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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景超：被浪费的才情  

  作者：杨芳    发布时间：2008-05-16   信息来源：社会学吧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2008-05-07 

   吴景超(1910~1968),安徽歙县人,字北海。社会学家。  

    随意打开一本有关民国的书籍，差不多都能发现“吴景超”留下的影子。  

    作为胡适器重的学术新秀，他是《独立评论》的作者和编辑；在清华社会学

系任教时，费孝通是他的正牌弟子；在翁文灏组阁“好人政府”时，他和蒋廷黻

等学者均被罗致其中。  

    但相比同代人的久负盛名，吴景超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  

    记者接连采访的3位社会学家，都表示对这个人不了解。其中一位来自某名牌

大学的社会学系副主任坦言，对吴景超的印象只停留于教科书上的“前辈”二

字。  

    10年前，学者谢泳撰写有关吴景超的研究论文时，只找到一篇完整的回忆文

章。他是在翻看《独立评论》时，偶然发现了这个陌生的名字。  

    谢泳意外地发现，这位不太为世人所知的学者，竟然是胡适最为看重的后辈

之一。1948年，胡适甚至向蒋介石力荐此人，以解决当时日益紧迫的经济危机。  

    同时被推荐的还有刘大中和蒋硕杰。这两人后来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和税制改

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蒋硕杰还曾被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  

    谢泳不无遗憾地说：“留下来的吴景超，不但没有发挥出他作为一流学者的

作用，而且在学术上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按照他的说法，吴景超本来是有望成为社会学一代宗师的。  

    上世纪20年代，吴景超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身处美国社会学

研究的中心地带。学成归国后他又倡导在大学设置社会学系，并担任中国社会学

社书记一职。  

    风头正健时，他却被胡适拉进南京国民政府，说是要把“专门学识贡献国

家”。不过据学生李树青回忆，吴景超的贡献方式主要是为领导撰述应酬文章和

准备讲稿。  

    这位在学界游刃有余的书生，似乎并不懂得为官之道。他曾经负责一份刊物

的出版，每每遇到揭露官员贪污的文章，都是毫不删减并据实编纂。  

    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曾经捎信给吴

景超，希望他能够随国民党撤到南方，胡适也派人送来两张飞机票，动员他一路

同行。吴景超都不为所动。“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

过。”他对朋友解释说。  

    只是这位学者没有想到，自己终究没有被时代“放过”。1953年《光明日

报》发表了吴景超的文章，题为《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其中这样总结

自己和恩师的来往：“由于我自己的不坚定，但也由于他（胡适）的怂恿，我开

 



始了十多年与蒋反动政权同流合污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为痛心的事。”  

    这位被誉为最超然于政治的学者，以“一夜之间”的速度顺应了时代。以至

翁文灏回国后，要向这位老部下讨教如何写检讨。而他的建议是，多加“官僚资

本、特务押人、美帝行动”等名词，以此显得更有“教育意义”。在另一篇批判

梁漱溟的文章中，吴景超的文风也变得“完全不讲理”起来。  

    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看来，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

违心之举。在社会学作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业被取消后，吴景超小心翼翼地

建议恢复，并再三强调不采用旧课本和老方法。孰料这篇文章成为他被打成“右

派”的重要把柄，这顶帽子直至他去世也没有摘下。  

    几年前，吕文浩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邀，出版一套吴景超的文集。但最

终不得不作罢，原因主要是没有太多颇具学术价值的遗稿。搜索国家图书馆的馆

藏目录，“吴景超”名下的8条书目，均是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作。1949年

后，他也没有一本新著。  

    在吕文浩的印象中，吴景超安心做学问的时间过于短暂，“满打满算”只有

从芝加哥到清华教书的10年。而这位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实现工业

化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梦想，似乎今天也还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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