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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这本《电子数据审计模

拟实验》主要都涉及哪些内容呢？

陈伟：本书在内容安排上主要介绍

了电子数据审计的基本原理和常用方

法，供读者掌握电子数据审计的基础理

论知识。在此基础上，借助我们自主研

发的电子数据审计模拟实验室软件，结

合案例，系统地分析了电子数据审计方

法的应用，包括审计数据采集、数据查

询（包括 SQL 查询和快速条件查询）、审

计抽样（包括间隔抽样和随机抽样）、统

计分析（包括一般统计和分层分析）、数

值分析（包括重号分析、断号分析、Ben-

ford 定律分析）、数据匹配（包括一般匹

配和长度过滤匹配）、相似数据查询（包

括一般相似查询和长度过滤相似查询）

等，满足相关人员学习电子数据审计方

法的需要。本书附录中还设计了 7 个实

验项目，可供读者对电子数据审计方法

进行实训操作。

记者：近几年，关于电子数据审计

类书籍较多，这本《电子数据审计模拟

实验》有哪些特别的内容？

陈伟：目前电子数据审计在我国审

计工作中越来越重要，本书的出版也正

是为了满足相关人员学习电子数据审

计理论与方法的需要。这本书的写作

是基于我多年来电子数据审计科研、教

学、实践与行业培训的经验之上的，在

内容设计上紧密结合审计理论前沿、审

计实务和实践教学的需要，具有可操作

性、理论联系实际等特点。

本书介绍的不是局限于某一行业、

某一特殊条件下的方法，而是一些通用

的方法，适合于各行业的电子数据审计

方法。本书对这些通用的电子数据审

计方法进行了分类和归纳，便于读者系

统掌握，同时也把这些方法形成了软件

工具，让审计人员容易使用，不需要有

特别的技术要求。本书还提供了自主

研发的电子数据审计软件和实验数据，

使得理论和实践学习更方便、更系统。

我在书中也介绍了电子数据审计模拟

实验室软件，为我国的审计模拟仿真实

验室研究与建设提供一些理论基础和

探索经验。

记者：目前电子数据审计在我国审

计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审计人员掌握电

子数据审计技术成为必然。请您结合

目前大数据审计发展现状和趋势谈谈

自己的观点。

陈伟：这本书的写作对于我来说，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电子数据审计在我国审计工

作 中 越 来 越 重 要 ，审 计 人 员 掌 握 电 子

数据审计技术成为必然要求。审计署

于 2009 年首次倡导审计干部培训要建

设 模 拟 实 验 室 ，对 于 实 验 室 建 设 的 研

究同时也引起审计界广泛关注。为了

更好地满足电子数据审计实验教学的

需要，我结合目前电子数据审计，以及

审 计 模 拟 实 验 室 的 研 究 与 应 用 现 状 ，

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数据

审 计 模 拟 实 验 室 软 件 V1.0，为 用 户 学

习和掌握电子数据审计方法提供一个

模 拟 实 验 平 台 。 书 中 结 合 具 体 案 例 ，

借 助 电 子 数 据 审 计 模 拟 实 验 室 软 件 ，

系统地分析了电子数据审计方法的应

用。

关于目前大数据审计发展现状和

趋势，我认为，大数据审计是今后我国

审 计 信 息 化 的 一 个 重 点 ，大 数 据 审 计

的 研 究 与 应 用 任 重 道 远 ，掌 握 好 电 子

数 据 审 计 的 基 础 知 识 和 相 关 实 践 操

作，为开展大数据审计打下基础，要研

发 简 单 、易 用 的 大 数 据 审 计 软 件 工 具

和软件平台。

在完成《电子数据审计模拟实验》

的同时，近年来，我也申请到多项大数

据审计方面的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面向大数据环境的电子数据审

计风险动态控制研究”、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大数据环境

下 的 联 网 审 计 风 险 监 测 与 预 警 研 究 ”

等，希望这些研究能为更好地推动大数

据审计尽一份力量。

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数据审计
□ 本报记者 章程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电子
数据审计的研究与应用成为近年
来审计信息化领域的热点问题。
为了适应信息化环境下审计事业
发展的需要，国内外众多高校、培
训机构开设了审计信息化的相关
课程，南京审计大学审计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陈伟，出版了《电子数据
审计模拟实验》一书。日前，本报
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继去年刘慈欣《三体》之后，中国姑

娘郝景芳凭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获

2016 年雨果奖。“中国女科幻作家郝景

芳”，此前这名字对圈外人而言，或名不

见经传，只此一役，扬名世界科幻文学

圈，雨果奖是和星云奖并列被誉为“科幻

界诺贝尔奖”，是对一个科幻作家的最高

褒奖和肯定。

这个堪称学霸学神级的颇有些传奇

色彩的姑娘，曾获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可

免试入北大中文系，却偏考了清华物理

系。据说其创作还曾有过“文学杂志认

为太科幻，科幻刊物认为太文艺”的小插

曲。想起硬桥硬马，却文学性稍逊的《三

体》，郝景芳的作品，算得上科幻届汩汩

清流，也是对偏重文本可读性读者的福

音。

而相较于《三体》这种暗黑系宇宙黑

暗森林法则，受访时她说，囿于人生阅历

经验，全域视角、终极命题、宏大叙事等

硬科幻套路，她一个小姑娘，才试手时是

不占优的。

女性往往更侧重一些偏柔软温情的

东西，从她后来创作看，不再一上来就假

装全知全能，强求自己必须从大命题下

笔，而是从“轻巧的、小的东西开始写”，

“科幻”其实就在身边，社会性和现实感

里求索出意义性，这样的作品更有现实

黏力。这次获奖的，被外人视为其代表

作，她却一度试图不想被它标签化的《北

京折叠》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它是经典的“反乌托邦”科幻设置。

就如《饥饿游戏》《雪国列车》或美剧《太

空无垠》等描述的一样，未来世界，科技、

经济、资源、社会、阶层、工作、生存等一

系列问题，会更极端地纠缠交错。科技

爆炸，是会异化反噬，还是能探寻某种妥

协后动态平衡，不同科幻表达，给出或充

斥黑暗或值得希冀的未来图景。

在《北京折叠》里，则是一个无所谓

乐观也不算悲观的“大地翻转、时空折

叠”城市和人群重新区划，各归其类，各

行其是的另类想像。它是未来的一种可

能，但是现实的意义性映照得格外真切。

小说主人公，为了捡来的孩子上个

好幼儿园，可以往来穿梭三层空间，拼尽

全力，只求底线生存。是合法邮差还是

非法走私，都在一线一念间。底层的挣

扎，中层的惶恐，上层的安稳，这些在任

何世界任何国度，在人类历史各个时空

维度，都真切存在。这个城市折叠可以

发生在任何真实或虚幻的城市，甚至外

太空，但是我们看着却像照镜子。

“户籍、二元、城乡、隔阂、固化”这些

不是科幻概念，问题不是未来才有。现

实中我们不也常听专家屡屡献策，放言

“驱赶所谓低端劳力”实现大城市的“自

净”么？

想像并非空想杜撰，现实性和意义

性，历史和未来链接点，就是现时现世。

文学烛照过去，未来如何书写，则取决于

时下的反思和改变是否及时而深刻。郝

景芳一再提到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性。而

揆诸自身，上下求索，这是哪怕“折叠”乃

至故意虚化了背景的优秀科幻，也总能

留给世人的最大意义。

“折叠”了空间，并未湮灭“意义”
——读雨果奖作品《北京折叠》

□ 李晓亮

在中国，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了解这

个社会。而最能了解社会的方式，则是

通过人。那如何了解一个中国人呢？在

《做立体的中国人》一书中，著名作家梁

晓声对中国人进行了探讨。无论是回望

过去，还是刻画当代，无不针砭时弊，寄

寓着作者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殷切希望。

这 本 书 是 梁 晓 声 近 40 年 随 笔 合

集。包括《勇于羞耻的现代公民》《当今

中国青年阶层分析》《敬畏为何在中国水

土不服》《仅仅谴责是不够的》《狡猾是一

种冒险》等篇目。书中，一条街道、一个

剧团、千种表情、万般无奈……种种亲眼

所见，都成为梁晓声剖解“微型中国”，揭

示社会病相的鲜活样本。他以事态、事

实及鲜活的底层状况，把脉时代的症结，

解剖国民性格，分析社会深层现象，探寻

时代悲欢。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一贯

的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历史的反

思、对民众的真实情绪和深切感悟。

梁晓声从众多小人物的微言微语，

勾勒出时代的烙印。他大声疾呼，没有

幽默感的民族是缺乏亲和力的，但是丧

失了庄重气质的民族也将是不可爱的。

民族是需要文化培养的。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如果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

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的话，对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来说，是堪忧的。

中国的文化中缺少什么？梁晓声认

为缺少人文的因素。人文在高层面关乎

到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

人文不体现在学者的论文里，也没那么

高级，他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中，就在我

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

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中，这些都是

文化教养的结果，也是我们学文化的原

动力，是我们传播文化的一种使命。读

本书，感觉梁晓声的文字始终坚持自己

的操守，禀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高

扬人文主义的精神。

梁晓声依然保持着他那种罕见的真

诚，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义愤和忧国

忧民的赤子之心。他疾呼，中国的父亲

母亲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他认为“中

国民间具有极其本能的、蚕丝被套般的

向善维护系统，以影响自己的儿女们不

变恶劣”。这个系统从未被彻底摧毁。

简单的家庭教育，体现一个最核心的伦

理命题，那就是勿恶守善。所以当下的

中国父母，重要的是教育儿女成为善良

正直的人，而不是一味去竞争，去争抢，

平凡的人并不等于平庸。

梁晓声坚守自己的阵地，从民间的

视角，关注最底层人物，关注社会，关注

人性。梁晓声说，活在当下却说从前好

的中国人，无疑是有的，但估计不会很

多 。 说 现 在 好 的 中 国 人 ，当 是 最 多 的

吧？凡打从前活过来的中国人，即使对

现在的中国满腹怨言，即使有办法能将

他送回从前去，关键时刻大抵还是会对

从前背转过身的。所以他说：“我愿我们

未来的中国，‘纸板人’少一些，再少一

些；‘立体人’多一些，再多一些。”这代表

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生活中的梁晓声低调、充满温情，但

在争取公权利上，他是个斗士，声色俱

厉、直言上书。他将目前之中国与历史

上各个时期的中国进行比照，认为一个

正在富强起来、进步起来的中国是不容

怀疑的。有一种思潮认为今不如昔，“我

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知识分子良知要求

我应以真诚而有说服力的文艺作品表

态：事实绝非那样。”但历史告诉我们，世

界上有不少国家，恰恰迅速地衰败于物

质丰富了以后，典型的例子是古代“大罗

马帝国”。读来让人警醒不断。

梁晓声一直被当作是平民的代言

人，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了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

求及幻灭，他们的执着与无奈。梁晓声

奉行“文学要使社会进步，使人的心性提

升”的主张，而文学的终极意义，就是要

使我们的心性变得更豁达、更开朗，更善

于自我化解忧愁、化解烦闷。梁晓声显

然在努力追求着。

民 间 视 角 下 的 时 代 烙 印
□ 张光茫

阿城写日记，我也写。我写的不如

阿城好。或许我写的不能叫日记，只能

叫 日 程 。 阿 城 在 威 尼 斯 小 住 ，每 住 一

日，都有一篇文字，间或还有素描。若

是他的文字再差一些，我一定更喜欢他

的 素 描 。 就 说 他 绘 的 地 图 吧 ，歪 歪 斜

斜，若是拿到中学课堂去评比，一定给

比下去；而他画的海鸟，铺天盖地，连他

自己都笑“画起来象（像）判考试卷子，

漫 天 都 是 对 号 ”。 不 过 他 的 文 字 是 真

好，毫不费力地就把你带进去和他一块

儿逛，逛着逛着，忽然从他的闲聊中觉

出意思来，始知道他的高度。

“波隆那市中心有个斜塔，斜塔上

有 一 块 石 板 ，石 板 上 刻 着 但 丁 当 年 的

话，说它像一个巨人俯身向我说话。”阿

城在谈到当地名胜时，这样说。而他自

己却不是这样，他不肯当那个俯身说话

的巨人，他和你勾肩搭背，东拉西扯，粗

疏自由，并不让人自感压迫，高度反而

是内在的。而每每你要点头称是的时

候，他还要一闪身儿躲开，说表达的只

是他自己，绝没有劝你同意的意思。想

来，阿城不寻常处，正在于此。

刻板印象中，读书人似乎是不喜欢

世俗的。阿城是个异类。他不单信手

拈来一支俗笔，而且还世俗精神以原本

的 位 置 。 在 阿 城 看 来 ，从 莎 士 比 亚 到

《红楼梦》，抬得多高，都是世俗作品，好

就好在它的世俗。“中国传统小说的精

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

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

路 下 来 。”五 四 以 后 ，小 说 变 得“ 太 有

为”，地位大大地高了，其实是“降”了。

作为艺术，作为消遣，都没能发挥好它

自己。若要把世俗做到位了，也是纯粹

之一种，论价值，不在诗之下。

如 是 种 种 ，跟 威 尼 斯 有 什 么 关 系

呢？阿城每日读的书、看的报、见的人、

吃的饭、开的方子，甚至是足球比分，连

同由此而撞进脑子的想法，都在这日记

里了。阿城的闲笔，时时处处都是，它

们与威尼斯的关系就如它们之间的关

系。若说有，就是一时一地，遇了，便写

了；说没有，那也是没有，换一个人看、

写，一样的时间地点，未必行。可感慨

的是，阿城说的那些话之于今日，还在

同样的相对位置上。而他的威尼斯，是

1992 年的威尼斯。你说哪个是闲笔，哪

个是正题呢？

所谓闲笔不闲，阿城大概是个绝好

的例子。而如此多的闲笔又回答了我

阅读前的疑问：为什么叫“日记”，不叫

“ 游 记 ”？ 实 在 是 因 为 里 面 什 么 都 有 。

若是只写沿途风景，多没意思，不如去

买本旅行指南。

又记得早先曾读到过一种戏谑的

说法，说是千万不要相信作家的日记，

因为它们随时准备拿去发表。这回读

阿 城 ，发 现 日 记 写 来 就 是 要 拿 去 发 表

的，反而不存在隐藏和修饰，真实得让

人难为情。这一对比，那说法真是狭隘

了。真实有千百种，而最重要的真实并

不是细节的真实。今天吃了一顿还是

两顿，于读者是无碍的。写作者的心性

决定了写出的究竟是辞藻还是思考，又

或者，毒药还是营养。

阿城引过孔子的话，“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矩”。这句被人引得多了，多到我们甚

至都忘了这是孔子他老人家说自个儿

的，并不是说人到了多大岁数就会怎样

或都能怎样，那是妄想。若能想起这点

儿，再瞧瞧自己的真实情况，恐怕只敢在

孔子面前称“总角”（指幼童时代——编

者）。咬咬牙表决心的话，或许够得上

“有志于学”？也是一件难讲的事。而

阿城却一眼望到“七十”plus，“最高境界

即随便怎么做，其实都在规律里面。孔

子以后的儒们讨厌在‘不逾矩’，又不能

从心所欲，于是偷着逾矩，是为伪。”

一 本 书 虽 不 厚 ，可 读 来 翻 得 这 么

快，也是不好。要怪都怪阿城写得太通

畅了，读来劲头太足，过后方觉意犹未

尽，想着一读再读。此外，这本书还有

一个可爱之处，就是它无序无跋，干干

净净，丝毫未肯强加一些什么。你想认

识他，读他就够了。他的日记就是他的

样 子 。 你 若 想 知 道 自 己 的 样 子 ，别 自

拍，写日记就够了。

你的日记就是你的样子
——读阿城《威尼斯日记》

□ 未觉

随 笔

悦 读

《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
世界史》

作者：（美）查尔斯·C·曼恩

这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历史

著作，他走访了亚欧美各大洲，集

合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生物学

家、经济学家、环境学家以及宗教

学家的最新研究，涵盖了世界史、

免疫学和经济学等学术领域，深

刻阐述哥伦布大交换之后，世界

全球化进程中不为人知的序幕。

《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
作者：贾康

本书从什么是“中等收入陷

阱”讲起，结合英国、德国、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转型发展的成

功案例分析这些国家如何实现国

家的腾飞和发展，成功跨越“中等

收 入 陷 阱 ”。 同 时 ，结 合 中 国 实

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

特征、规避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

为中国经济转型，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寻找一条“跨越”之路。

《匠人匠心：愚直的坚持》
作者：（日）稻盛和夫、

山中伸弥

一位是赤手空拳创立两个世界

500 强被誉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稻

盛和夫；一位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所所长山中

伸弥。在对谈中，他们将对待事业

与人生的看法娓娓道来，给这个时

代的人们更多启示。

欢迎加入审计报读书群

投稿请发邮箱：fayuan7@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