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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改革开放时期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界认识、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领域最负盛名的思想家
之一马克斯.韦伯及其学说的历史过程为素材，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从中国社会科学
界在接受其学说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这一过程是一种“权力/真理/知识”复合体变容的历史。不是作为
结论，而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将这一历史重新呈现出来，正是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必要条件
，也正是本书的目标。
由李永晶所著的《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从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相关角度出发，实证性地研
究了中国学界接受马克斯？韦伯的具体历程。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学者一样，马克斯？韦伯
其人及其学术属于世界文明。中国学人对待马克斯？韦伯的态度，彰显着我们与世界文明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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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晶，社会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1997年）、东京大学文学部（2001年）、东京大
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8年）。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
究中心，研究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古典政治思想、近代国际关系史等。

Page 3



《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
绪论  马克斯-韦伯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
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课题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三  研究构成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  中国韦伯研究史与研究资料概述
一  中国韦伯研究史及其问题意识
二  国外韦伯研究翻译中的“韦伯形象”
三  中国韦伯研究的问题点
第二章  “马克思与韦伯”问题与中国社会科学
一  引言：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科学
二  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与品格
三  “马克思与韦伯”问题研究史概观
四  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与韦伯”问题研究
五  结语：“马克思与韦伯”问题再考
[附论]
作为方法的“价值中立”：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一  世界观、方法论与实践的关系再考
二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接受状况
三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韦伯方法论的批判
四  知性的诚实与学者的成熟
第三章  中国语境中的韦伯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  引言：韦伯的“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
二  韦伯的政治哲学：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视角
三  中国韦伯研究中的韦伯“政治哲学”
四  结语：理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附论1]
重新理解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  施特劳斯学派的韦伯批判与古典政治哲学
二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对立”
三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科学与古典政治哲学
[附论2]
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
一  施特劳斯与中国政治哲学热
二  施特劳斯的自然权观念：自然与道德的回归
三  施特劳斯与中国政治哲学的转型
四  作为哲学的社会科学
第四章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
一  引言：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与官僚制研究
二  中国“政治成熟”话语的现状与陷阱
三  韦伯的政治观念与“政治成熟”的三重结构
四  韦伯视角下古典中国的政治特征
五  结语：政治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第二部分  比较的视点：马克斯？韦伯在日本
第五章  日本的韦伯研究史与日本社会科学的建构
一  引言：韦伯研究与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
二  战前日本的韦伯研究：韦伯、马克思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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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战后日本韦伯研究(前期)：“韦伯与马克思”问题与现代化理论
四  战后日本韦伯研究(后期)：现代化之后的社会科学
五  结语：思考社会科学的存在样式
第六章  知性的诚实：日本韦伯论争与日本的社会科学
一  引言：日本韦伯论争与学者“知性的诚实”
二  日本韦伯论争的经纬与主要当事者
三  日本韦伯论争中关于《伦理》论文的主要观点
四  日本韦伯论争与“知性的诚实”的结构
五  结语：日本韦伯论争与社会科学的根本性格
第三部分  比较的视点：马克斯？韦伯在俄国
第七章  苏联解体的科学分析：韦伯“俄国革命论”的视角
一  问题：何谓“苏联解体”？
二  韦伯的“俄国革命论”：预言未来
三  俄国历史的必由路径：官僚制、民主制与人性
四  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社会科学的视点
五  结语：韦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距离
结论  马克斯？韦伯体验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
一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的结构
二  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与品格
三  再论中国学者的韦伯体验意义
附录[1]
知识社会学方法论
――知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与话语分析
附录[2]
韦伯研究年谱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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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标题党，算被坑！第一部分最无价值，宁可大篇幅分析最最末流的二手研究，也不提李猛（只在
脚注看到《法律与价值》）；研究史综述还停留在列举篇名的层次。第二部分关于日本的韦伯研究，
略具资料价值，但还不如读篇专门的综述论文；附录2第二部分的“日本韦伯研究年谱”最有用，不
过这主要是编译。第三部分叫“韦伯在俄国”，结果出来的是“论俄国革命”的读书笔记，既没有俄
国韦伯研究，也没有俄国社会科学。所谓的比较研究，其实主要是为了凑篇幅，哪有什么比较；各章
插入的几篇附录论文也有凑篇幅之嫌；自以为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的韦伯解读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很有影
响，实在是对行情的不了解；参考文献的语种大大限制了作者的视野。不过比起全书整体的雷声大雨
点小，这都不算什么了。对东大博士、复旦博士后、华师副教授，我们只能高标准严要求！
2、其实原创性的部分只能叫做“马克斯韦伯Vs中国政治哲学”，韦伯接受中的其他很多重要性远大
于此的主题都未涉及...那就休怪大家不客气自己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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