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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

内容概要

《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以中国传统法律为例，尝试对韦伯提出批判：在社会
学方法论上，指出了他的比较法律社会学里二元对立式的理念型比较的局限；在实质社会学分析上，
立基在全球最近对清代法律与司法审判的丰硕研究成果，说明了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与司法审判的看
法的误解与限制。《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由林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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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

书籍目录

主编者言
自序与导论
一、韦伯比较社会学的特点与局限
二、文化内的比较：韦伯有关西方法律发展史的理念型建构
（一）理念型地建构西方法律发展史
（二）形式的一理性的法律
（三）“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共时性意义：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秩序与其他社会秩序之间的选
择性亲近关系
（四）“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贯时性意义：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西方传统社会中的法律
三、文化间的比较：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
（一）官民各有所司
（二）自治的氏族、村落与法律的实际运作：以家父长制的氏族亲属关系为准
（三）中华帝国的行政与法律：家产制的行政与法律
（四）中华帝国的司法审判：自由裁量的、不可预计的“卡迪审判”
（五）缺乏个人自由权与私法的规定
（六）缺乏专业法学教育与专业法律人阶层
（七）缺乏自然法思想与形式法学
（八）缺乏独立自主的法律与司法发展
（九）将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法律视为少变化的整体
四、对韦伯比较法律社会学的批判
（一）方法论上的批判
（二）方法论上的可能出路
（三）中国传统法律多值逻辑的实际运作：以清代州县司法审判为例
1.以“例”补“律”：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值逻辑之一
2.“情”、“理”、“法”：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值逻辑之二（以滋贺秀三的研究为出发点）
3.“官方审判”与“民间调解”：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值逻辑之三（以黄宗智的研究为出发点）
4.“官方审判”、“民间调解”与“神判”的互补：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值逻辑之四
5.“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值逻辑之五（以“淡新档案”的研究为出发点）
五、结论：超越韦伯，理解传统
附录一：由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兼论法律解释学、法律史和法律社会学的关
系
一、前言
二、萨维尼开创的德国历史法学派——由法学的历史主义到法学的实定主义
三、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法学派
四、概念法学与自由法学
五、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历史法学派作总结
六、结语
附录二：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两大面向
一、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之一：西方法律发展史
二、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之二：法律是一种社会行动
代跋 一个华语社会学家的努力与追求
后记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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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

精彩短评

1、林端老师的贡献，澄清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看法的误解与限制，建立理解中国传统法的多值逻
辑。
2、原版引进了台湾三民书局2003年版。按照原定计划，林端老师本来有较为细致的修订，现在已经无
法完成。吕爱华女士长篇后记代跋情意深切，谈及林端老师所言“人生之瓶颈”意蕴流长；梁治平老
师怀念文字深重绵密，言有尽而意无穷。主题内容不必多说，从方法论到实质社会学研究，承继施鲁
赫特治学方法。深资借鉴。
3、蛮认真的作品
4、研究韦伯的视野，却在本土主义论证上显得过于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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