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社会学基本问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社会学基本问题》

13位ISBN编号：9787511860559

出版时间：2014-4

作者：托马斯·莱塞尔

页数：271

译者：王亚飞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法社会学基本问题》

内容概要

这部关于法社会学的演讲及论文集，凝聚了作者整个学术生涯就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全书涉及诸多
主题：如正义观与法律认同、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权力关系乃至法社会学的立法与司法的实用性等，
既不局限于生效法律的解释、适用和学说，又不困于社会学的冥想，就其表达本身而言，极具个人风
格，形象生动，是一部理论及经验法社会学的佳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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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马斯·莱塞尔（Prof.Dr.jur .Thomas Raiser），1935年生于德国图宾根。早年就读于图宾大学、波恩大
学、柏林洪堡大学等大学。1962年获得图宾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69年在汉堡大学完成教授资格论
文。其后在黑森州吉森大学任民商法学和法社会学教授，同时兼任过德国联邦政府企业法委员会成员
，黑森州高等法院卡特尔法庭法官，1992年以后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民商法学和法社会学教授并
于2003年退休。目前仍然担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律师法学研究所理事会常务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
法社会学、民商法。莱塞尔教授学术成果颇丰，累计公开发表学术论著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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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论文选择质量参差不齐。第一部分基本问题，比起英美法社会学理论梳理要薄弱许多；第二部分
的法社会学理论问题中，围绕韦伯、埃利希、卢曼来谈法社会学与法教义学关系的一篇较有启发，但
可惜也只是蜻蜓点水；第三部分谈论法社会学研究在立法上的作用，谈及民法规范效力的时候，足见
欧陆法社会学路径的特点，即终归回到教义学概念上来展开；最后两部分较为平淡，论阶级及法庭都
没有太过出彩的论点。
2、作为法社会学入门看看还好。对韦伯、卢曼和哈贝马斯的比较分析简单明了浅显易懂，只是理论
性深度欠缺了点。前半部分可读性更高～
3、演讲与论文的汇编，写作保留了口语形式。虽然偶有翻译失误以及史料硬伤，但都属瑕疵，可以
理解。作为法律社会学最基本入门不错，德国一脉讲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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