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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g_content"> “帐”字本身与会计核算无关，在商代，人

们把帐簿叫作“册”；从西周开始又把它更名为“籍”或“

籍书”；战国时代有了“簿书”这个称号；西汉时，人们把

登记会计事项的帐册称为“簿”。据现有史料考察，“帐”

字引申到会计方面起源于南北朝。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

：www.examda.com 南北朝时，皇帝和高官显贵都习惯到外地

巡游作乐。每次出游前，沿路派人张记帏帐，帐内备有各种

生活必需品及装饰品，奢侈豪华，供其享用，此种帏帐称之

为“供帐”。供帐内所用之物价值均相当昂贵，薪费数额巨

大，为了维护这些财产的安全，指派专门官吏掌管并实行专

门核算，在核算过程中，逐渐把登记这部分财产及供应之费

的簿书称为“簿帐”或“帐”，把登记供帐内的经济事项称

为“记帐”。以后“簿帐”或“帐”之称又逐渐扩展到整个

会计核算领域，后来的财计官员便把登记日用款目的簿书通

称作“簿帐”或“帐”，又写作“账簿”或“账”。从此，

“帐”“账”就取代了一切传统的名称。现在又统一改作“

账”。多智最牛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