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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会计审计史领域的力作

一—评《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赵友良教授所著

«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 一 书， 最近由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 一 书共分六编

十五章。 第一编 “导论 ” ， 作者从方法论入

手， 提出研究会计审计史中可能遇到的一些

主要问题及其处理的原则。 诸如怎样鉴别和

理解史料， 会计史与审计史的关系， 会计审

计史与财政史的关系， 会计审计史如何分期

等等。第二编至第五编探讨了我国古代会计

审计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一、 从原始社会到

春秋战国， 为我国会计审计的萌芽和会计诸

要素的形成时期；二、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

朝， 为我国会计审计初步发展阶段；三、从

隋唐到五代十国， 为我国会计审计逐步完善

时期，四、 从两宋到明消， 为我国会计审计

进一步发展时期。 第六编研究了从先秦到明

清整个封建社会主要的会计审计思想。 不难

看出， ＜＜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全书以方法

论为指导， 总结了我国古代会计审计的实践

经验， 并归结到思想理论。 应当说， 这样一·

个结构， 确如著名会计学家娄尔行教授在本

书 “序言 ” 中指出的， 其体系是完整的。

众所周知， 任何历史事件必然有个开

端， 会计审计的历史也不例外。 诸如， 我国

会计究竟如何产生？有说始于 “结绳记事” ,

有说始于书契， 也有说始于原始人狩猎时所

作图画， 等等， 众说纷纭。 而本书的作者则

认为， 会计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

财产私人占有制发生以后， 占有者有保护其

占有财产的必要性；二是文字产生以后，有

记录财产增减变化的可能性。根据这两个条

件， 作者明确地指出， 原始社会没有产生会

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从而得出了我国会计

萌芽于殷商后期的结论。 其他如记帐符号、

会计凭证、会计帐簿、 运算工具以及审计制

度等， 作者都作了探本求源的认真研究。

我国古代会计审计的发展固然是十分缓

慢的， 但它终究是在演变着、发展着、 进步

着的。 本书作者明确地阐述了缓慢的原因 s

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引起农民的反抗，

统治阶级则镇压反抗， 于是发生了农民战

争。 而战争的结果是人民被屠杀， 就是大批

农业劳动力被消灭， 封建经济随之而彻底崩

溃，旧的统治者也同归于尽，发生改朝换代．

新王朝建立之初， 鉴于前朝覆灭的教训， 不

得不对农民作些让步， 实行轻摇薄赋的政

策，使农村经济得到复苏并繁荣起来．但好景

不长， 一 当农民生活好转，统治者的剥削就加

重起来，于是出现了历史的反复，剥削与反剥

削、镇压与反镇压的结果，出现了又一 次的朝

代更替。 这就表现为： 发展一破坏一再发展

一再破坏一..….， 如此的历史不断循环， 遂

构成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兴衰交替， 而作为经

济管理服务的工具一一会计， 也就表现为曲

折而缓慢的进程（见本书
“
导论

”
)。 本书把我

国古代会计发展缓慢的史实， 放到 一定的社

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进行观察和研究， 是合

乎科学的、 历史的规律的， 因而其观点无疑

是正确的、鲜明的。 其他比如上计制的变

化，记帐符号从入出变到收付，以及会计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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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分析等等，都是如此。 尽管学术界对
此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本书作者合乎
逻辑的论证， 不得不令人感到具有说服人的
力狱。

大家知道， 研究古代会计审计史， 当然
婓取材十古籍。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
轻信古籍、轻下结论。 正如古人云： “尽信
书， 不如元书” 。 作者在大显占有历史资料
的基础上， 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
法，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然后引出理论性
的正确结论。 例如， 对于会计的计鼠单位，
几乎所有汉代以后的古书都说 “度量衡起千
黄钟 ” 。 作者运用大盘史料经过分析论证，

认为 “黄钟 ” 之说， 最早见于＜＜周礼·考工
记＞＞， 其中只提出 “黄钟” 这个名词， 并未
说它是制造量器的根据， 而班固在＜＜汉书·
历律忐＞＞中才说黄钟为度昼衡之本， 并把度
量都说成是十进制。 后人照抄班固之说， 于
是班固的主观想法遂成了 “历史的真实” 。
本书作者认为， 班固的说法矛盾甚多， 特别
是他把度量衡说成十进制。 春秋战国时期各
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度量制， 齐国就是四进
制。 如果 “黄钟 ” 所产生的度量是十进制，
就无法解释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了。 本书作者
同时还引用历史上其他一 些学者的论述和观
点， 他们与班固所谓 “度昼衡皆起于黄钟 ＇，

之说完全不同， 由此证明当时汉代对度矗制
的起枙就已经有很大的分歧， 可见班固之
说， 并不可靠。作者的学术观点， 在本书第
十五章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即此一 端， 足
见此书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 是十分认真
的。应当说， 作者也并未下结论， 但他提出
了问题作为存疑， 可供读者研究， 这正是一

种很慎重负责的态度。
会计审计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学科， 撰写

会计市计史， 应当而且也必须反映出它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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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展悄况。 但作者并不是从纯技术观点来
研究会计审计史的， 而是善于掌握和运用政
治经济的规律来进行研究。比如，在市计方
面， 作者认为审计在古代只是一种财政监督
工作。 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政治是否廉沽密
不可分的， 而且还是互为因果的： 凡是政治
清明， 官吏廉沽， 审计就有效地起到财政监
督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反过来义促进了政治
上的廉洁。 凡是政治腐败， 官吏贪污成风，
审计也就失败， 起不到财政监督的作用；审
计起不了监督的作用， 就更加速了统治阶级
的腐化。 这就是本书总结我国古代会计审计
史得出的两个规律性结论， 并且贯穿千全书
中。 如此立论， 很有见地。

关于通货膨胀会计问题， 是当前会计学
术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热点课题。而这个问
题， 在（＜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 一 书中， 追
溯到宋代纸币产生对会计的影响。 作者指
出， 当时由于 “纸币泛滥， 钱荒物贵 ＇， ， 商
人不愿使用纸币。 南宋理宗保庆时， 纸币大
幅度贬值， 物价更加上涨。 由于通货膨胀，
对会计核算产生很大影响，产生了国家财政
收支的虚假性， 影响到财产真实性和成本的
正确性。作者认为， 这乃是研究宋代以后会
计史必然碰到的问题。 这个论点显然是十分
重要的， 作者在以后论述宋、 辽、 金、 元，
以及明清时期的会计审计时， 都贯穿了这个
论点， 对读者是很有沉刻启示的。

还应指出的是， 本书作者在论述中国占
代会计审计史的过程中， 将中国古代的会计
审计思想， 单独成编， 进行研究和评述。 这
也是独树一 帜的。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址
一部对会计界、 学术界起到 “知古鉴今 ”

（娄尔行教授语）积极作用的力作， 是值得
推荐给广大读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