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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学百廿题》
郑欣淼 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精选与故宫学相关
的120个议题展开阐述，从理
论基础、研究对象、出版传播、
故宫学人等方面梳理了故宫
学的要点与核心，展现了这一
新兴学科的独特魅力 。

《她们：中国古代女子图鉴》
蔡琴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本书从形象塑造、妆容

风格、生活空间、才情技能等
角度，生动再现了中国古代
女性的生活图景与审美志
趣，展现了她们的个性魅力
和卓越才华。

《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归国纪实》

李舫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
式，沿着“待我回家”“代我回
家”“带我回家”的线索，深情
讲述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回国历程及为烈士
寻亲的感人故事。

《大辽河》
津子围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小说以“我”对辽河的走

访、探寻为主线，讲述了辽河
两岸普通百姓的生活故事，
书写了辽河流域生态环境与
人文社会的变迁，展现了辽
河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星空的慧眼》
徐鲁 著，于春华 绘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部绘本聚焦著名女科

学家何泽慧，展现了她为我
国核物理、高能物理与高能
天体物理学发展作出卓越贡
献的动人故事。

《长江的微笑：中国长江江豚
保护手记》

王丁 郝玉江 邓正宇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以人们对长江江豚

等珍稀动物 40 多年的保护
历程为线索，介绍了就地保
护、迁地保护、人工饲养和繁
育的系统保护措施和经验，
讲述了众多科学家投身江豚
保护事业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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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一分信
仰，承载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在
历史长河中书写着中国人奋进的史诗。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4年1月出版的新
书《春节简史》，是民俗学家张志春教授送
给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之书。

春节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的
过程。中国人的春节从何时起？作者认
为，年节肇始于夏历的岁首正月，逐渐变更
为周代的十二月、十一月，秦朝变更为十
月，一直到西汉时期才恢复为夏历正月，延
续至今。而年节名称也有历史性的演进，
有上日、元日、正旦、岁日、新元等等，直到
民国初期才确定为“春节”的名称，这些不
同的年节名称，时常能在历史文献和诗词
歌赋中一见它们的影踪，进而窥见中国春
节历史变迁的清晰脉络。

春节绵延千年，许多历史细节已难以
考证，这也使春节的历史有一种神秘感和
朦胧美。民间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俗
语，认为腊八是春节的序幕，而《春节简史》
是以“冬至”为开篇的，因为在作者的历史
考证中，冬至才是春节的启动仪式，与春节
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联系，
但他无意厘清远古记忆中的冬至节庆流变
史，而愿说一句“冬至，如同夜半十分那通
知黎明的一声鸡鸣”。腊八节的历史源于
原始社会的腊祭，而文献却没有描述、想象
那段难以追踪的岁月，作者搜寻史书、文
物、诗词中散落的点滴历史信息，梳理腊八
节日饮食中世代传承的民间传说，引人在

年俗美食的滋味悠长中感受到年节传承的
万千世相。

春节习俗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发展，
然而变化的是方式，不变的却是那份心意
和情感。祭祖敬神、贴门神、请灶神、贴春
联、贴窗花、舞狮子、猜灯谜……自古衍生
的各种年俗历经岁月变迁，有些旧俗在历
史发展的进程中渐渐远去，有的习俗沿袭
千年，形式上已悄然发生变化，如祭祖对象
从传统的“君”更替为现代意味的“国”，年
画从传统门神灶神到艺术画张，压岁钱的
仪式感超过实际价值等，每一个年俗活动
的形成之初和变迁之始，无不含有一个朴
素的愿望，都带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年俗的“变与不变”，都镌刻着中国从
未断流的文化印记，更让人意识到传统是
与时俱进，不断向未来延伸的。

春节，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民族
内心深处的精神样貌和情感寄托。当春节
的序幕拉开，心底总会回响起亲切而神圣
的召唤，回家团圆！在一年又一年向着团
圆愿望的奔赴中，我们不断将春节的精神
密码与文化基因深深复刻，而这份团圆的
愿望也不仅是属于家庭的、家族的、家乡
的，最终将汇聚成国家的团圆、民族的凝
聚。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据不完
全统计，近20个国家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
日，春节民俗活动已走进近200个国家和地
区，逐渐成为全球性文化盛事。“和而不同”
的东方智慧，正润物无声地传播着“协和万
邦”的价值理念。

春节是中国人的精神史诗
——读《春节简史》 □ 李钊

以史为鉴 以史为镜
——读阎崇年《历史的镜子》 □ 刘小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一面生动的
“镜子”。阎崇年先生的《历史的镜子》（华文
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集结了作者近40
年的思考结晶，从“以史为鉴”“文化遗产”

“历史人物”“读书修身”“爱国精神”等五个
维度，全面阐释了这种历史的借鉴作用，通
篇读来，予人以长久的智慧启迪。

阎崇年是清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对与之
紧密相连的明史学亦颇有研究。本书中，他
放眼明、清两个时代，从明亡清兴的基本史
实出发，回答了怎样从政亡兴替中借鉴历史
的发展规律，如何从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中增
强民族自信，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
强化我们民族的精神塑造等诸多诘问。

在他看来，明朝之所以像其他封建朝代
一样，由盛而衰，最后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乃在于明末王朝根本没有处理好民族之间、
朝廷与百姓之间、君主与臣子之间分与合的
关系。具体说来，就是重君权轻民权、重贵
富轻民富、重祖制轻改革。同时，对于海洋
文化也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此外，
在国家的相关制度设计上，也有重大的缺
憾，如取消宰相辅政、实行宦官当政等等。
正是这些因素的重重叠加，最终导致了明政
权的灭亡。反观清王朝，从建立之初直至
1840年前期的近200年时间里，历届帝王
都能够在审时度势中，较好地认识到“周公
吐哺，天下归心”的道理，并注重各民族之间
的守望相助，各帝王大多也都能勤政爱民，

对于有才能的汉朝官员亦能一视同仁，并予
以大力提拔，为康乾盛世奠定了扎实的政治
基础。

在探讨明清时期的文化异同时，体现
出阎崇年对传统文化的深邃思考。他认
为，明朝时期建立起的故宫文化，它的精髓
就突出体现在“中、正、和、安”四个字上。
中，在我们的国名“中国”中就得以凸显。
正，在故宫的正阳门、正门、乾清宫的题匾

“正大光明”中频频可见。和，同样于故宫
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相继展现。而
安，强调的则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以和为
贵，有“和”了，就意味着天下都平安了。由
此可见，古往今来，我们的先人极善于在托
物言志中表达心志，故而阎崇年强调指出，
以“中”字起头的四字精髓，就是中华民族
文化精神的生动彰显。

全书还从历史人物的传奇经历、个人
的读书修身，以及优良家风与文化自信的
互建互立方面，深入论述了见贤思齐，向杰
出历史人物学习，从书本中学、从社会中
学、从宏大历史中学，建构和谐家庭观、树
立全民族自信的方法与途径。他认为，修
身应当读书，现代家庭，应该是一个书香家
庭，一个人的读书修养和学习，不但关涉个
人的成长进步，还直接影响整个家庭的文
化氛围和文化素养，因此，我们要善于以家
庭为单元，在学与思中，升华思想、陶冶情
操、振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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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1052项会计文物、338张历史表格、477幅珍稀考古图片，
湖北八旬学者历时十年撰就《中国会计通史》——

勾画辉煌灿烂的
中国会计文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陈熹

1月7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发布会《中国会计通史》发布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汉举行。

《中国会计通史》一书结束了我国会计有史无书的状况，全书300万字，分作12册，共43章，以时代

为经，以会计、审计、经济监察与财务四种相互牵制的职能为纬，分别从官方、民间两大系统的角度，

上起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下至新中国成立60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会计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该书作者为会计史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郭道扬。2011年，时年71岁的郭道扬

主持的课题“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由此开始撰写《中

国会计通史》，十年间三易其稿，最终于2021年9月完稿。

近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郭道扬教授，听他讲述这部著作背后的故事。

从远古到现代，从会计行为的起源到“会计”
二字的来源，从官厅会计到民间会计到现代公司
会计制度，从数学与会计学协同演进关系到中国
财计组织制度，从政治经济环境发展到会计文
化、理财思想……300多万字的《中国会计通
史》，展示了上下五万年的辉煌会计史。

“史料证明，我国的会计最早起源于公元前5万
年至1.5万年，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郭道扬介
绍，其标志性证据是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人
居住地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与四件带有磨刻计量
符号的骨管。考证发现，这些山顶洞人的骨管计数
中，已经应用了十进位计数法，用于筹划采集食品，
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标志“会计”起源的史实。

“这一会计行为对人类发展意义重大。”郭道
扬说，当时，通过会计解决了采集食品计量筹划
与对采集食品有目的的分配管理，让山顶洞人在
越冬期间，食而有余，不会因食品短缺而发生“人
吃人”，这样“社会”才能正常运行。

会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贯穿着全书。
郭道扬在书中，列出了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

（第二卷）中关于会计的论述。“过程越是按社会的

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
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
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
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
郭道扬说，马克思论述中的“簿记”正是指近代会计。

《中国会计通史》以充分的历史证据，系统考证
了古今会计、审计与经济监察，以及财政、财务、财务
管理等学科。史证表明，中国古代的“法典式会计制
度”建立要领先大陆法系国家，中国现代“法典式会
计制度”建立创新及其科学化、系统化，又集中体现
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建立的产权法制体系。书中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
时期企业的“基础管控系统”建立的研究，则把中国
的组织制度改革创新推进到面向未来的崭新发展
阶段。“会计学是一门应用经济管理科学，它具有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属性，财务、会计、审计
与经济监察作为经济管理的基础控制系统，在社会
经济、国家经济与企业经济中，有着至关重要且不可
替代的作用。鉴古知今，为会计修史，了解其演变，
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郭道扬
说，这也是写这套书的重要意义之一。

最早的“会计”，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千余项文物为修史提供有力证据

为撰写该书，郭道扬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考
证。包括甲骨书契、青铜器物铭文、汉简、墓志、
古籍等，整套书中，引证了1052项会计文物和
338张历史表格，展示了477幅珍稀罕见的考古
图片，每一张图片背后便是一段历史。

“从始至终立足于对中国会计考古成果的取
证与考证，这一点是保证《中国会计通史》所持史
实的证据力与研究结论的正确性。”郭道扬表示。

郭道扬特别介绍了一件罕见文物——“牛肋
骨账”。这是战国中期郑韩故城的一家卤牛肉铺
在牛肋骨上记的账目，上记卤牛肉的销售数量，
下记客户取得卤牛肉的数量，当“上收下取”结账
完毕，则在账目尾部书写一“讫”字，表示已与客
户结清这笔账。如果还有未结算清楚的余数，则
对应书写于牛肋骨的中间部位。

“这说明，当时已有了三柱结算法，这种方式方
法具有开创性价值，已体现出结账管理上的意义。”

因会计和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从中可窥
探到许多秘密，从家庭到公司到国家，无一例外。

书中详细记录了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家
计”。“家计是一个家庭对收入的安排，这是民生
经济的管理基础，也能由此看出当时的经济社会
发展趋势。”郭道扬介绍，晚清时期官员收入低，
从账簿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家庭收入中，有很多
因他的职位带来的灰色收入，比如“拜客”“拜店
铺”等收入，但即便这样，还是远不够支撑他当时
的家庭花销，道光二十一年年底，他找人借了50
两银子才勉强过了年。后来，他如愿谋取了一个
外放乡试主考官的职位，有了巨额收入，还亲手
记录了这些账目，并进行了年终决算。

数十年专注研究“冷门课题”

郭道扬1940年出生于湖北谷城，少年时期热爱
文学，1960年高考考入原湖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前身），被调剂到贸易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以优
异成绩留校，分配到商业会计教研室。1978年，学校
迎来了教育与学术的春天，当年3月，国家商业部通
过商业会计学会向学校下达了9个研究课题，待郭道
扬从校办农场赶回学校时，9个课题几乎都被拿走，
只剩下“中国会计发展史”这一课题等待他。

我国会计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在大多数
人眼中，会计和商业相关，和赚钱打交道，“俗气”、
不“高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上还曾流行这
样的俗语：“男学工，女学医，四肢发达学体育，不三
不四学会计”。几千年以来，也没有人为会计写史。

面对这一冷门课题，郭道扬刚开始也有些犹
豫，但最终还是承担下这一任务。没有资料可借

鉴，他就自己往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跑，从考
古实物、文献中，寻觅会计的印迹。

多年来，郭道扬写作了《中国会计史稿》《中
国会计发展史纲》《会计史研究》等专著、教材。
其中，《中国会计史稿》填补了我国会计学的空
白，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先生为此专门撰
文，该书被外国学者称为“东方第一部会计史著
作”，极大提升了中国会计在国际会计界的地位。

2011年，“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获
批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也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首次获得国家级重大立项的会计学课
题。《中国会计通史》作为这个重大课题的第一分
支课题，是整个项目的主体研究部分，也是最具
代表性意义的研究成果，71岁的郭道扬是该分
支课题的唯一申请人。

文章不写半句空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写史
是极为严肃的工作，撰写过程中，为了求证一个
说法，郭道扬经常得四处奔波。

多年研究，郭道扬也有自己独到的考证经验。
有一年，他让两名学生查找汉冶萍的历史利润

账，学生在资料中翻找很久都没能找到，郭道扬看
了学生复印的汉冶萍相关文献后，判断出利润账写
在往来账中，此举是为了将商业利润隐藏起来。

从古稀到耄耋之年，编撰《中国会计通史》成
为郭道扬最大的牵挂。接下任务时，他已身患糖
尿病，每天早晚要打4针胰岛素，还曾患脑梗，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突然不在了，书稿怎么
完成。所以即便腿脚不好，也每天坚持在家里的
阳台上走动走动，当作锻炼身体。”

2019年6月，郭道扬终于完成了《中国会计
通史》书稿，经过反复校审，2023年7月专著出
版。让郭道扬感到很欣慰的是，看过书的人几乎
都没有发现什么错处，看着书稿，郭道扬笑了笑：

“我想我做得确实还不错。”
目前，郭道扬最关心的是该书的翻译出版工作，

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中国会计通史》海
外发行，让这本书真正成为世界第一部会计通史。

“第二个结合”研究的重要成果
——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 汪信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明确提
出的重大课题。杨鲜兰、陈翠芳的专著《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系统而深刻地探
讨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
的逻辑前提、历史进程、双重价值、阻碍因
素和基本路径，是对“第二个结合”研究的
重要成果。该著具有如下鲜明特色和重要
价值。

一是明确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理
论研究的前提和动力。该著在具体分析的
过程中，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首先，解答
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
合的可能性，回答了二者相结合的前提性
问题。该著从理想社会、“人本”与“民本”
思想、集体主义观念、理想人格等方面，较
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
价值观的内在契合性，阐明了二者结合的
内在逻辑。其次，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的基本方向问
题。该著认为，二者结合的基本方向是“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改造和提升中
国传统价值观”，最终创造出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价值观。第三，深入分析了马克
思主义指导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所面临的
各种矛盾和阻碍，如受我国社会发展程度
和主体认识能力限制，准确理解马克思主
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国传统价值观内
容丰富而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十分复杂；
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多种社会
思潮的强烈冲击；价值主体的自觉不足
等。针对这些矛盾和障碍，探索了解决问

题的有效措施。
二是深度的历史审视。该著对马克思

主义指导中国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的过程，
进行了深度的历史审视。作者详细考察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相结合
的过程，具体从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时期、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
义早期传播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
放时期到党的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整个过
程，分析认为，这一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追求中国现代化价值观的自
觉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其最新成果是形成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著还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置于具体历
史背景中讨论，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感。

三是辩证的理论探析。全书运用唯物
辩证法方法论，辩证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指
导中国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过程中所面临
的各种矛盾。首先，辩证分析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和矛盾冲突。
其次，辩证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价值观现
代转换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价值关系。
作者认为，在这种结合中，一方面，马克思主
义否定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传统
价值理念，引导“仁爱”等传统价值观念向现
代人道精神发展，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
民幸福为根本价值目标，促进中国现代价值
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
面，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以中国方
式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普遍性”，
赋予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鲜明的中华民族特
色。全书以辩证方法，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指
导中国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所面临的矛盾
及其解决办法，具有理论深度和创新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