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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内容概要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是社会学的大师，犹如牛顿之与物理学，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
命力和影响力思想家。科塞评价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
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
功的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的中
国知识界对韦伯还很陌生的话，那么经过至今余温尚存的“韦伯热”，大家对“祛魅
”(Disenchantment)、“理想型”(I deal Type)等韦伯特有的术语已耳熟能详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
大陆市场上的韦伯作品层出不穷，但一直不成系统，各个译本的译品亦参差不齐。此次广西师大出版
社引进的台湾钱永祥等先生合力译出的韦伯作品集，填补了一直以来的缺憾。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社会”与“法治国家”等词汇已是耳熟能详。然而，法律到底是怎么来的？法
律的演进过程如何？法律在人类社会中到底抵演了何种角色？本书即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作者挟其浑
厚的法学与史学素养，从比较人类各大文明入手，深入探讨了“法”的缘起与演化，从纷纭复杂的史
实中爬梳举例，阐明了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各层面的关系。本书适时的引进出版，我们有
理由相信，韦伯关于人与法的如炬洞察和深邃的理论阐释对中国的法治化建设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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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
奠基者。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
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译者简介：康乐：美
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简惠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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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实体法领域的分化 一、“公法”与“私法”二、“请求权赋予法”与“行政法规”三、
“统治”与“行政”四、“刑法”与“民法”五、“不法”与“犯罪”六、“公权力”、“权力限制
”与“权力划分”七、“法律”与“诉讼”八、理性的法律思维的诸多范畴第二章：主观权利的设定
的各种形式一、“法命题”的逻辑范畴、“自由权”与“授权命题”、“契约的自由”二、契约自由
的发展、“身份契约”与“目的契约”、“目的契约”的历史渊源三、“契约自由”的各种实际意义
及其限制四、契约自由、自律、团体的法人性格五、法律共同体里的自由与强制第三章：客观法律的
形式性格一、新的法规范的成立问题、“习惯法”二、法发展的实际成因、利害关系者的行为与法强
制三、原始的纷争解决之非理性性格四、卡理斯玛的法创制与法发现五、作为法创制之担纲者的“法
律名家”六、司法集会人团体的法发现第四章：法律思维的类型与法律名家一、经验的法教育与理性
的法教育：由律师训练或大学训练二、神权政治的法教育三、欧陆的法律名家一中世纪的“法书”四
、罗马的法律家与罗马法的形式性质第五章：法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神权政治的法与世俗的
法一 法律形式主义的意义及其一般条件二 法律的实质理性化：宗教法三 印度法四 中国法五 回教法六 
波斯法七 犹太法八 教会法第六章：公权法与家产制君主的法制定，法典编纂一 公权力二 家产制君主
的法律之身份制结构与家父长制结构三 法典编纂的各种推动力四 罗马法的承袭与近代法理论的发展
五 家产制法典编纂的类型第七章：革命创制的法的形式性质，自然法及其类型一 法国民法典的特质
二 作为实定法的规范性基准的自然法三 自然法的类型，自然法与自由权四 从形式理性的自然法到实
质理性的自然法的转化五 自然法公理的阶级关系性六 自然法对于法创造与法发现的实际影响七 自然
法公理理论的解体，法实证主义与法律家阶层第八章：近代法律的形式性质一 近代法律里的法的分裂
二 近代法发展里的反形式的倾向三 现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四 素人裁判与近代法律家阶层的身份倾向
译名对照表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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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精彩短评

1、天才而有焦虑症，是世人的福气啊。
2、达到本年度挫败感的巅峰[拜拜]
3、经典必读书目。
4、好书
5、等待1-8
6、翻了一下，没细读，因此没有注意翻译的好坏。总体觉得这套书越到后来翻译越不认真。第一册
的作者认真介绍所译文章的原始出处，参考译文，以及对于研究韦伯思想的意义（当然这一点介绍不
介绍无所谓），但是原始出处或者依据何版本译一类的信息极重要，却不附，仍让人失望。
7、没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本有趣~~~哈哈~~~
8、好难⋯⋯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读不懂然后都还拼了命地赞美。
9、书很不错的，值得推荐
10、当作一家学说吧不具有很好的哲学意义！
11、韦伯的书，经典之作，值得一看
12、数天内以2000字的篇幅对韦伯进行精准的概括，真是让人抓狂。
13、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14、毕业论文书目
15、陆陆续续翻掉了六成章节,果然看不进专业书..
16、韦伯是社会学三大家之一，其著作可谓是经典，这本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17、读过一遍，最后一章值得关注，法律的秩序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冲突。
18、书很好，很有哲理⋯⋯
19、当当送来的书非常棒！
20、马克思&amp;#8226;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一个学术界的传奇人物，青年浪荡，浪子
回头，钻研学术，遂成一代大师，却因病早早辞世。在不算长的一生中，韦伯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
横跨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学术帝国，在广阔的帝国疆域内，法学与社会学无疑
是极其重要的两个部分。原因在于：
韦伯是法律科班出生，淳厚的法学素养是他以后在学术领域开疆扩土的原始基业；同时，韦伯被誉为
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他关于社会学的学术造诣之深，可想而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需要
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选择法学与社会学两个维度来加以阐明？
听！在他那深邃的思想辩论场上展开了又一场精彩绝伦的演说，我怀着崇敬与渴望翻开了这本厚厚的
著作。
21、老师要求读的，法律史和法理专业的必读。不妨先看别人的读书笔记，对书有个大致了解，再读
该书。——否则极其难读。实质vs.形式，理性vs. 非理性，韦伯真是个厉害的理论家。
22、说实话只看了一点，是老师推荐的书，但是有些句子读起来感觉有点生硬，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
问题。
23、以后还是找专门学习法律的人翻译比较好一些。
24、韦伯，一个被主流忽视的哲学天才
25、韦伯作品中的极品，天书中的天书，因为翻译的缘故，扣两分
2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这本书一块看
27、我不相信韦伯的思想会如此混乱，不知所云。但是蹩脚的翻译却让此书达到了这种效果。
翻译者是：康乐，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简惠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
此书的翻译，同时令耶鲁和台大蒙羞。
28、给自己扣一星，韦伯是个天才，天才的世界好难懂。
给翻译扣一星，丝毫不体谅我等渣渣的心情。
29、翻译太过晦涩，有些专业名词的翻译不敢恭维，比如合伙翻译为“联保制。还有“杯葛”这样的
词以及很多语句的顺序很难懂，有些注释文不对题，最好和阎克文译本对照着看。阎克文译本读起来
相对通顺，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比较符合我们的习惯。不过本套的《宗教社会学》和《社会学的基本
概念》翻译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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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30、我在怀疑我是不是读法科的？！硬着头皮读了两遍，半知不解。
31、韦伯名著之一，值得一读
32、论法律体系的形式化
33、看起来特别困难，专业性很强！
34、法律的理性化程度，即法律的通则化、综合化和体系化的程度。法律的理性体现在形式和实质两
个维度上，因而法律呈现形式非理性、实质非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四种理想型。
35、理清了多条线索，但“主观权利”相关问题还需要研读。
36、书质一般，内容不错．
37、大作。翻译扣一分，——其注出的一些原文，足以表明英译意译整合的地方也不少。最后，这
本340页正文的书，的确需要花费阅读七八百页大部头的精力。
38、经典，依旧是经典。
39、如题，挺不错的
40、韦伯讨论问题的层次感十分强烈，正如一幅画可以从5米远来看，也可以从10米远来看，不同的距
离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提问角度也就有不同的回答。法律社会学是整个支配社会学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支配社会学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背景”，没有支配社会学这个背景，理解韦伯的法律社会学
是不会完整的。
41、翻译得实在是很烂，都不知讲了些什么，两大著名高校的翻译水平也不过如此~~
42、非法专业尤其不推荐
43、社会学是什么？一本打开我对这个学科的思维的书，要是不读它，我估计一直不会发现自己的无
知。
44、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有时间还得再读一遍呀⋯⋯
45、韦伯果然学法律出身，最后一章大亮
46、严谨的逻辑结构、广博的知识体系，韦伯不愧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是看懂这本书并不是一遍
两遍之功，并要佐以韦伯其他著作的知识方能顺利解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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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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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

章节试读

1、《法律社会学》的笔记-第17页

        韦伯在此所引的是日耳曼中世纪的法律格言 Hand wahr Hand。意思类似于动产善意取得中原物所
有人的救济方法。此一原则的旨趣，原本并不在于保护善意的第三取得者，因为动产的保有，是严格
地以动产须置于自己直接支配之下为条件，A若将动产让渡给B，则丧失这种保有（占有？），当然以
毫无要求返还的任何权利。但当盗赃物时，A于D处发现自己的财产，A可以以一手攫取（anfangen）
其动产并且主张此乃其本身所有物。D则犯盗窃嫌疑，为了免除嫌疑，他就必须咬出其前权利者（C
），C有嫌疑，直到追咬至盗窃者。窃盗情况下的这种程序称为Anefang程序，本来是为了发现窃盗犯
人的刑事程序，A得以回复动产，可以说是此一刑事程序的反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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