，也说明群众

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支持。充分体现了

抗战时期民众各尽所能、公平负担、有

力出力、有钱（粮）出钱（粮）的精神。

另外，还有几笔记录值得关注，表明群

众对抗战将士们的支持以及爱戴之情。

“（农历九月）初十 出 慰劳伤兵民夫小

表1     《柏兰村记粮草收支账》中涉及的物资种类与数量统计
物资

种类
小米子 玉茭子 红茭子 干草 花料 石炭 干柴 白面 莜面 山药 其他

物资
数量

2 602斤
12两
20斗

397斤
85斗

50斤
3斗

6 076斤
2 653斤
7两

39斗半
80斤 50斤 77斤 6斤 50斤

大油1两
菜4斤
黄糖3两
小豆8升
羊肉3斤
黾子3条

图3   《柏兰村记粮草收支账》第2页捐纳小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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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83 斤 出 十一日 慰劳伤兵民夫小米 43

斤 出 十二日 慰劳伤兵民夫小米 8 斤 出 

十三日 南京来兵 小米 26 斤”。

1937 年农历九月初十（10 月 13 日），

正值忻口战役时期。忻口战役是全面抗

战开始后国共军队在正面坚守和敌后袭

击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一次成功的防

御战役。中国军队在此坚守了 20 多天，

有力地阻止了日军南进，伤亡日军 2 万

多人。在此期间，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

的领导下，在晋东北和晋西北地区展开

了广泛的游击战，区域也包括该账簿发

生地柏兰以及周边地区。第 120 师在晋

东北收复了井坪镇、平鲁县城、宁武县

城以及同蒲路上的许多要点以及雁门关

等要地，第 115 师在晋西北以及冀西、察

北地区收复了 10 个县城以及平型关、紫

荆关等要点，并多次袭击日军的兵站和

据点，切断张家口至代县的后方交通线。

此处几笔领取记录，说明了慰劳伤

兵民夫物资的种类与数量。该账簿见证

了劳动人民对抗日战争的支持，也反映

了民众希望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共产

党顺应民心民意，通过开展广泛、灵活、

务实有效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侵华

日军的嚣张气焰，也赢得了民心民意，

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解放全中

国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责任编辑  樊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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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2021年

“会计先生风采”专栏候选人的启事

启事

时代华章，在奋斗中书写。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开局之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奋斗的路上，总

有一些身影，顽强拼搏、上下求索，如一座座灯塔，照亮一方山河，

其中不乏在财会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孜孜以求的“会计先

生”。为充分展现新时代“会计先生”的风采，书写会计人的奋斗历

程和家国情怀，本刊2021年10月继续推出以“勤勉、睿智、诚信、担

当”为主旨的“会计先生风采”专栏。现诚邀广大读者（包括微信公

众号的读者）推荐2021年“会计先生风采”专栏候选人，推荐人选可

以是辛勤工作的自己，也可以是心目中优秀的会计先生榜样。具体

要求如下：

一、稿件内容

可结合以下某一个或几个话题分享精彩的事例或片段，也可结

合自身经历有感而发：职业生涯的成长故事、奋斗历程和精彩华章；

激励自己成长进步、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成功之路上的感悟

和家国情怀；个人基本特质、行事风格和工作态度；昂扬向上的人

生态度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平衡工作、学习、家庭和社会的密码。 

二、稿件要求

1.篇幅以3 500字左右为宜。

2.请附上候选人的个人简介（主要为职务和成就方面）及照片（生

活照，具有较高清晰度）。

3.截稿日期为2021年8月31日。

4.请将稿件及相关资料发送至邮箱：cwykj187@126.com，并注

明“2021年会计先生风采征稿”；《财务与会计》编辑中心联系电话：

010-88227071。

本刊将在候选人中择优选取10位会计先生，文章和照片将于《财

务与会计》2021年第20期“会计先生风采”专栏集中刊发。

我们热情期待您的分享，静候您的故事。衷心感谢！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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