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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的社会是个“公民社会”，而“公民的概念，就西方史学而言，实与“市民”密不可分。在西方
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共同体的出现，在韦伯看来，无疑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转捩点。然而，
此一共同体得以形成，却又是奠基在与传统束缚——包括氏族的羁绊、外来政治支配等——的决裂上
。韦伯用“非正当性的支配”来形容西方的城市，正是为了凸现出这些城市共同体支配权力的自主性
，以及其权力来源之挣脱传统的“篡夺性”。这样一个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有意了解现代公民社
会的读者不得不掌握的背景知识。
　　 本书原为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第2卷第9章“支配社会学”的第7节。原标题为：“非正当性
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以与前六节所讨论的“正当性的支配”作一对比。由于篇幅关系，我们
将前六节列入《支配社会学》一书，此节则单独成为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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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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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译序
第一章 城市的概念与类型
一 城市的经济本质，市场聚落
二 “消费城市”与“生产城市”
三 城市与农业的关系
四 经济发展阶段之一的“城市经济”
五 政治-行政的城市概念
六 要塞与镇戍
七 要塞与市场合一的城市
八 西方城市的“共同体”性格与“市民”身份资格，东方城市此两概念之阙如⋯⋯
第二章 西方的城市
一 土地法与人的法律地位
二 兄弟盟约之城邦的出现
三 东方妨碍兄弟盟约之城市出现的因素：禁忌与氏族制其他的巫术性制约；兄弟盟约的前提
――巫术性制约的崩解
四 氏族对古代与中古城市的意义
五 西方誓约共同体的兄弟盟约，其法律与政治的结果
六 城市联盟的社会学意义
第三章 古代与中世纪的门阀城市
一 门阀的本质
二 威尼斯门阀支配的形成――贵族之独占、闭锁性的支配
三 意大利其他共同体的门阀支配：缺乏闭锁性与Podesta制的采用
四 英国城市的寡头统治及其所受皇室行政的制约
五 北欧市议会门阀与手工业行会的支配
六 西洋上古的氏族卡理斯玛王制
七 沿海地区的战士聚落与西洋上古的门阀城市
八 与中古欧洲的差异
九 古代与中世纪门阀经济性格的类似性
第四章 平民城市
第五章 古代与中世纪的民主制
译名对照表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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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原为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第2卷第9章"支配社会学"的第7节
。原标题为：“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以与前六节所讨论的“正当性的支配”作一对
比。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将前六节列入《支配社会学》一书，此节则单独成为《非正当性的支配：城
市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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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吧
最后一百多页我是浏览的
2、从韦伯一部书里单拉出来独立成本看是比较难读的，结合起来很多的术语会好理解些吧
3、日譯本,功力不夠,讀著很吃力的~
4、经典必读之书目！
5、也许是缘分没到，没有想象得那么伟大，等待下一次机会
6、如同韦伯的其他作品一样，这应为一篇《欧洲城市的类型学》。韦伯稔熟于希腊、罗马的历史，
对于意大利、英国和其他北欧地区也有比较扎实的研究。对于东方世界，他尚不能说是深刻了解。
7、这个书别人买了要研读好多遍的,怎么装订这么差
8、这篇短文在英语世界绝对是韦伯的核心之一
9、从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共同体发展，追溯西方现代性得以生成的一些基础。如果对西方古代史有
一定了解读起来会容易一些。
10、易中天的《读城记》从这抄了不少吧？
11、至少就此书而言，此等大牛只能让我长跪不起⋯⋯
12、由经济慢慢发展起来的城邦一直在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所有权益的诉求都要归于政治。
13、真是缓慢啊，这么薄的小册子，一大堆陌生名词。看注释的时间比看正文还多，不过这版本是不
错，起码真有那么多注释可读。
14、简女士翻得不错,很好懂.当然了靠自己理解肯定木有上小章的课那样思维清晰明确
15、翻得不错，最近最好的版本（我这样认为），不过两个人翻得，是不是有些....?
16、本书对西方城市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梳理。作者基于相对封建国家的合法性支配而将西方城市尤
其是城市自治时期的权力运作方式，称为“非正当性的支配”。韦伯对中外城市的历史史实的把握是
十分了不起的，要超过几乎我所阅读过的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述的所有社会科学家，而其大跨度的比较
分析则是顺手捏来，由此可以深入剖析西方城市形态，进而对西方公民社会的起源、市民公共生活状
态有深入的了解。
17、系统开展政治学学习
18、在整个支配社会学的讨论中，除去无可争议的官僚制，韦伯给了城市这一“非正当性”的支配形
式以独特的地位；通过与古代城市（城邦）的对比，韦伯重点指出，中古的城市及其担纲者市民阶级
在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城市不仅与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其市民更是新教改革
之后现代西方生活样式的形塑者。
19、期末作业，要写书评啊
20、对于城市的经济类型有很关键的评价！
21、翻过去
22、冯头说。。目前还没有能让人看懂的经济与社会中译本存在。。我。。
23、不好读，读不好⋯⋯
24、社会学
25、读不懂翻译，所以国外的作品就像隔了一堵墙
26、韦伯关于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以宏大的视野和细微的探索精神，详细分析中西历史上城市的
形成与发展历程。韦伯对于资料的综合利用能力，和化繁为简、条分缕析的分析水平让人叹服。
27、结构与过程
28、后悔没读
29、芒福德写过本《城市发展史》，从一个建筑业内人士的角度，被誉为经典之作
30、芒福德写过本《城市发展史》，从一个建筑业内人士的角度，被誉为经典之作然而韦伯的这本书
偏向于哲学，起点很低，每个人都能看得懂，呵呵
31、adfasdfasdfasfaf
32、韦伯大师的~~~
33、市民社会崛起的一种考察，很多地方可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进行比较阅读。
34、读了三分之二，实在吃不消，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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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近来唯一认真读过的书，但是仍然不够细致
36、又是似懂非懂，自己果然没什么学术能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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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对西方城市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梳理。作者基于相对封建国家的合法性支配而将西方城市尤
其是城市自治时期的权力运作方式，称为“非正当性的支配”。韦伯对中外城市的历史史实的把握是
十分了不起的，要超过几乎我所阅读过的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述的所有社会科学家，而其大跨度的比较
分析则是顺手捏来，由此可以深入剖析西方城市形态，进而对西方公民社会的起源、市民公共生活状
态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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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非正当性的支配》的笔记-西方的城市

        西方城市是一个可以透过货币经济的营利手段、从隶属身份上升至自由身份的场所。

城市是一个异乡者的聚落。

城市兄弟盟约，城市共同体。

2、《非正当性的支配》的笔记-城市的概念与类型

        城市是个巨大的住居密集的聚落。
（1）君侯城市。（2）聚落内有常规性的财货交易。

贵族的收入来源于土地地租，在城市消费自己的收入 与 贵族拥有城市土地，收取货币地租 具有很大
的区别。消费城市vs生产城市，商人城市。

经济统制团体。城市中交换与生产关系的统制所代表的形态，恰与庄宅经济下从属各单位间活动的组
织化形成强烈的对比。

市民权及城市的法人性格。

3、《非正当性的支配》的笔记-古代与中世纪的门阀城市

        门阀的共同之处在于土地财富为其权力地位的基础，收入也不来自工业的经营。
短任期的官吏制与严格的合议制。
威尼斯门阀，贵族之独占、闭锁性的支配。
意大利其他共同体的门阀支配：缺乏闭锁性与podesta制的采用
英国城市的寡头统治及其所受皇室行政的制约。独占性行会。英国城市发展成身份制国家之内一些拥
有特权的法人团体，其机构拥有明确的个别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又源自他们所取得的特殊的法律名目
。13世纪以后的乡绅化。
北欧议会门阀与手工业行会的支配。独占议会的门阀家族，不管哪儿都可以很容易地维持此一局面，
只要他们与被排除在外的其他市民之间没有强烈的利害冲突即可。。只有“行会的崛起，才意味着”
市民“阶级实际掌握了支配权，或至少是广泛地参与了支配。贵族的身份取决于一种骑士的生活样式
，而非仅只是其出身。门阀即坐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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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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