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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明先生的《徽州典商研究》提到了一种徽商账簿《嘉

庆溆浦裕余》，它记录了一个徽商布铺从嘉庆十一年（1806）十
月到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的经营情况。反映了鸦片战争前
我国民间会计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及当时的工商业店铺利润

分配的一些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家店铺名文懋店，

是嘉庆十一年（1806）十月二十日开张，投资人为以记（姓名不
详）。嘉庆十五年（1810）以记退出，缉亭成了东家。嘉庆十九年
（1814）二月十九日缉亭因无本，又连年凶荒，商号难以维持，
不得不与其叔合开当铺，账簿也到此为止。

一、会计史上的意义

这个账簿不是店铺日常使用的日记账，而是一种盘点记

录，所以它应是一种会计报告。这种盘点记录一年一份，连同

最后改组时的盘点记录共九份，现录其第一份进行观察。

嘉庆拾贰年岁次丁卯春王月 吉立

年 总

一 该以记存本钱一千三百五十四千茵九十二，丙誕出
苏誕货时开张。 1

一 该以记存马效葵、马迪光店钱贰百五十贰千，家伙

另账。 2
一 该以记存坐房钱肆拾千文。 3
三共存钱一千六百四十六千茵九十二。 4

一 该郑信和存货钱九十三千八百五十六。 5
一 该任永和存货钱拾一千茵七十九。 6
一 该戚德茂存货钱廿八千六百。 7
一 该房租未付去存钱拾贰千。 8
一 该各友存俸钱贰千八百。 9
以上共该钱一千七百九十四千四百廿七。 10

一 存店盘现货钱一千茵五十一千四百六十六。 11
一 存以记该钱三十五千八百廿文。 12
一 存过店钱贰百五十贰千。 13
一 存坐房钱四十千。 14

一 存现钱二百七十贰千茵卅八。 15
一 存现银廿五两四钱二分，作廿贰千三百七十。 16
一 存现洋九元，作钱六千三百。 17
一 存寄苏染布卅匹，钱十一千。 18
一 存寄买被面洋十，钱七千。 19
一 存押包钱三千茵五十二。 20
一 存欠账钱贰千六百九十一。 21
一 存陈荆岩借钱十八千六百廿一。 22
一 存汪泽云借钱八千八百六十二。 23
一 存王加小船借钱四百七十。 24
一 存店各友借钱贰千九百卅。 25
一 存缉亭该钱三千三百九十八。 26
一 存方斗光借钱卅千。 27
一 存徐萃华首会五十千。 28
一 存李德和借钱八百。 29
一 存松记该钱七千二百廿四。 30
一 存聚源该钱七百廿五文。 31
一 存置物钱一三二百，六折作七千九百廿。 32
以上共存钱一千八百卅四千六百八十八。 33
两兑净余钱四十千茵二百六十一。 34

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开市，至年杪计七十日，卖钱

一千五百茵九千二百八十四 35
一 支俸钱三万一千八百。 36
一 支堂食五十一千七百七十四。 37
一 支杂用钱卅贰千八百五十。 38
一 支零用钱十贰千九百廿七。 39
一 支置物钱五千二百八十。 40
共支用过钱一百卅四千六百卅一。 41
仍除支余钱四十千茵二百六十一。 42
总共计毛利钱一百七十四千八百九十贰文，作毛利一分

一厘六。 43

徽商账簿《嘉庆溆浦裕余》研究

张建朋 刘秋根渊博士生导师冤
渊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保定 071002冤

【摘要】本文研究了一种徽商账簿《嘉庆溆浦裕余》，认为这种账簿不仅采用了与龙门账一致的双轨计算盈亏的结算方

法，而且使用了龙门账的术语，即早期龙门账的会计报告。同时还发现，这家店铺已经懂得了低值易耗品摊销的道理，但摊

销比例与现代会计不同。本文还对这家店铺的利润率及利润分配方式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溆浦 龙门账 会计报告 毛利 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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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会计报告可分为两部分，按龙门账会计报告调整后

见表 1、表 2。前三十四行为第一部分，其中前十行，以“该”字
开头，实际上是东家的投资和负债，后二十四行以“存”字开

头，包括商号的银钱、存货、债权等，有的项目虽然含义不明，

但大致可确定为资产类账户。

第 10行是所有“该”项总和，即资本与负债的总和。第 33
行是所有“存”项的总和，即总资产。第 34行是第 33行数字减
去第 10行数字的差，即“存”项总和减去“该”项总和：1 834千
688文-1 794千 427文=40千 261文。这是在用“存”减“该”
的方法计算利润。

第 35行至 43行为第二部分，第 35行数字是开张以来的
销售收入总和，以“支”字开头的五行是这段时间的费用，第

41行是费用总和，第 42行与第 34行数字相等，也是这段时
间的利润。最后一行是毛利，即从总收入中减去销售成本的数

字。第 42行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它实际上是用第 43
行数字减去第 41行数字，即从毛利中减去总费用：174千 892
文-134千 631文=40千 261文。但这份会计报告没有把销售
成本列出来。

通观整个会计报告的思路，实际是在以两种方法计算利

润，既采用了与现在计算利润的方法一致的以收减支的方法，

又采用了旧会计存减该的方法，即从资产中减去负债和资本

的方法，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郭道扬先生认为，“龙

门账”会计报告就是采用了与以上思路一致的双轨计算盈亏

的结算方法，并通过差额平衡的方法，达到勾稽全部账目的目

的。而这份会计报告，不仅思路与“龙门账”会计报告一致，

“存”、“该”等术语还与“龙门账”使用一致。

由此我们很容易就得到了一份龙门账会计报告，所以《嘉

庆溆浦裕余》可能就是早期的“龙门账”会计报告。

账本里的“置物钱”应是购买工具、家具等花的钱，这些物

品单价并不太大，相当于现代会计里的低值易耗品。第 32行
有存置物钱六折为 7 920文，第 40行支置物钱 5 280文，同
一项目出现在两类账户里，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把这两个数字

相加，等于 13 200文，13 200伊0.6= 7 920（文）。这就是说，“支
置物钱”是这年摊销的置物钱，“存置物钱”是没有摊销的置物

钱。这段时间的置物钱本来是 13 200文，考虑到这个数字比
较大，而开张的时间还短，所以这次只把 5 280文摊入费用，
而把 7 920文留待下年再摊销。这就说明这家店铺已经懂得
把低值易耗品按一定会计期间摊入费用的道理。

下面把历年的置物钱数字制成表格，研究一下它的摊销

比例：摊销比例=支置物钱衣（支置物钱+存置物钱）。历年置物
钱摊销如表 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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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除 结 册

一 存店盘现货钱一千茵五十一千百六十六
一 存以记该钱三十五千八百廿文

一 存过店钱贰百五十贰千

一 存坐房钱四十千

一 存现钱二百七十贰千茵卅八
一 存现银廿五两四钱二分袁作廿贰三百七十
一 存现洋九元袁作钱六千三百
一 存寄苏染布卅匹袁钱十一千
一 存寄买被面洋十袁钱七千
一 存押包钱三千茵五十二
一 存欠账钱贰千六百九十一

一 存陈荆岩借钱十八千六百廿一

一 存汪泽云借钱八千八百六十二

一 存王加小船借钱四百七十

一 存店各友借钱贰千九百卅

一 存缉亭该钱三千三百九十八

一 存方斗光借钱卅千

一 存徐萃华首会五十千

一 存李德和借钱八百

一 存松记该钱七千二百廿四

一 存聚源该钱七百廿五文

一 存置物钱一三二百袁六折作七千百廿
以上共存钱一千八百卅四千六百八十八

一 该以记存本钱一千三百五十四千茵九
十二袁丙誕出苏誕货时开张

一 该以记存马效葵尧马迪光店钱贰百五
十贰千袁家伙另账

一 该以记存坐房钱肆拾千文

三共存钱一千六百四十六千茵九十二
一 该郑信和存货钱九十三千八百五十六

一 该任永和存货钱拾一千茵七十九
一 该戚德茂存货钱廿八千六百

一 该房租未付去存钱拾贰千

一 该各友存俸钱贰千八百

以上共该钱一千七百九十四千四百廿七

两兑净余钱四十千茵二百六十一

表 1

进 缴 结 册

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开市袁至年杪计七十日袁卖钱一千五百
茵九千二百八十四

总共计毛利钱一百七十四千八百九十贰文袁作毛利一分
一厘六

一 支俸钱三万一千八百

一 支堂食五十一千七百七十四

一 支杂用钱卅贰千八百五十

一 支零用钱十贰千九百廿七

一 支置物钱五千二百八十

共支用过钱一百卅四千六百卅一

仍除支余钱四十千茵二百六十一

表 圆

年 份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七年

嘉庆十八年

嘉庆十九年

存置物钱

7 920
12 370
10 600
10 000
12 000
11 000
11 000
7 000

支置物钱

5 280
8 000
5 250
5 976

10 600
6 300
8 260
1 100

摊销比例

0.4
0.392 7
0.331 2
0.374 1
0.469 0
0.364 2
0.421 0
0.135 8

表 猿 历年置物钱摊销一览表 单位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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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表 3可以发现，它的摊销比例不是固定的，变化
很大，不同于现在的一次摊销和五五摊销。这是当时民间会计

取得的一个新成就。

当然，这些会计报告也存在一些缺点，需要改进。里面经

常出现“存又”、“该又”等项目，它们一般与上一个项目的含义

是一致的，但这样一笔笔地开列在会计报告里，显得很啰嗦，

如果我们把嘉庆十五年（1810）、十六年（1811）、十八年（1813）
的盘单以上文所说的两种方法计算一下利润，结果并不一致，

但账面上却是一致的，这就说明这家店铺已经深知双轨计算

盈亏的方法，但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就强把不平衡当

平衡，来掩盖会计水平的不足。

二、投资、毛利和利润分配研究

从这份会计报告可以看出，以记的投资形式是多样的，既

有现钱，也有存放在马效葵、马迪光店里的 252千。而第 13行
的过店钱也是 252千，这就说明这里的过店钱可能就是以记
存放在马效葵、马迪光店里的那笔钱。

以记还有一种投资，就是坐房。什么是坐房呢？我们可以

通过数字进行判断。坐房第一年是 40千，第二年上升到 50
千，以后一直是 50千，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改组。从此可以
看出，坐房可能是以记嘉庆十二年（1807）没有完工的房子，嘉
庆十五年（1808）完工了，共花了 50千。
这就是说，以记当年是以没有完工的房子投资，即以在建

工程投资。第二年这所房子完工了就应该转成固定资产，所以

此后每年的坐房都是五十千文。由此可以得知，这家商号还不

知道提折旧。

最后一行的毛利，就是商品的进销差价，毛利率就是毛利

与总销售收入的比率，即：174.892衣1 509.284抑0.115 877。这
与账面的毛利率大体一致。

下面把历年的毛利和销售收入数字做成表格，进行观察，

如表 源所示：

通过分析上表可以发现，这家商号这几年的毛利率比较

稳定，在一分一厘五至一分三厘之间。这就说明这个地区的进

销差价不太大，利润空间一直比较小。

这家店铺每年的利润，东家如果不取走，存在店里，以后

也是要生利的。现在以嘉庆十二年（1807）的利润 21千 592文
为例，研究一下其生利的情况，具体见表 5：

通过分析上表可以发现，每年生利的本钱都不是固定的，

而是上一次的本利之和。这实际上是利上加利，也就是复利。

我们以复利的公式计算一下嘉庆十二年的利润五年后的本利

之和：21千 592文伊（1+0.18）5抑49千 397文。该数字与账本
记录相差无几，可见这家店铺就是采用了复利制。仅仅经过五

年，其利息便超过了本钱，可见复利生利是很快的。这是中国

非常罕见的复利计算史料。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润都进行这样的生利，而是东家没

有取走的那部分利润才这样生利。嘉庆十三年的利润是 165
千 156文，用来生复利的是 99千 556文，取走了大约 40%；嘉
庆十四年的利润 305千 320文，用来生复利的是 183千 280
文，取走了大约 40%；嘉庆十五年的利润是 571千 359文，用
来生复利的是 362千，取走了大约 37%。
这样我们就弄清了这家商号的利润分配制度，每年把利

润的大约 40%交给东家，余下 60%存在店铺里生复利，年利率
为一分八厘。这是一种奇特的利润分配制度，会计著作里还没

有出现。

从这个账簿嘉庆十三年（1808）及以后历年的支出项目上
可以看出，这个店铺还实行官利制。据王裕明先生研究，所谓

官利，指经营者不管经营效益如何，都要按照约定的比率并根

据所有者资本数向所有者支付的利息。这无疑会加重店铺的

负担。

前文说过，这里的利润空间本来就不大，又实行这样一种

利润分配制度，商号必然不堪重负。到嘉庆十八年，商号出现

了亏损，十九年还是亏损，不得不改组为当铺。

这个账簿里还有一些独特的用语，如过店钱、店底、押包

等，含义不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现在学术界已经广泛注意到了晋商的会计成就，而对徽

商的会计成就还关注不足，这个账簿足以表明，徽商的会计成

就也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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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七年

嘉庆十八年

本 钱

21千592文
25千478文
30千64文

35千464文
41千847文

利 息

3千886文
4千586文
5千400文
6千383文
7千532文

利率

0.18
0.18
0.18
0.18
0.18

表 5 嘉庆十二年的利润生利表

本利和

25千478文
30千64文

35千464文
41千847文
49千379文

年 份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四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七年

嘉庆十八年

嘉庆十九年

毛 利

174千892文
838千92文

1 269千967文
1 421千26文

1 795千219文
1 769千744文
1 322千665文

900千456文

销售收入

1 509千284文
6 722千

10 341千40文
11 150千64文

14 662千258文
13 671千466文
10 401千456文
7 797千733文

毛利率

0.116
0.125
0.123
0.127
0.122
0.129
0.127
0.115

表 源 历年毛利、销售收入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