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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梁 

 

宋小明① 

 

中华之幸，在于不论时事多么艰难，众生如何浮躁，总有那么一些人，默默地沉潜于学

问，用自己的艰辛增益祖国文化，使之不至倾颓。他们是文化的魂魄，民族的脊梁。 

——谨以此题致献敦煌会计文献研究的开创者唐耕耦先生 

 

在我的书桌上，几年来一直放置着一套特殊的书籍，那就是唐耕耦先生主编的《敦煌社

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于我而言，这部五卷本的著作，因为特殊的缘由，已经不只是重要

的工具和资料参考，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上的营养与激励。每次翻阅，总是会想到它的

作者，著名唐史研究专家、敦煌会计文献研究的开创者唐耕耦先生。猜想唐先生究竟是在什

么样的条件下，从数量庞大的敦煌遗书中拣选出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社会经济文书，经过

精心的整理、识读及分类，使得散存于世界的这些文书瑰宝，得以整体性地呈现在学者案头，

作为研修的必备工具和基础。也自然地想起去家中拜访唐先生，问起当年研究敦煌社会经济

文献和会计文书的情况时，先生泪眼婆娑，欲语还休的神情。 

如今，先生已远。但他的心血之作仍在益助后学。而先生计划中并一直期望着的《敦煌

会计文书集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面世，时时思之，不禁既愧又痛。 

 

一、因书结缘 

初识先生之名，是在 2004 年初夏。 

那时我才通过博士复试，得入恩师郭道扬先生门下修习会计史。一日，接同门来电，要

我为导师查找净土寺筭会报告资料。经历了不少波折，终于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资料

                                                             
① 工作单位：中国会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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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找到《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翻览其中一张张并不十分清晰的图片，阅读其下一

字一句细致的录文与注释，瞬间便被作者的功夫所震撼，也因此记住了该书作者唐耕耦先生

的大名。 

其后研究成本会计史，敦煌寺院经济中的成本控制成为其中重要内容，唐先生的《释录》

便成为须臾不离的重要参考，也因此得以仔细深入地研读其中许多重要文书和内容，深深为

作者对文书的研究和理解，包括对一些会计专用符号的细致解释所震惊。 

再后来，因为参与建设中国会计博物馆，进一步拜读了唐先生的学术论文，包括《北京

图书馆馆刊》1996 年第 1 期所刊“敦煌寺院会计文书”，更增强了对先生的崇敬之情，心中

隐隐将先生看做了未曾谋面的师尊。内心期盼能有机会拜见先生，当面聆听教诲。 

先生详细探讨了敦煌会计文书的总体情况、类别归属、各类典型文书的性质及格式特点、

研究价值等，并对常住什物交割历、入历、破历、诸色入破历祘会牒等典型文书做了细致的

举例分析。先生对敦煌会计文书价值的判断，更是高屋建瓴和振聋发聩的。先生认为：“敦

煌寺院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研究古代社会计史的稀世瑰宝。”先生

在文章中特别说明：“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纷繁杂乱，且多由僧徒剪开后粘贴，已失其原有次

序，须要下大力精心整理。以上只是作了概括性的叙述。有兴趣的同道，请参阅拙编《敦煌

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二辑，和将要出版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以及

正在整理准备争取出版的《敦煌会计文书集成》。” 

于是我到处找寻，想要买到《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并确定《敦煌会计文书集成》

是否完成出版。然而遍寻各处，依然无法买到《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后来在敦煌石室

书屋买到其他一些新文丰出的敦煌研究著作，唯独没有唐先生的大作，深以为憾。后来得友

人馈赠该书电子版，如获至宝。但《敦煌会计文书集成》究竟有没有出版，却一直未有答案。

对此疑惑，一直念念，希望能够得见先生，当面释疑。 

 

二、拜见先生 

终于有机会面见先生，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意外之喜。这个惊喜在 2016 年 7 月 15 日成

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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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 月 15 日于三里河家中拜见唐先生 

说起这个机缘，首先得感谢敦煌研究院文献所前所长马德先生和国家图书馆刘波先生。 

几年前，因为研读敦煌会计文书，有幸结识马德教授。其间说起对唐先生的崇敬，表达

了希望能够有机会拜见先生的心愿。马老师之前见过唐先生，已经好几年未曾见面了，但知

道唐先生近期曾有生病，也想再去拜望。于是托马老师想办法联系，争取早日达成心愿。关

于后来的见面，我在工作日志中有如下记录： 

 

2016 年 7月 8日，星期五 

早上收到马老师信息，说拜访唐耕耦先生之事已经联系好。下周五由国图刘波

带着去三里河家里拜访唐先生。这是期盼已久的事情。 

2016 年 7月 18日，星期一 

上周四与王旭一同乘高铁去北京，周五上午 9 时如约到三里河物资大院，由国

图刘波带着，和马老师一同拜访了唐耕耦先生。 

唐先生 1931 年出生，已届 85 岁高龄。去年中风，但恢复得很好。本拟请他一

同吃午饭，家人说不宜外出而放弃。 

我向唐先生请教了有关敦煌会计文书研究的一些问题，唐先生一一作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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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以后就靠你们了。一定不能以论代史。 

我接着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当年怎么就会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会计文书方

面；二是对官府会计文书的地位做何看法。 

唐先生希望在自己 90岁大寿时能出个作品集。我与马老师、刘波商谈了其可行

性。回来后我负责联系出版社（从先生家里出来即接到立信会计出版社黄成艮编辑

电话，说了这个想法，他很赞同），并写报告给学校，希望获得支持。具体成立一

个小组，放到会计博物馆文献整理出版项目中做。马老师、唐先生作为顾问提供指

导。 

 

日志中记了工作相关的信息，未曾记录的，是我见到崇敬的师尊时那份惊喜，以及听唐

先生讲起往事时内心巨大的感触和波动。 

现实中的唐先生，因为不久前才从中风中恢复过来，看起来有些虚弱。瘦削的面孔，属

于典型的、痴迷学问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多小时的拜访中，谈起之前对照微缩胶片做研究

的艰辛，以及研究完成之后出版无门，心血之作挂他人之名才得以面世的种种无奈，先生眼

中噙满了泪水。我在平静中感受到极大的震撼，也深深为他感到抱憾和不公。 

我特意问到他文章中提到的《敦煌会计文书集成》是否完成，先生只是说没有，却未做

解释。这种结果，其实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先生在文章中所写，即是：“正在整理准

备争取出版的《敦煌会计文书集成》”。准备争取出版，短短六个字，道出了作为一个真正的

学者所面对的不可为外人道的无奈与辛酸，自然也注定了出版《集成》之愿望流产的命运。 

 

三、学术不朽 

回想起来，我与先生完全是因为敦煌会计文书而结缘，事实上也仅仅只有过这一次不足

两小时的见面。但相互之间，却似乎有着极深的缘分。这种缘分，当是来自对敦煌会计文书

的热爱，因为先生在敦煌会计文书整理研究方面的不朽功绩。 

先生以一己之力，耗时十年完成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已是不朽的功勋。

我之钦敬先生，除了《释录》之外，更因为先生开创性地发现了敦煌会计文书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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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史研究专家，不因会计属于一般人眼中的小学科而忽视之，这份

情怀，无人可与比肩。 

先生以细致的功夫，对敦煌会计文书，尤其是其中占最大数量的寺院会计文书做了细致

的分类、缀合、整理和研究，让这些“研究古代社会计史的稀世瑰宝”，绽放出了迷人的芳

华，为后人研究铺平了道路。先生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迄今仍是敦煌会计文书研

究方面无可逾越的高峰。 

这座高峰，如同先生本人，俨然一道傲然树立不屈的脊梁，挺立于我们心中。 

   2018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