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史学界一个公认的说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

来“四柱清册”原理设立了“龙门账”。但是，这一说法并未得到

史料的充分证实，本文拟从傅山先生与山西票号的关系研究

中对此说进行旁证，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傅山先生简介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07 耀 1684年），字青主，号真山，山西阳曲（今太原）人，是我

国明末著名的学者、书法家、诗人、医学家。

据《清史稿》记载：“傅山，字青主，阳曲人。六岁，啖黄精，

不 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 搢

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冘。提

学袁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

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 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

闻一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 衣，居土穴，以养母。……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

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

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

二十里，誓死不入。…… 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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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准确可靠的成本信息外，它注重对决策的指导作用。这对于

一个成功的成本方法来说非常重要。与传统的成本分配方法

比较，GPK侧重于对成本中心进行差异分析，这种做法通过成

本核算把责任会计的思想贯彻到企业的最基层，为成本控制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GPK将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等

概念引入其中，这些概念和方法对企业的短期经营决策非常

有用。

3. ABC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使用者在运用ABC时感

到很茫然。而GPK从一开始就是在规范的标准下推行的，其主

要的要素和标准也相应地得以建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GPK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完善的成本核算和管理系统。在德

国和德语国家的每一个管理会计学专业的学生都学过GPK。

准则和实施标准的制定是GPK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德国成本会计模式对我国成本管理的启示

1. 重视管理会计。正如Sharman所言，目前美国国内企业

普遍重视财务会计而忽视了管理会计。我国情况同样如此：管

理会计缺乏统一的制度和准则；管理会计的概念和方法都是

从西方引进，没有自己的特色；企业管理者不重视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人才匮乏等都是管理会计难以推广运用的原因。针

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关键要从两方面入手：淤从管理会计的

专业和技术层面入手，成立全国性的管理会计协会以及相应

的职业认证制度。在学术上重视管理会计，加快管理会计研

究，使管理会计的各种方法和软件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强调

可操作性。于从管理会计的实践层面入手，通过教育和试点，

使企业管理者意识到管理会计对企业成本管理、盈利分析、决

策参考以及绩效评估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推动管理会计在实

践中的发展。

2. 建立规范化的成本核算和管理系统。对于任何一种成

本核算和管理方法，都必须建立相应的规范和标准，由专业的

学术团体制定清晰可行的准则和实施细则，使成本核算和管

理方法制度化和标准化，并积极在实践中推行。这样才能维持

成本管理方法的生命力。

3. 将成本管理系统与ERP有效结合。目前，越来越多的企

业建立了ERP系统。ERP系统成为企业资源管理的有效平台。

企业成本管理系统必须与ERP进行有效的整合，才能实现资

源整合和共享，发挥成本系统的控制和管理作用。

4. 成本会计方法的本土化。任何一种成本会计方法都不

是万能的，都是作者根据他所处的国家和区域的具体情况设

计的。ABC和GPK有其各自的优缺点。GPK本身也在不断地吸

取ABC的优点进行创新。因此，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根据

我国国情对各种成本管理方法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改革，提出

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方法，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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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傅山先生的生平经历，以及关于傅山先生参与创设山西票号的说法，得出傅山先生作为反清学

者与山西票号或“龙门账”存在一定联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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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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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

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

不原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龛集十二卷。”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应该关注以下几点：淤傅山是山西太

原人。明朝灭亡后，傅山为表示对清廷的反抗，出家为道，自号

“朱衣道人”，并秘密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于顺治十一年因

与反清起义牵连而被捕。出狱后其反清之心不改。于清史中

没有傅山先生参与经商的记载，他广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医生

和书法家。

二、关于傅山先生参与创设山西票号的说法

关于票号的起源，史学界公认的有碑碣可证的说法是：中

国第一家票号是平遥的“日升昌”，创建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

年），创始人为雷履泰。但是，这并不是惟一的权威结论。关于

票号的起源，仍存在许多不同的说法。例如，1912年10月30日，

梁启超在22家山西票号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其中

提到：山西票号之起源不能记忆。当明末清初极发达，则与南

意大利钱商之萌芽三百年前者时代相等。可见，梁启超认为，

在明末清初时期，山西票号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但具体的史

实无法考证。

清末“蔚丰厚”票号掌柜李宏龄在他撰写的《山西票庄成

败记》中，明确认定票号产生于清康熙年间。同时，据清末文人

徐珂编的《清稗类钞》记载：山西票号虽创于明季，乾、嘉以后，

始渐发达，同、光间，则为鼎盛时代。这都与梁启超所述的时期

大致相同。

此外，《清稗类钞》中还提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

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

炎武所订，遵行不废，故称雄於商界者二百余年。这里虽然是

记述了一个民间传说，却使我们可以将李自成、顾炎武与山西

票号的起源联系起来。

事实上，清末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顾炎武与傅山共同

创设了票号。有关这一说法的生动记述来自于孔祥熙在清末

民初口传的一段民谣，它是孔祥熙亲口对自己的学生孟天桢

等人讲的。孔祥熙说：“先让我给你们念首在我儿时流行于北

方数省的‘因果歌’：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因果歌。那李

闯逼死崇祯帝，文武百官一网罗。那闯将同声拷夹烙，霎时间

金银堆积满岩阿。冲冠一怒吴三桂，借清兵驱贼出京都。贼兵

舍不得金银走，马上累累‘没奈何’。一路追兵潮涌至，把金银

往山西境上掩埋过。贼兵一去不复返，农夫掘地富翁多。三百

年票号称雄久，不成文法孰磋磨。相传是亭林、青主两公笔，这

一桩公案确无讹。”

此外，1923年上海申报馆出版了由张一麟学者编著的《五

十年来国事丛谈》一书，其中有一篇题为《顾亭林、傅青主与山

西票庄》的文章，文中记述了作者和山西票号的掌柜于1914年

的一段对话，叙述了顾炎武与傅山创立票号而秘不传世的根

由：“民国三年，因事与山西票庄相往来。一日问其掌柜：‘票庄

何以有不传之秘？’掌柜答余曰：‘此贵省顾亭林先生所定之不

成文法，而以口授不以笔传者也。先生游太原，与傅青主先生

最友善。是时山西商人多资财，二先生乃为酌定票庄制度，以

操纵全国金融，不愿宣之笔墨，以招当世之忌。’将这段话与傅

山从事反清复明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推测，顾、傅二人创

办票号，是为反清筹资，同时又“不以笔传”是顺理成章的。但

是，正是由于当初创办票号的特殊目的，使得这一说法无据可

查，难以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关注过这一说

法：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

主之，以是铙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另外，1987年12月出版的《祁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四辑，发

表了李淇口述、杨立仁整理的《祁县最早的票号———“义振

泉”》一文，叙述了顾炎武与傅山创立“义振泉”票号的史实。该

文指出，顾炎武与傅山创立“义振泉”票号的时间是顺治十六

年，即公元1659年；地点在祁县城内西大街原“昭余世家”牌楼

北侧，由“余剩源”当铺改；票东是戴廷拭、李恳；掌柜叫戴 惇

林；资本为40万两白银；康熙二年（1663年）被清廷查封。

此外，太谷人董维平在1996年第二次全国晋商学术研讨

会上，提交了由他整理、员家第十代传人员文绣口述的文章

《我所了解的员家“志诚信”票号》一文，记述了顾炎武与傅山

帮助员成望创办“志诚信”票号的史事。文中指出：员家乃商业

世家，明代就在广州、汉口等地经营丝绸、药材等。清初，员家

的青年接班人员成望，与顾、傅来往密切，交谊甚厚。康熙十八

年（1679年），顾炎武66岁生日，员家为其隆重祝寿，期间，顾炎

武与员成望筹划了创办票号的事，当年，员家便在太谷城内西

大街办起了“志诚信”票号。这些都成为顾炎武与傅山创办票

号的佐证。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傅山先生是否参与了

票号的创办。然而，悬挂在“日升昌”票号后院东侧小门上的一

块匾额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该匾由傅山题写，上书“薮

飞”（一说“数飞”）二字 ，而且，同样的匾额见于“蔚长厚”票号

二进东侧过道上方。傅山题字的原因我们已经不能知晓，但却

可以根据字面的意思进行一番猜测。如按“薮飞”解，“薮”即

泽，《广舆记》中有：“吴越之间具区，楚云梦，秦杨纡，晋大陆，

郑圃田，宋孟诸，齐海隅，燕巨鹿，并昭余祁，为九薮。”票号的

所在地则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在上古时代都属于“九薮”

之一的“昭余祁”。按此推测，“薮飞”象征山西票号飞黄腾达，

通行天下。如按“数飞解”，“数”指数字或数码，票号作为金融

汇兑机构，靠写信和汇票传递汇款数额，期间并不见现银，仿

佛数字飞来飞去。“数飞”二字，在这里象征票号的汇兑特色。

然而，这也只是后人的一种猜测。

三、小结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傅山先生作为反清学者，

与顾炎武暗中倡议创办山西票号，并参与制定其经营规则是

完全可能的，但是傅山先生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承认其与山

西票号或与“龙门账”有某种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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