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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我所知，吴景超先生是我国第一辈的社会学家。
1934年我进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吴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的课，是他的正牌的学生。
其实在我进清华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经常有来往。
今天是学术讨论会，所以吴先生的为人，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我们且不去谈论。
从学术上讲，吴先生的治学精神是非常认真的。
他读了书之后，就要做笔记、作卡片。
他的卡片有许多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当时我们要什么资料都会去找他。
我要查历史知识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先生。
这种治学精神，我们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继承下来。
　　一个学科的发展要跟着社会的发展走。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评论当时的学术成就。
吴先生是走在学科前面的人。
他在学术上的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他从实际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中去找问题，而从当时能找到的资料综合起来，对于这问题发表意见
。
同时针对地提出了办法。
当然，这办法你可以不同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中国的发展能提出这么多的主张，他是占
风气之先。
这不是加一个什么主义能抹杀的。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我想谈谈我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
我与他有些什么不同？
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吴先生和我们上一代的社会学者都坚持了这条原则。
我们大家可以发挥不同的学术见解。
我们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东西。
吴先生和潘光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学术上可以相差很大。
陈达先生又是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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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十六篇文章，都是我于过去数年内，在《新月》、《清华学报》、《社会科学》、《大公
报》及《独立评论》中发表过的。
    书名似乎有点新奇，但也无需解释，因为在本书第一篇文章里，已经把第四种国家的意义，讲得很
清楚了，中国不幸，就是第四种国家，如何改变这种不幸的境遇，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导言，全书的要义，已在于此，以后三章，不过发挥这些要义，但每章都有
一个中心主张：第二章提倡机械化的生产方法，第三章提倡节制人口，第四章提倡公平的分配，这几
件事都做到了，是否中国便有出路，还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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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景超是安徽歙县人，字北海。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
幼年在家乡受初级教育。
1914年入南京金陵中学就读。
第二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3年夏天赴美国，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
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1928年回国。
1931年秋，任清华大学教授。
1932年任教务长。
1935年底离开清华，随翁文灏等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
1937年国民政府迁至重庆。
任经济部秘书。
1945年任战时物质管理局主任秘书。
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
1947年重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
1952年调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57年以后成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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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一 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代序二 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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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的中国经济  廿三 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  廿四 缩短贫富的距离  廿五 中国工业化问
题的检讨  ⋯⋯后记 回忆我们的父亲吴景超附录 吴景超先生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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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第二章 经济建设　　三 农民生计与农村运动　　中国农民生计困难
的原因，据我的分析，最要的不外下列数种。
第一，他们的农场太小，平均不过24亩左右，还有许多农场，不到这个数目。
第二，生产方法落伍，这可从农作物的收获上面看得出来，无论是小麦、米、玉米或棉花，中国农民
的成绩，都远不如他国农民。
第三，交通不便，以致农民的出产品，在市场上得不到善价。
假如农民要把他们的农产物运到价格较高的市场中去贩卖，结果因为旧式交通工具运费的昂贵，恐怕
也得不偿失。
第四，是副业的衰落，以前这些副业，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现在因为许多副业的出产品，与
外国工厂中的出产品或外国农场上的出产品相竞争，受优胜劣败原理的支配而被淘汰，以致农民丧失
了一笔重要的收入。
这些副业，有的大约是不可挽救，如纺纱织布；有的还可以想法复兴，如丝茶。
以上这些原素，都是使农民的收入缩小的。
假如这点小小的收入，农民可以完全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他们的生活，也不致如现在那样穷困。
他们所以走到现在这种地步的，就是在农民的四周，还有许多剥削他们的人及机关。
这些剥削的势力，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的，不外下列数种。
第一是地主，中国土地分配的不平均，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公认的事实。
一方面有穷无立锥之地的佃户，另一方面有拥田数万亩的地主。
如最近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便发现江苏的邳县、阜宁、灌云等县，有五六万亩以上的地主。
这些人能够不劳而食，便是因为另一方面，有许多苦耕而还免不了冻馁的佃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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