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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三年的少年回到家中，金
家的拼图从此完整，命运的转盘似
乎重回原位。但少年脑后消失的疤
痕、变化的鞋子尺码、与往日大为不
同的饮食习惯，一切的细节都在追
问：回来的人是走失的边杰吗？金
父为何频频拒绝亲子鉴定，对少年
破绽百出的身份视而不见？是不忍
打破团圆美梦的将错就错，还是刻
意掩饰真相的欲盖弥彰？看似幸福
美满的家庭摇摇欲坠，尘封多年的
案件悬而未决。

电 视 剧《看 不 见 影 子 的 少 年》
以 身 份 不 明 的 少 年 小 七 和 因 失 孤
而 坚 守 于 打 拐 一 线 的 刑 警 王 士 涂
为中心，讲述了两人从相互对峙走
向 治 愈 彼 此 的 过 程 。 从 与 金 家 人
相认开始，小七的一举一动就引起
了 王 士 涂 的 密 切 关 注 。 而 随 着 剧
情的不断推进，尘封的往事泛起波
澜 ，真相最终水落石出。1984 年 ，
金满福出于对继子边杰的不满，恶
意策划了一起拐卖儿童案，意图用
这种方式让边杰“顺理成章”地消
失 。 人 贩 子 因 为 错 认 而 误 将 王 士
涂的儿子豆豆拐走，自此一个完整
的家庭支离破碎，一个父亲活在漫
长的寻子途中。1993 年，姐姐金燕
误认为自己失手杀害了边杰，金满
福企图埋尸掩盖罪证，意外发现边
杰还活着，却依然残忍地选择了痛
下杀手……

这部剧在性质上属于社会派推
理作品，它并不执着于曲折离奇的
烧脑剧情，也没有采用讳莫如深的
拍摄手法来增加悬念，在结局的设
置上放弃了传统悬疑片题材擅长的
重重反转，案件的真相随着故事推
进呼之欲出。这正是创作者的用心
所在。相较于吸引观众猜谜解密，
它更希望通过剧情引起大众对人性
的思考，提高对“失孤家庭”“拐卖儿
童”等社会议题的关注。正如导演
周全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甚至放
弃了许多传统悬疑剧的叙事方法，
把原本可以留在中后期释放的悬念
信息，在剧集的前三分之二就展露
无遗，为的就是让观众能更舒适更
自然地感受人物的情感变化，而不
受情节的干扰。”《看不见影子的少
年》用满怀人文关怀的口吻讲述了
一个痛与爱交替、失去和寻找并存
的人世间故事，它同情走失的孩子，
怜悯失孤的家庭，谴责人性的恶。
但同时它也让人葆有希望，也许明
日曙光出现之时，迷路的孩子就会

回家，因为家人的寻找从未停歇，亲
人的思念不曾缺席。

由这部剧想到高分电视剧《漫
长的季节》，也以陈年积案为引，一样
将视角对准骨肉亲情。主角王响被
困在儿子死亡的秋天，此后的 20年，
每当他想要放下苦楚的回忆向前走
时，总是忍不住频频回头。在王响无
数次的幻想中，都能看到浑身湿透的
儿子流着眼泪坐在饭桌对面，他紧紧
握住儿子的手，祈祷自己从未松开
过。这份爱是如此的厚重而真挚，让
剧外的观众得以与剧中人共鸣。也
正因人与人共通的情感，我们才能体
会王响难以放下的苦涩、理解王士涂
十年如一日走在寻子路上的执拗。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每个
人 心 底 最 柔 软 的 部 分 。 爱 因 斯 坦
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
发现了生命的意义，爱是唯一的答
案 ；爱是最强大的力量，因为爱没
有限制。”爱让小七甘愿做边杰的
影子，因为母亲的关怀是他梦寐以
求的温暖；爱让边美珍忘记一切也

忘不掉儿子，她望向回来的孩子的
眼神里，似有千言万语，却只汇成
一句：“饿了吗，中午吃了什么？”离
别数载，最担忧离家的孩子有没有
挨饿受冻，朴素的真情流露却有千
斤 的 重 量 。 唐 代 诗 人 孟 郊 饱 尝 世
态炎凉，更觉亲情可贵，写出感人
至深的诗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
迟归。”这篇《游子吟》跨越千年仍
在传颂，是因为“诗从肺腑出，出辄
愁 肺 腑 ”，因 为 发 自 真 心 ，情 真
意切。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
而作。《看不见影子的少年》正是文
艺工作者关注现实的一份努力。近
年来，随着社会对拐卖儿童案件关
注越来越多，以此为题材的影视作
品陆续涌现。现实主义影片《失孤》
在上映之初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它
讲 述 一 名 父 亲 十 五 年 如 一 日 骑 摩
托，历经千辛万苦寻找被拐儿子的
故事。在电影播出 6 年后，被拐儿
童原型郭新振被找回，父亲郭刚堂
漫漫寻子路上所有难以言表的辛酸

苦楚，此刻终于有了回响。
无独有偶，《亲爱的》也是一部

改编自真实故事的打拐题材电影。
影片中，一边是亲生父母为了走失
的孩子饱受煎熬、日夜寻找，一边是
养母与孩子结下难以割舍的情感。
观 众 在 欣 慰 孩 子 终 于 回 到 父 母 身
边、骨肉分离的痛苦总算能被抚慰
的 同 时 ，也 对 养 母 的 悲 伤 于 心 不
忍。在两个家庭悲剧的背后，投射
出人贩子的贪婪与凶残。河北邢台
走失儿童解清帅被拐的 25 年间，妈
妈始终不能原谅自己当年的一时疏
忽，因为出门买菜将 2 岁的儿子独
自放在家中，才让犯罪分子有了可
乘之机。这也如同一根针，时刻刺
痛着她，直到失散已久的孩子被找
回，在相拥而泣的瞬间，破碎的心才
被缝合。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的总制片
人王旭东提道：“帮助失孤少年回家
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我们生产影
视作品不仅仅考虑娱乐属性，更多
也要兼顾社会属性。”这也是该剧在
每一集片尾发布“宝贝回家”信息的
原 因 —— 多 一 分 关 注 就 多 一 分 希
望，汇聚星星萤火，也能驱散返航途
中的重重迷雾。

愿所有走失的孩子，都能在阳
光下找回自己的影子，寻回失落的
自我；愿每一个离家的孩子都能早
日团圆，别来无恙。

“影子少年”的回家路
江东 徐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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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时节，似玉如脂的芋艿纷纷
在百姓餐桌上露面，让人们品味尝
鲜。我国不少地方有中秋节吃芋艿的
习 俗 ，至 今 盛 行 不 衰 。芋 艿 ，简 称

“芋”，又称芋渠、蹲鸱、芋魁等，俗称
“芋头”。

芋艿的栽培历史悠久，《汉书·翟
方进传》中有“饭我豆食羹芋魁”之
载。《史书·项羽本纪》亦载：“士卒食
芋菽。”芋艿，其踪迹遍及我国南方及
华北各地，分旱芋、水芋两大家族，水
芋味胜于旱芋。苏杭一带的“红梗芋”

“白梗芋”，福建的“槟榔芋”和浙江宁
波奉化芋艿，乃芋中佳品。奉化芋艿，
以个大、皮薄、肉白、味鲜而闻名，当
地流传的一句俗语“跑过三关六码
头，吃过奉化芋艿头”，道出了奉化芋
艿的知名度。

芋艿博得了不少文人墨客的极
口揄扬，吟咏之佳句屡见于诗文。唐
代王维留下“香饭青菰米，嘉蔬紫芋
羹”的佳句。宋代陆游感叹：“风炉歙
钵生涯在，且试新寒芋糁羹。”他还
说：“烹栗煨芋魁，味美敌熊蹯。”明代
高启咏芋曰：“寒斋自喂啖，不用岳僧
残。”明代屠本畯的《蹲鸱》诗写的则
是煨芋头：“大者如盎小如毬，地炉文
火煨悠悠。须臾清香户外幽，剖之忽
然眉破愁。玉脂如肪粉且柔，芋魁芋
魁满载瓯。”清代查慎行在《收芋》诗
中吟道：“年丰百物登，磊落光堆碗。
其魁蹲如鸱，小亦伏鷇卵。”清代郑板
桥对芋爱之有加：“闭门煨芋挑灯，
灯尽芋香天晓。”而读了宋代苏东坡
的咏芋诗，则馋涎欲滴了：“香似龙
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相传清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以钦
差大臣身份到广州主持禁烟时，英、
德等国领事特备西餐凉席宴请林则
徐，企图让林则徐在吃冰淇淋时出丑
未果。事后，林则徐也设宴“回敬”，在
连上几道凉菜后，又端上“太极芋泥”
这道菜。此菜不冒热气，表面看犹如
凉菜，结果不明底细的客人拿起汤匙
舀了一勺，往嘴里一送，被烫得舌头
发直。这是中国福建的名菜“太极芋
泥”！原来，“太极芋泥”这道菜，看似
凉菜，实则烫嘴。

品味芋艿时，不禁想起广西北流
的传统时令食点——芋头糕，其主料
就是芋头，食之香甜可口，为当地中
秋必备的美食。据传，古时北流的圭
江岸边，有一对恩爱夫妻，官府抓丁，
丈夫从军。每逢中秋佳节，妻子带着
亲手制作的芋头糕，来到圭江岸边的
高山上，供奉明月，遥寄苍天，祈求上
天保佑她和郎君早日团圆。但望穿秋
水，她也未看到丈夫的身影。年轻的
妻子竟化成一座巨石山，这座山被称
为望夫山……

吃芋的习俗，缘于“芋”与家人相
遇的“遇”谐音。清乾隆癸未年的《潮
州府志》中记载：“中秋玩月，剥芋头
食之，谓之剥鬼皮。”在粤语中，“芋

头”与“护头”谐音，一家人在一起吃芋头有阖家团圆
平安的含义。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八大山人，绘有多幅以芋为
题材的画作，如《芋头》《芋》等。这些画作构图简洁，
用笔简单，多用水墨，但寥寥几笔，将芋艿刻画得入
木三分，彰显独特的意境。他的一幅以芋为题材的画
作，右下侧的题芋诗充满温情：“洪崖老夫煨榾柮，拨
尽寒灰手加额。是谁敲破雪中门，愿举蹲鸱以奉客。”

“蹲鸱”，芋头的别称。
著名画家齐白石擅画蔬果。在蔬果题材中，他非

常喜欢画芋，不仅画可吃的芋头，有时还画芋的茎
叶，如《饭豆芋魁》《芋叶小鸡》等画作，寥寥数笔，将
芋头之状描绘得淋漓尽致，形象逼真。齐白石出生于
农家，对芋更是感触颇深。据《齐白石自述》载：“田里
有点芋头，母亲教我去拔，拿回家，用牛粪煨着吃。后
来我每逢画着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曾经题过
一首诗：‘一坵香芋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到老莫
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

芋艿不仅美味可口，且具食疗价值。祖国医学认
为，芋头味甘辛、性平，有消疬散结，治瘰疬肿毒、腹
中癖块、牛皮癣、汤火伤等功效。《滇南本草》说芋能

“治中气不足，久服补肝肾，添精益髓”。《别录》称之
“主宽肠胃，充肌肤，滑中”。《唐本草》认为芋“蒸煮冷
啖，疗热止渴”。《日华子本草》说芋“和鱼煮，甚下气，
调中补虚”。

芋艿食法五花八门，荤素皆宜，一经烤、蒸、烧、
煮、炒等，皆可成美味。在家常菜谱中，芋艿鸡块、芋
艿排骨煲、芋艿猪蹄、椒盐芋艿、葱油芋艿等等，为常
啖不厌的家庭餐桌上的美味。芋艿一经巧手烹制，还
能跃上筵席殿堂，如福建名菜中的“太极芋泥”“花芋
烧猪蹄”。“花芋”在福州称之为槟榔芋，个大、肉有花
点，多粉且香味浓厚，用于烧猪蹄独具特色，其成菜
软烂甘醇，芋香宜人，炙热可口。广东潮州名菜中的

“玻璃芋蓉”，为当地秋末初冬的佳肴，以芋头、猪白
膘肉为主料烹制而成，猪肉透明脆化，芋泥香滑可
口，别有风味。

芋艿在地方名点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如福建的
“芋子饺”，为福建长汀的传统名点，以毛芋子制成薄
皮，以肉沫、香菇、大葱等馅心煮制、蒸制或煎制而成
的点心，食之风味别具。广西著名食点“荔浦芋头
糕”，以荔浦香芋、粘米粉、腊肠、腊肉、叉烧、南乳、虾
米和鲜虾为主要材料制作而成，美味可口。广东名点

“蜂巢芋角”，用芋泥作皮，配以瘦肉、虾肉等作馅，包
制成角形，下油锅炸制而成，外皮酥脆，鲜美香浓。台
湾名小吃“八宝芋巢”，由芋泥加果料蒸制、勾芡而
成，特点是香甜可口，软糯细腻……

芋艿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煨芋艿”。《东坡杂记》
中就有关于煨芋艿的介绍：“芋当去皮，湿纸包，煨之
火，过熟，乃热啖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宋代
陈达叟的《本心斋疏食谱》中有“煨芋”的记载，即在
灰火中把芋头干炕香熟。他认为有了煨芋头，就可

“却彼羔羊”，不想吃羊羔这类美味珍馐了。此说法虽
有点夸张，但煨成的芋艿确实香甜可口，所以有民谣
说：“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熟，天子不
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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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掌握了账簿，谁就掌握了权
力。”《账簿与权力》封面上的文字
夺人眼球。美第奇家族的没落、西班
牙帝国的兴亡、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美国独立战争……跌宕起伏的历史
事件，不断登场的历史人物，跟会计
核算和会计师有什么关系？会计在
治理国家这门艺术当中，可以是创
建稳定金融系统的重要工具，也会
成为被肆意滥用的武器。

在《账簿与权力》这本书中，历
史学家雅各布·索尔为我们描绘了
一部详尽的会计史，通过情节紧凑、
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以及性格鲜
明、命运多舛的人物，追踪会计文
化、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与政治权力
之间的紧张关系，展示了会计核算
如何缔造出无数的王国、帝国乃至
整个人类文明史。

1.
在 1828 年的小说《禁治产》中，

法国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表
明，会计最适合对“人类心灵的悲惨
遭遇”进行衡量。巴尔扎克描述，巴
黎地方官不仅查处财务腐败，还设
计了一套会计核算体系，来管理巴
士底广场上面巴黎第十二区的各项
事务：“我们对周围的所有悲惨遭遇
都进行了量化记录，填列在账簿中，
并 对 每 个 悲 惨 的 故 事 都 进 行 了 记
录，就如商人记录其各项应收账款
一样。”

在 19 世纪的所有作家当中，查
尔斯·狄更斯对会计师和诚信问题
的观点最为鲜明。在狄更斯描绘的
世界中，会计师的形象被简化成好
心肠但总是不走运的办事员、满怀
恶意的诈骗犯或噩梦缠身的官员形
象。会计师可能是像鲍勃·克拉契这
样的好人，他是《圣诞欢歌》中小蒂
姆的父亲，他忠诚如一地为守财奴
斯克鲁奇的银行或钱庄记账。或者
是像《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
先生那样的人，他公开揭露了其雇
主兼诈骗犯希普的真实面目。

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本
人就是一名会计，是海军出纳办公
室的一名办事员。狄更斯一家经历
过饥寒交迫的生活。1821 年，约翰·
狄更斯失去了工作，他在负债累累
的情况下被抓了起来，并被送到萨
瑟克区的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父
亲被捕时狄更斯只有 12 岁。后来，
狄更斯的祖父去世并给他父亲留下
一笔财产，将他父亲救出监狱。狄更
斯将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作为其著
名小说《小杜丽》的场景，这本小说
描绘了财务的走样、债务问题以及
他父亲的窘境。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年-
1888 年）由信奉先验论的父母抚养
长大，她的父母与爱默生和梭罗过从
甚密，这些人文主义作家指导过幼时
的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一书中，奥
尔科特描述，尽管会计记账是家政管
理的必要手段，但也可能给贫贱夫妻
的婚姻生活带来压力：“她至今都做
得不错，细心谨慎，一丝不苟，整洁地
记录着账簿信息，每月让他看一下，
他丝毫不担心。但那个秋天，毒蛇钻
进了梅格的伊甸园，并拿着美丽的衣
服而非苹果，不停地诱惑她。”当梅格
的丈夫约翰拿出账簿看到她的花销
之后，她感到了真实的恐惧。账单不
受欢迎，却揭开了贫穷的真相。

波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看到

了会计核算在掩饰人性罪恶和苦难
中发挥的作用。在其小说《黑暗的
心》中，他对殖民地暴行进行了无情
的抨击：“公司”日渐堕落，在其位于
非洲的种植园参与谋杀，但其会计
记录总是整洁清白，记录的信息十
分 全 面 …… 在 会 计 师 编 造 的 数 据
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拉德刻画的经
典帝国主义人物形象库尔茨，以及
他对奴隶的血腥压榨和噩梦般的盘
剥，但这一切从会计账簿上来看都
是既干净又高效的样子。

从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的 意 大 利 和

君主专制统治下的西班牙及法国，
到商业社会繁荣发展的荷兰、英国
和美国，会计核算以巨大的影响力
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即使在财务
文化最为普及的法国，也正如狄更
斯的如椽之笔所描述的那样，会计
核算是“辉煌的、影响深远的、力度
空前的，同时也是难以持续的”。实
际上，狄更斯觉得，会计核算是如
此难以控制，以至于要想使他笔下
的 人 物 从 数 字 和 账 簿 文 书 的 迷 局
中解脱出来，只有借助幸运之神的
帮助。

2.
账册组成的数字海洋，让人清

醒，也让人迷失。
罗马共和国和早期的罗马帝国

都是有众多审计员的，他们也被称
为财务监督官，负责对公共财政人
员实施监督。罗马财务监督官掌管
着国库的钥匙，国库就在萨图尔诺
农神庙中，如今已成为罗马最古老
的圣迹，此地还有《罗马法》的碑文。
国库文书也要按月记录资金的收入
和支出情况，详细记录每笔交易的
经手人员、日期和交易性质。

但罗马的财政会计制度最终也
岌岌可危，腐败诈骗随处可见。在《反
腓力辞》（公元前 44 年-前 43 年）中，
西塞罗就会计坏账问题抨击马克·安
东尼，后者在债务和财务交易方面存
在诸多问题。西塞罗声称，马克·安东
尼的会计账目十分糟糕，而且在这个
过程中，他将从恺撒那里偷来的钱

“挥霍无数”，甚至还伪造账簿和签
名。尽管西塞罗揭发了这些坏账，但
作为行政副官的马克·安东尼并没有
因此入狱。不久，马克·安东尼重回权
力巅峰，对西塞罗穷追猛打直至将其
捕获、处死，在罗马广场上公开示众。
读到此处，不禁让人感叹记账史上并
非只是账册和数字。

与竞争对手不同，奥古斯都（公
元前 27年-前 14年）的会计记录准确
无误无遗，被称为“理性之书”。罗马
历史学家塔西佗认为，奥古斯都在就
任帝国皇帝之前，就已经亲自保管这
些会计账簿了。这些账簿所记载的，
是有关帝国财务状况的汇总信息、帝
国军队和建筑工程的数据资料以及
各行省税收账户中的资金额度等。

奥古斯都是第一个公开财务数
据的统治者。在自传《奥古斯都大
帝》的神迹中，他使用详实的财务数
据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做注脚。这
些业绩被铭刻在公共建筑物的正面
墙壁上，并张贴在帝国各处的宣传
展板上。

早在公元前 3500 年，苏美尔人
就发明了土制的记账符号，以此记
录收到或者换出的物品。而在公元
前 1772 年古巴比伦的石板上，就已
经具有最早的合规雏形。《汉谟拉比
法典》第 105 条规定：“收到资金时，
如果没有用章签字，任何代理人都
不能就收款行为进行账务处理。”在
约公元前 600 年的古雅典，最早的
审计制度已经诞生：所有雅典公职
人员的账户都要接受审计，比如完
整解释资金流动情况，其范围不仅
限于公事，还要将礼品等包括在内；
未经审计禁止离境，不能向天神敬
献物品，不得订立遗嘱。

“审计”一词是在统治者和领主
聆听而不是审查其账户信息的时候
才出现的。它源于“听众”这个词，即
君主或领主通过听取口头报账来验
证账目。在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指
导下，所有雅典公职人员的账户都
要接受审计。即使是参议院议事会

（即高等法院）成员，包括牧师和女
祭司在内，都需要完整解释资金流
动情况，且范围不仅限于公事，还要
将礼品等包括在内。在研究雅典政
制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公共审
计官称为“罗基斯塔埃”，他们负责
对公职人员和城市行政官的账目实
施审计。在得知腐败案件之前，这些
审计官要对有问题的公职人员的账
目实施公开审计。

13 世纪时，审计官也被称为国
库财务审计。英国的财政支出和税
收 收 入 受 到 议 会 越 来 越 严 格 的 审
查。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财政要接
受各级政府的检查，混合政体骨子
里深深铭刻着审计的烙印。国王的
费用支出和个人收入尽管可能数目
不菲，却往往秘而不宣。尽管其可能
向议会公布过自己费用支出的大体
情况，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也没有
有效的审计制度加以规范。正如欧
洲其他国王直到 19 世纪依然坚守
的一样，爱德华三世公然声称：除了
上帝之外，国王的账目不会向任何
人公开。

复式记账法使得意大利的银行
家们借此取得了辉煌的社会地位。
而记载复式记账法的手册首次出版
正值意大利在欧洲政治地位衰退之
际。1494 年，卢卡·帕乔利出版了《算
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讲述复式
记账法。对帕乔利来说，商人在共和
国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为商人
支持着共和国”。同时，他认为一名
会计师的技能和自律要求应该比律
师更高，因为他们能够计量核算，从
容应对繁荣和战争、饥荒与瘟疫等
各种情况。

会计核算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良
好的管理，还可以充当权力手段。就
任法国总会计师后，柯贝尔立即提
高了国王潜在政治对手的税收，并
对其实施针对性的审计。富凯是马
萨林和路易十四早期的财务主管，
他所居住城堡的壮观要远超过路易
十四拥有的任何居所。富凯的穷奢
极 欲 让 他 在 法 国 上 流 社 会 颜 面 扫
地。1661 年，路易十四和柯贝尔着手

逮捕了富凯。这次逮捕行动，在富凯
办公室的衣柜后面，搜查人员发现
了一大包捆起来的账本，也被称为
机密账。最终，富凯被送上了断头
台。读了这段历史，我们再读大仲马
的《三个火枪手》，就不会有隔靴之
痒了。

1777 年，路易十六发现自己无
法获得贷款或者增加财政收入，便任
命内克尔作为财政部部长进行财政
改革，说明法国当年的财政状况，并
向公众披露了计算过程。被披露的信
息令公众十分震惊，在全国上下饿殍
遍野之时，在公众对王室的不满和怒
火不断飙升之时，内克尔不失时机
地对皇室的疯狂吃喝费用进行了批
评。1789 年，有流言称内克尔遭到革
职，群众涌向凡尔赛宫进行抗议。不
到一个月，法国大革命爆发。1791 年
的法国革命宪法规定，政府所有财
政和政治举措都要向大众公开。

3.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专门

主管会计的“司会”一职。作为计管
之长，司会承担着当时国家的财务
管理和会计记录工作，其职责之重
可见一斑。周朝的《周礼·天官冢宰》
中的“月计发会”一词，便是“会”和

“计”二字的最早结合。这一词汇的
出现，标志着会计概念在中国古代
社会中的初步形成。孔子曾在《孟
子·万章》中评价会计道：“会计当而
已矣。”大约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以

“入”“出”作为记账符号的“入业（或
收付）记账法”。这种方法以“入一出
一余”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因此也被
称为“三柱结算法”。

贞观末年，唐朝的收付记账法
传入日本，对日本当时的会计制度
和记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
朝时期，出现了两部重要的会计著
作——《景德会计录》和《元祐会计
录》。这两部著作详细记录了当时的
会计制度和记账方法，为后世的会
计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始于宋
朝淳化五年的“四柱清册”，是在“三
柱结算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的。这一理论以“旧管、新收、开除、
实在”为四大要素，通过其关系式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奠定了
“中式会计”的基本原理。

大清银行于 1908 年创建，聘日
本人为顾问，采用现金收付分录法。
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会计界开始与
国际接轨，为后来的会计改革和发
展奠定了基础。北洋政府于 1914 年
颁布的会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正式的会计法律……

在马克思·韦伯的笔下，复式记
账 法 可 以 算 是 人 类 理 性 的 至 高 体
现，用数字来表达账务本身就是市
场精神的基石。我们由此更能理解

《账簿与权力》这本书中对 700 年前
财务问责历史发端的回顾，对财务
问责的挖掘。会计核算行为能够增
加信息可信度，对政府的稳定和市
场的运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
糟糕的会计核算以及随之而来的诚
信缺失，则会导致金融业乱象丛生，
引发经济犯罪和社会动荡。

如今的人们普遍认为会计师及
其工作单调无聊，并且会计业务晦
涩难懂。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伟
大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用笔描绘会计
师，对这一群体复杂的社会形象展
开了讨论。如今，再也没有像查尔
斯·狄更斯这样的艺术大师，可以通
过优美的笔触，从道德和社会层面
对复杂的财务核算进行全方位的分
析，并将其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尽
管如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会计
师队伍却日益庞大，其大规模的数
据核算能力也不断增强，他们对社
会诚信的构建不可或缺。

账簿里的历史与人
横舟

“会计之父”卢卡·帕乔利在 1494 年发表了著名的数学著作《算术、几
何、比及比例概要》，虽然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几何的，但其中一部
分描述了意大利的复式记账技术。正是这部分看似平淡无奇的记录使他
名垂千古。帕乔利总结了当时商业发达地区商人的记账方法，让高度保密
的意大利经营之道被公开，从而揭开了复式记账法的神秘面纱。

清末蔡锡勇、蔡璋父子的《连
环账谱》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
西式账簿的专著

《账簿与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