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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学乃近数十年来泰西新兴科学之一，其中原理含集各社会科学之精华，实可称为诸社会科学
之基础。
社会学之目的以确定人类团结生活之起源、演化、发达、组织及机能，与夫社会之治乱为标准。
故学者常谓各国立国方针，将以该学研究之所得为标准，可无疑也。
余性好学，曾治社会学十有余年。
考国人之研究此学者人数尚少，而相当之教材及课本亦甚缺乏，故早已计拟收集该学之材料，编成详
细课本，以供青年之参考。
　　今经编成文者已愈十余万字，全书告成将不下二三十万言，一二年后或可供之以问世。
今春余出长西安中大，于公余之暇，将社会学之要旨先编成大纲，以便一般学子之参考，但暇时不多
，随时即写，全部各章次序亦未完全规定。
兹将已成之部，先行油印二百余份，分送各知交，请为指正。
俟全部大纲告成之后，再将内部各章次序重新规定，以便再版。
海内贤达有以教之，则幸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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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录在本文集中的前三篇作品，一是余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社会学教材《社会学大纲》，
二是先生差不多同一时期编写的经济学教材《经济学原理》，三是余先生晚年在美国时撰写的重要著
作《世界联邦政府》。
它们分别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三个领域，虽然不一定完整地反映了余先生在这三个领域的
学术思想，但至少对于我们了解先生在这些领域的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尤其是其中的《世界联邦政府》一书，是先生从世界主义或人类大同的理想出发，对人类历史及现状
（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一个结果，书中提出的许多认识和对策性建议
（如建立世界联邦政府等），至今读来仍让人觉得不仅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并与当代西方某些理论家们的类似主张遥相呼应，值得我们认真地去阅读和体会。
　　本书收录的四份文献中，有两份未曾公开出版过。
一是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三人主编的《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一书，该书只是作为
非卖品内部印行过；另一是《世界联邦政府》一书，该书系由胡余锦明女士保存的英文手稿翻译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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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学原理　　卷一　导言　　第一章　经济学的意义和现代的经济制度　　我们研究经济学，
要先明白它的定义，才可以有相当的进步。
大概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谋生的方法的科学；它包含人类一切财富，交易，富源，理财，生产，消费
，分配，工金，利息，租金，价值，价格和计算财富等事件。
以字义来说，经就是经营，济就是补助，就是救济，所以经济就是营生之谓。
初学经济学的人们，往往有些误解，以为经济学就是专讲劳工问题，唯物史观，金融问题，或关税问
题等项的，而忽略上述那些事件。
这是不对的。
　　照以上所述，经济学的范围是很广，一般学者常把各部分著成专书，但我们这本书是一种概论，
所以只把这一切材料都搁在里头，简单的讨论一下。
我们先从经济史着手，而后再讨论经济的理论。
　　在未讨论经济学的内容以前，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是一种资产社会，承认物的所
有权。
所谓资产就是对于物产有一种特有的专权，为他人不得侵占的。
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保障这种特权的。
资产又可分为公产和私产。
现在我们且把它来讨论一下。
　　当人类未成人类以前，世界上无所谓资产；就那原始社会里头也只有公共资产，即社会的一切物
件和土地均归社会全体公共所有，而个人不得独占的；后来因为人口增加，物产不足用，所以一般有
野心的人们就把一切物体逐渐占为己有，而成立一种私有资产了。
久而久之，这种私有观念，就成为一种习惯，而演成一种特权，为他人所不得侵犯的。
现在的资本制度，就是基于此了。
　　现在的公产观念和古代的公共资产观念不同；原始社会对于资产的观念很薄弱，所谓专权特权等
观念均未萌芽；但是现在的公产观念系由私产观念而生的，因为社会上一切资产几由私人占有，那么
，所遗留的并不多了，所以就算是属于公共团体或地方和国家所有了。
这公产亦抱着有一种特权的观念，凡一切私人均不得侵犯，违者将受相当的处分。
在这种状态之下，公共资产也抱着有几分私有的观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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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收录的四份文献中，有两份未曾公开出版过。
一是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三人主编的《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一书，该书只是作为
非卖品内部印行过；另一是《世界联邦政府》一书，该书系由胡余锦明女士保存的英文手稿翻译而成
。
　　余天休（1896-1969），美籍著名华人学者，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曾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北京大学等校任社会学教授；组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
会学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
《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收录的余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原理》和晚
年撰写的《世界联邦政府》，及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主编的《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
》一书，对于了解余先生深厚学养及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尤其是《世界联邦政府》一书，是先生从世界主义理想出发，对人类历史及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书中提出的认识和对策性建议（如建立世界联邦政府等），让人仍觉得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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