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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记账法使得

企业的运营变得更高

效、更负责。这种记账

法让可审计的荷兰企

业得到了公众信任，催

生了第一个股份可以

公开交易的公司——

股市就这么诞生了。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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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村

近日，由中国科学技术馆、重庆市科学

技术协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手工造纸

的技·艺”展在重庆科技馆 B 区一楼展厅正

式开展。

本次展览以造纸技艺为中心，设有技

之源、匠之心、纸之用、纸来折往 4 个主题

展区。展览通过互动展品、实物陈列、模

型、多媒体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与互动

相结合的多维度体验空间，全面展示了手

工造纸的工艺知识、科技内涵、传承人物

和纸艺创新成果。同时，观众在参观完主

题展后，还可以在重庆科技馆微信公众号

上参与线上互动，通过答题，写参观感悟

等方式，有机会领取造纸体验套装，感受

古人的精巧构思。

技之源展区通过纸与历史、纸与科学、

纸与文化、纸与工艺、纸与环境 5个板块，分

别展现了造纸术的源流与传播路径，手工造

纸背后的科学知识，名人与名纸的轶事，中

国各地手工造纸资源，宣纸、竹纸、皮纸的制

造工艺流程等。

匠之心展区介绍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

造纸匠人，讲述了他们鲜活生动的传承故

事。他们对于材料、工艺的不懈追求传递了

永不言弃的精神和孜孜以求的信念。

纸之用展区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

的原料、地域、工艺造就的不同性能和功用

的纸，这些纸不但满足了日常书写所需，手

工艺人还利用它们的独特性能创造了不朽

的艺术佳作。现场还特别展示了纸翻花、佛

山彩扎狮头、杭州富阳纸伞、潍坊风筝等中

国传统工艺品对纸的应用。

纸来折往展区从折纸的发展出发，重点

关注折纸背后的数学知识、科学原理、工程

应用、艺术美感等。展区展示了折叠对于纸

张片材刚度、形状的改变，以及折叠赋予纸

的出人意料的形态与功能，体现了科学与工

艺的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艺术的碰撞。同

时，展区还陈列展示了元宝、睡莲、针线包等

传统折纸作品，三角龙、霸王龙、沧龙等现代

折纸作品，三浦结构、水雷结构、蜂巢结构、

火烈鸟、天马等充满科学和艺术色彩的折纸

作品。

重庆科技馆举办本次展览，旨在让观众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对手工造纸的

认知和理解，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豪感与自

信心。展览将持续至 9 月 4 日，免费向市民

开放，来馆观展需遵守相关防疫要求，提前

预约。

到重庆科技馆

看中国手工造纸技艺

1886 年，当时的著名物理学家瑞利男

爵向英国科学促进协会递交了一篇有关

几个电动力学悖论的论文。但很快他就

遭拒稿，理由是论文的内容相关性和质量

没有达到期刊的标准。然而，编辑们马上

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发现之前接收的

投稿，瑞利的名字被遗漏了。当编辑们发

现这是瑞利的大作，马上接收了它，并加

紧致歉。这件事凸显了科学声誉的作用，

也可以被称为学术界的“马太效应”。

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领域，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类似的

现象。那就是科学家的地位和声誉可以

带来额外的关注和认可，同样申请成果，

作者、研发机构、团队不同，获得的认可、

评价、能够转换的有形资产很多情况下大

相径庭。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湛庐文化近日

引 进 出 版 了《给 科 学 家 的 科 学 思 维》一

书。这本书谈到，科学家社团“互联网工

程任务组”在 1999 年开始隐去了论文稿的

作者姓名，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瑞利男爵的

经历，也就是稿件署名中如果出现了显赫

的科学家的姓名，得以发表的可能性将因

此提高 9.4%，而稿件中资深作者的姓名被

隐匿，发表的可能性反过来会下降 7.2%。

另一项随机的对照实验，则将同样的

论文，在两次初审程序中，一次隐去作者

姓 名 ，另 一 次 则 保 留 作 者 署 名 。 事 实 证

明，暴露姓名的知名作者因此获得的发表

概率显著增加，而隐匿姓名获得的发表概

率则下降。另外，如果论文评审能够确保

评审者的匿名，上述效应的波动数值会更

加明显。这意味着，地位已知的作者容易

受到“姑且信之”态度的纵容，也就是相对

牵强的论证、不太令人满意的实验结果，

也可能被评审者接纳；而没有地位或未显

示姓名的作者，无论在研究设计还是研究

方法上都要经历更严格的审查。

科学界、学术界广泛存在的“马太效

应”，相当程度上有失公平。《给科学家的

科学思维》书中进一步推导分析指出，当

两位不同级别的科学家做出独立的科学

发现时，无论在大众舆论场还是学术圈子

中，“功劳将归属声望更高的人”。

也就是说，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与不那

么知名的同事甚至学生合作时，哪怕前者

署名靠后，大众和同行也都将主要议论前

者。人们会认为，声名显赫者是创意提出

者以及项目带头者，而资历尚浅者只是执

行者。这是一个失衡的荣誉机制。

更糟糕的是，当名人与不那么知名的

合作对象合写的作品出现了差错，比如撤

稿，有抄袭问题，结论或者论证过程弄虚

作假，责任的分摊机制就发生了反转。《给

科学家的科学思维》中指出，资深作者大

多能从上述尴尬事件中安然撤出，不会受

到过多的负面影响，而那些资历尚浅者尤

其是研究生或博士后往往会被终结学术

生涯。

“如果与爱因斯坦合作撰写的论文被

撤稿，这怎么可能是爱因斯坦的过错呢？”

这是科学界、学术界运作机制之中，迄今

仍然存在的令人遗憾的问题。

《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这本书严格

意义上要归于“科学学”，也就是对科学研

究本身的特点和问题进行规范化研究，找

出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我们能够对不

同学科的不同学术产出量进行一个量化

评比吗？为什么不同学科，乃至同一学科

的不同科学家在论文撰写、理论研究、实

践实验等各方面的成果产出，有时呈现出

很大差异？

本书作者王大顺和巴拉巴西两位教

授深刻解析了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关键问

题，并得出了深刻洞见。全书内容趣味性

和可读性很强，可帮助科研工作者、有志

科学研究的青年学生以及关心科学研究

的大众读者认清科学的演化、机理以及科

学研究成果产出的规律。

揭露学术界的“马太效应”
——读《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

日 前 ，国 家 文 物 局 在“ 考 古 中 国 ”重

大 项 目 重 要 进 展 工 作 会 上 通 报 ，在 位 于

河北 的 下 马 碑 遗 址 ，考 古 科 研 人 员 根 据

拉 曼 光 谱 、X 射 线 荧 光 光 谱 等 技 术 分

析 ，确 认 了 一 处 富 集 赤 铁 矿 的 染 色 区 ，

部 分 赤 铁 矿 石 表 面 发 现 摩 擦 痕迹，推测

为颜料加工遗存。此次发现是我国乃至

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人类加工

颜料遗存。

河 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专 家 指 出 ，

研究团队通过跨学科、多平台协作，用科

技手段让考古材料“说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袁 靖 在 接 受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

当 前 能 否 在 考 古 学 研 究 中 更 加 广 泛 、有

效地运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已成为 21 世

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

标尺。

科技考古尚未充分
发挥作用

科技考古是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

指引，聚焦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应用自然

科 学 相 关 学 科 的 方 法 和 技 术 开 展 研 究 。

袁靖介绍，科技考古包括数字考古、年代

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等 12 个领域。

对 此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考

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

考 古 专 家 王 昌 燧 告 诉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科

技 考 古 可 以 进 行 定 量 分 析 ，能 把 考 古 学

的 问 题 讲 得 更 清 楚、更 精 确 。“科 技 考 古

学应该是考古学发展必须要有的方法和

思路，它至关重要，需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过，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科技考

古的普及率还不高，研究程度参差不齐，

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袁 靖 表 示 ，2021 年 经 国 家 文 物 局 批

准的 1702 处考古发掘项目中，有 1300 余

项为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这些项目

中，由于要配合工期、时间紧、任务重、科

技 考 古 人 员 数 量 有 限 等 原 因 ，大 部 分 未

开 展 科 技 考 古 工 作 ，只 是 采 集 人 工 遗 迹

和 遗 物 信 息 就 了 事 。 科 技 考 古 的 缺 席 ，

不仅造成考古发掘现场信息采集的不完

整，还影响了后续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我国考古学科和考古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

袁靖建议：“国家文物局组织相关研

究 机 构 ，制 定 田 野 考 古 中 全 面 应 用 科 技

考 古 的 工 作 手 册（或 导 则），在 考 古 项 目

检查验收中加强对科技考古进展的督导

和考核比重。”此外，他还希望，科技考古

能有制度和经费的保障。

可移动科技文物应
有统一管理

令 袁 靖 挂 念 的 ，还 有 通 过 科 技 考 古

手段获取的包括人骨、动物骨骼、植物遗

存、冶金遗存、陶瓷遗存和纺织物遗存等

在内的一大批可移动科技文物。

袁靖表示，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人骨遗

存 14万件/具、动物遗存 158万件、植物遗存

数百万件/粒；金属标本 4 万件、陶瓷标本约

1 万件、丝织品标本 2000 余件、纸张标本

1500 多件。这批可移动科技文物未经统一

管理，散布在各地的研究或教学机构。

它们蕴含着古代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时

段的人类基因、健康状况和疾病情况等信

息，包含着动植物的种类、数量和基因等信

息以及古代众多科技工艺流程的信息……

“放眼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

此重要、珍贵、系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资源。”袁靖指出，对科技文物资源进行科学

整合、安全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全面共享是

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应建设全国性和区域

性的科技考古标本库、数据库。

培养科技考古人才
参与发掘很重要

前 段 时 间 ，教 育 部 和 国 家 文 物 局 启

动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

专项，其中的重点方向就包括科技考古。

袁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国内科技考古

的队伍还在建设之中。各个研究领域普遍

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有些省属考古机构

里，科技考古方面的人才还是空白。

科技考古人才培养需要注意什么？

王昌燧的很多学生，已经成长为科技考

古领域的领军人物。几十年的实践，让他有

一个深刻感受——培养科技考古人才时，应

尽可能安排他们参与考古发掘。

“科技考古学必须建立在考古发掘的基

础上。需从勘探、发掘到研究的全过程，皆

合理融入科技考古方法。”王昌燧强调，考古

学的主要目的是复原古代社会。如果把复

原古代社会比喻为组装机器的话，考古发掘

就是制备机器的基座。如果不去参加考古

发掘，全在实验室做研究，那最多只是制造

相关的零件。“没有基座，无法安装零件，怎

能组装成机器？”

王 昌 燧 指 出 ，科 技 考 古 人 员 必 须 懂

得 历 史 与 考 古 ，要 明 了 古 代 社 会 的 发 展

史；懂考古学理论，才能认识和解决考古

学的重大问题。

袁 靖 表 示 ，中 国 科 技 考 古 队 伍 建 设

亟 须 大 大 加 强 ，以 适 应 当 前 考 古 学 发 展

的 需 要 。“我 希 望 通 过 大 家 的 努 力 ，把 包

括科技考古在内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推进

到一个新的阶段。”

提升考古学研究水平，科技考古不能缺席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如今炒股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盯着股

市，希望股票对得起自己的信赖。几百年

前，欧洲人发明了复式记账法，才让股市成

为可能。

从本质上讲，复式记账法是一种详尽记

录、面向审计的记账法。它让企业运营变得

更高效、更负责。复式记账法，还赋予小民

族以大能量，甚至掀起巨浪，掀翻不可一世

的强国。

鲁滨逊的法宝

流落荒岛的鲁滨逊，家喻户晓。评论家

常说一句话：鲁滨逊代表了正在蓬勃兴起的

英国资产阶级的形象。这话从何说起？

鲁滨逊刚在岛上扎下营，惊魂乍定，拿

出账簿、笔和墨水：“我开始严肃地考虑现况

和所处环境，把事务状态一条条列出来……

我用账本上借方和贷方两栏，平实地写下我

享受的便利和遭遇的麻烦。”

比如，鲁滨逊在“坏”一栏写下“我没衣

服穿”，相应地，在右边“好”一栏写下“但气

候炎热，有衣服也不用穿”。如此列举几条

后。鲁滨逊表示：人生再不顺利，也可以在

账本的贷栏里写一笔。

鲁滨逊这个举动，可以说，是深谙复式

记账法才能干出来。后来，他逐步升级，砍

木头、盖别墅、抓山羊、探路线、做木船、做陶

器、做烟斗……总之，一个人把荒岛整得井

井有条，让土著相形见绌。如果他没有记录

的习惯，想必干不了这么多事。

鲁滨逊的日记，每天写写有什么收获，

付出什么代价，其实就是账本。这本日记让

读者（相当于查账人）能总体把握鲁滨逊的

资产、经营活动和利润来源。

马克思评论说：“从破船上抢救出表格、

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不久就作为一个

地道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

载着他所有的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

须的各种工作，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一

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

在理性经营的意义上，鲁滨逊和英国东

印度公司差不多。鲁滨逊开了一个荒岛公

司，复式记账法让这个公司永续经营，健康

发展。

意大利的创意

记好账，是妥善经营的基础。5000 年

前的苏美尔，留下的最初文字就是记账用

得。雅典等希腊城邦对公共财政的记账和

查账就很重视。在罗马，凯撒死后的斗争

中，屋大维靠着精确详细的账本，战胜了账

目一团糟的安东尼。

各大古代文明用的都是单式账。类似

于：从银行取 40元买椅子。

复式记账法则同时记两笔——左边写：

椅子 40元；右边写：银行存款 40元。

左边写钱的去处，右边写钱的来源。左

右两栏永远相等。复式记账的好处是，每一

笔钱，不仅记录了它的去处，还记录了它的

来源。核算时，左右总数应该一样，这就是

所谓的“把账做平”。

复式记账法方便验算。而且可以随时

查看资产和负债。

复式记账法的起源，就像很多中世纪的

发明一样，很难说确切。我们知道的是，1300

年左右意大利商人已经开始使用。一种推测

是，中世纪意大利人跟东方人做生意，合伙搞

远途贸易的人很多，复式账本方便合伙人的

交接、查账，就推广了。热那亚是第一个普遍

用复式记账法的城邦，也因此兴盛。

后来，精通数学和文艺的修士，也是达·
芬奇的密友卢卡·帕乔利（1445—1517年）在

1494年出版了《算术、几何与比例论》，把意大

利商人使用了 200年的复式记账法，做了全

面总结。帕乔利因此被视为会计学之父。

详尽可靠、经得住审计的复式记账法，

要求记账者特别认真负责。马克斯·韦伯等

著名学者指出，从复式记账法里诞生了资本

的概念；复式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前提。经

济学者熊彼特说：“复式账本是资本主义高

耸的纪念塔。”

触犯社会习惯

虽然帕乔利写的这本书是个宝贝，但当

时人们不太重视。复式记账法的推广也不

太容易。

根本原因是，复式记账法对记账人的

要求，与古代社会习惯相悖。古人不赞成

把极端认真的劲头用于牟利、放债、利滚

利。商人和银行家尽管生意成功了，却也

有社会压力。

14 世纪后期，有一位成功的意大利商

人达梯尼。他向朋友抱怨家乡的商人都不

记账，而是试图用脑子记住各种事情，“天知

道他们怎么会管好企业！”

达梯尼认为，复式记账法才能准确核算

和管理生意，但他周围的人不这么做。比如

一位药剂师，有一本大流水账加一本小流水

账。大账记载应收款、应付款、债务信息。

小账记录交易。还用黑板表格、小纸片记

账，时间一长就丢了。这种原始的账本，外

加一个好记性，去核算账目，精确性和完整

性比达梯尼差远了。虽然生意也能成功，但

做不大。

但对达梯尼理性的记账方法，旁人是不

满意的。用中国古人的话说：“锱铢必较，不

够厚道”。

当时的银行家和商人，一边热心增加资

本，一边有沉重的罪恶感。因为高效地赚

钱，让钱生钱，有悖于社会宣讲的宗教理

想。达梯尼越是认真记录自己的利润，越觉

得远离上帝，为此焦虑不已。

1395 年，听了一场布道后，达梯尼写信

给妻子说：“我这辈子犯罪犯到极点了……

我愿意交上罚金以赎罪。”他将巨额财富捐

了做善事，他建造的儿童医院今天尚存，大

门上方刻着当地人对他的尊称“为基督穷苦

子民而行商之人”。

当时的人崇拜贵族而不是银行家，哪怕

银行家阔得多。帕乔利的会计教材，没什么

人买。同时期描述贵族生活的读物却畅销

得很。这种书里有王侯将相，文治武功，慷

慨大气，霸道总裁，但没有账本。

国王不爱记账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光炳史册。他

们正是靠着严格的复式簿记而在金融界崛

起，把所有富豪家族都甩在了身后。

美第奇家族最精明能干、闷声发大财

的一位是柯西莫。他曾在父亲开办的银

行里接受训练，很熟悉复式记账。当时意

大利很多地方规定要用复式记账法，便于

收税管理。如果有财务争端，账本还可以

作为凭证——法官更相信清楚的账本，账

糊涂就可能吃亏。

柯西莫掌控着欧洲金融，暗中左右全

欧洲的公共事务。文书、密件和账簿如雪

片一样飞上他的办公桌。美第奇银行从

事国际汇兑，还借钱给各城市政府，替王

侯做各种投资。金钱如流水，没有复式记

账法是搞不定的。

而柯西莫的孙子，著名的文艺复兴赞

助人洛伦佐，尽管在历史上极其光鲜，却

不懂复式记账法。政敌马基雅维利（懂复

式记账法）评价说，洛伦佐是一位能干的

国王，却是一位蹩脚的银行家。洛伦佐搞

不了审计，美第奇银行的不良资产越来越

多，家族也自此衰落。

亚当·斯密说过，国王往往不善理财，

因为时时刻刻都面临诱惑，容易把个人荣

辱置于事业经营之上。

一 个 例 子 ，是 资 助 麦 哲 伦 去 环 球 航

行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随着西班牙

成 为 日 不 落 帝 国 ，查 理 五 世 用 钱 的 地 方

越 来 越 多 ，财 务 也 越 发 混 乱 ，入 不 敷 出 ，

他 想 要 仿 照 银 行 家 ，推 广 复 式 记 账 法 。

但 终 其 一 生 也 没 把 改 革 落 到 实 处 ，始 终

债台高筑。

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普即位后，继续

改革，命令官员采用复式记账法，把账本

交给总代理人，但受到各路人马的抵制。

有权贵声称学不会新的记账法，有的司库

不同意接受审计，有的商人不愿意把账搞

清 楚 ，怕 暴 露 了 利 润 。 最 后 改 革 无 疾 而

终。

同一时期的荷兰，会计学校却如雨后

春笋。荷兰人看到帕乔利的会计书，如获

至宝，翻译、付印、推广。从贵族到路边摊

贩，人人学习复式记账法。从此，荷兰也

就顶替了西班牙的强国地位。

复式记账法让可审计的荷兰企业得

到了公众信任，催生了第一个股份可以公

开交易的公司——股市就这么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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