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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6_8A_EF_BC_88_E5_c43_67941.htm 会计是数字与理论的综

合体，没有人会将会计当作是一门艺术或者是能形成一种时

尚的潮流，因为，在许多人的眼中，会计是死板的、生硬的

，甚至是不科学的，它与文学、时尚毫不搭边，在心底里我

们渴望会计能带给我们一种超越纯数字和理论的东西。财会

人的世界中有着太多的抑郁和烦躁，在现实的世界中，财会

人生活得很累、很疲乏，也很矛盾，生活里，各种各样的经

历，总在催促着会计人们不断的长大，环境的变化，又总在

逼迫着你作出很多的选择，然而在你心中，又有些东西一直

在抗争着，不想被现实，把自己所执著着的信念抹杀掉。于

是在跟自己的斗争中，很痛苦的挣扎着。清醒是一种切身的

痛苦，而沉睡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背叛。 按照传统标准对会

计学、会计文化、人文会计进行定位，在我看来实在是有点

高不可攀。所以，我是真的不喜欢很“传统”、很“理论”

的东西，如果真的要那样的话，我还不如去书店买上一大摞

的理论书籍。看看现在书店里充斥的会计书籍，就会萌生出

一种很失望的感觉：现在国内大多数财会作品和会计学理论

与潮流就是-平实与僵硬、拼凑与拉杂！如果一但夹杂文学的

意味在里面就显得过于的矫情。追索这些原因，不难发觉，

我们生存的这个行业环境里一直缺乏某种根本的土壤，能在

细微之处引导我们向美学方向靠拢、从而获得无限的自我伸

展的空间！如果文字僵硬和死板的得除了自我欣赏，只能象

征性地摆在玻璃书橱里，还能希望读者的眼睛能在其中策马



奔腾吗？ 国内著名的财会名家，见诸报刊与杂志的文章也可

谓非常之多。如果想细细品味他的更多文章，就会发现其文

章涉猎范围太广，在财会理论的领域里，写来文采飞扬，分

析透彻，鞭辟入理，可惜那往往是长篇巨著，想将他们纳入

自己的思想空间，又恐没有那么大的容积和消化能力。所以

，对于会计散文与杂文，我们不求其包揽凡文史哲、政治经

济、人生理想、世间万象。至少，他能给我们想得到的东西

而不是买一送十型的搭配！ 2001的时候，张连起先生以《数

豆者说》为自己的会计美文汇集命名，既而是《会计职业道

德案例》、《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等书逐步面市。从此

，张连起的名字走进无数读者的眼睛。而近三四年来，所读

寥寥的书中，也惟独张连起先生的会计美文让我喜欢到不忍

读完的地步。连起先生写东西用词极是考究，文字功底很深

，美谈典故更是随手捻来，熟稔到旁若无人的地步。前天我

有幸收到连起先生送给我的《鸣哨笔记》，细读之下感慨颇

深，从《专业钻探》到《时评出击》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连

起先生，他既非纯粹的会计文人、亦非纯粹的会计学者。我

一直觉得连起是玩转文字的高手，许多时候生涩的理论、枯

燥的案例、模糊的概念都由先生的文字随意组合出来，不艰

涩，不空洞，不矫情，不浮华，鲜活灵现的展示着连起先生

的博学和睿智。读连起先生的散文与杂文，就像听一个学贯

中西的会计学者在闲聊，娓娓道来，处处皆是学问。 在《鸣

哨偶记》里，连起先生综论会计之历史、对会计的各类名人

评述。先生以自己的笔调来从各个方面来描述会计行业，我

倒觉得，《鸣哨偶记》收录的，不仅仅是从前的旧时光，更

多的，是属于从前的那些思绪，时光不再了，思绪也只是过



去的思绪而已，那些泛着淡淡黄色的纸张所记述的往事终究

是远了，既然“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也一定无

法“两次经历同样的事情或者心境”，怀念只是为了怀念而

已。勿使忘却，勿使消散，让过去象阶梯般鲜活的堆积起来

，一直延伸到现在。 从《点亮悟性》你会发现连起先生是一

个财务领域里、随笔杂文的行家里手，他除了是在财会领域

里的卓有成就的学者外，也是风趣和幽默的文学行家，见多

识广，阅读精深，思考勤奋，因此，出自他之手的文章，如

《是是非非话合伙》、《前前后后话报告》、《虚虚实实话

证据》⋯⋯都显得涵纳广博，言之有物，覃覃有味。总之文

章成了集思想、学问、文采、情趣于一炉的精深之作，读后

滋润心田，令人忘倦，爱不释手。 《忆旧光影》里的许多文

章，大抵是怀人感旧的文字，弥漫着淡淡的忧伤。人事、学

事、情事，缠绕成绵长的思绪，“像酒，像泪”。《孔会计

理论》、《蒙哥马利和他的书》⋯⋯⋯⋯均不是平常意义上

说理条分缕析的文章，读来倍觉亲切，既有怀旧性、又紧扣

着时代的脉搏，于是在动感和伤逝中给我们以启迪。《愧对

顾准》那深深的无奈，尽在这字里行间。总觉得连起先生以

前的文章谈事多，怀人少。谈事者，尽可写得如花似锦。怀

人者，难免动了真情，笔下也自然流露出“沉实的轻愁和料

峭的温熙”。于是我被这样的文字深深的打动了：顾准离我

们的生活很遥远，这远到连伤心都找不到出口。 而《怀念‘

四大’》则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之美，还有那似曾相识

的思绪，直让人软软地躺在回忆的怀抱，随着阅读，轻叩往

事之门。它将对人生、生活、艺术、读书、读人、说话乃至

生态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事，都逐一进行了解剖，



对人世间日日更新的变迁万象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让人读

来感觉立长知识。许多经一支生花妙笔的点染，无不历历在

目，就像打开了一坛精藏了十数年的女儿红，散发出淡淡的

芬芳。 对往事连起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网事如风》

中也透视着会计行业行走的足迹，于是会计行业的前尘旧影

都栩栩如生地活在他的笔下，就连色香味声形貌等等都鲜活

如新。在他的笔下，过去的是时间，留下的却是一个个或感

伤或温情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进入会计人内心世界的

窗户。往事不再，逝者如斯，一切是那么温馨，美好，感伤

。在这些怀旧篇什中，我们时常看到一个旧式文人的身影，

带着几分忧郁和沧桑。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曾预言文化的灭亡

，在奥威尔看来，其方式是书被禁读，真理被隐瞒，在赫胥

黎看来，其方式是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

滑稽戏。“我相信，文化决不会灭亡，会计文化也不绝不会

灭亡，因为我们都不曾经背叛过去，正如先生所说的那样，

虽然很慢但我一直在走。 一直以来，我总认为连起先生有自

己独特的会计语言，行文走笔看似都是自然的流露，不着修

饰的痕迹，“不拘章法，触目皆美”，而其最成功的作品则

更有一层沁入人心的含蓄。结构的能力，反映着作者思想的

能力，也重视文体结构。但我个人认为先生骨子里有着一种

古典精神，如《诚信版图》所带给我思想的冲击，他在混沌

的生活表象中坚持着一种纯粹性。最让人难忘的是先生全部

创作中表现出的那种精神的执著。虽然对于诚信的话题和所

谓的《性的会计学分析》我不敢苟同，但在一个商品化和功

利主义盛行的年代，连起先生执着地反映会计行业的困惑、

行业的矛盾、行业的需要，敢说敢言，便也越发显得格外的



可贵，这也就形成了他切入这一会计文学世界的独特的风格

。 然而，真正富有挑战意味的是，连起先生以他内心的真诚

与好奇，以及富有人文气息的文字能力，改变了我们对一个

专业望而生畏的冰冷印象-在这样一部力求通俗的作品中，会

计知识被重新进行了定义，这使得一本本质过于严肃的书，

能够散发出迷人的气息。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是对国内刻

板的会计作品的一次蓄意的、意义深远的突破和创新-它刷新

了我们对会计文学作品已成定式的预期和贫乏的想象。甚至

，你可以把《鸣哨笔记》当成一本有趣的小说，从头到尾依

次阅读。然而，这并非说作者不尊重专业知识，恰恰相反，

无论从何角度而言，《鸣哨笔记》都对专业知识保持了足够

的尊重和敬意，只是，它更愿意在轻松、幽雅的姿态中去实

现求知。这正如同先生所说的那样：点穴而大气的人文会计

随笔我喜欢。 在这里，我不想对《鸣哨笔记》进行什么评判

，因为这并不是我能做到的。但是我想说，《鸣哨笔记》写

出了对生活、对行业、对人生、对世象等诸多方面的感受，

文中透露着的真知灼见，让我感觉大开眼界，也让该书除了

在理性的光芒下，也透露出一些感性的力量，让人既能感悟

感悟智慧的光芒又能得到身心的愉悦！连起先生的会计散文

、杂文始终坚守着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氛围，其字里行间或深

或浅的透着一种文学会计的韵味，读他的书，就像一个天真

的、无畏的孩童，轻轻的越过会计艰涩的栅栏，跳到一个如

梦似幻的地方，然后盘腿而坐惬意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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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