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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是从西方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证对比的角
度，分析西方法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源流、学术风格、内涵形式、价值功能、特色原理与发展趋向，
主旨在于为中国法律文化本土资源的研究提供学理上的深厚积淀，架起一座西方法学通向中国法学、
传统法学通向现代法学、理论法学通向社会实践的桥梁。
　　《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适用作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参考用书和研究生
“法礼会学”的课程教材，同时也适用于法学研究人员、法学教育工作者以及司法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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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唯，女，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生于1958年11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2005年获得
华东政法学院法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烟台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全国法理学学会理事、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法
理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为法理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山东省教学名
师。
　　任职期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主持省级社会科学基金、学科建设课题8项，出版专著4
部，发表论文30余篇，获省级教学、科研奖励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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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纵向脉络一、西方法社会学之孕育（19世纪末）二、西方法社会学之形成（19世纪末～20世
纪30年代）三、西方法社会学之异端（20世纪30～60年代）四、西方法社会学之成熟（20世纪60年代
以后）第二章　大桥通大路——西方法社会学的基本内涵一、与众不同：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二、法
的概念：非国家法、习惯法、活法三、结构主义：法社会学的理论基石四、法的作用：法律的功能主
义学说五、纵横视野：法社会学的价值观念六、取各家之长：多元综合的方法论第二编　西学东进：
法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与演化历程第三章　迈步从头越——奠基时期的法社会学（20世纪初～40
年代末）一、阅史数家珍：中华民国时期法社会学研究之状况二、点滴汇河流：中华民国时期法社会
学研究的成果三、睁眼看世界：中华民国时期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四、评说任心智：中华民国时期法
社会学研究的特色第四章　断流实可惜——中断时期的法社会学（20世纪50～80年代）一、意识形态
：中断时期的法学指导思想二、时代命运：中断时期的法制社会实践第五章　吾人当自行——发展时
期的法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至现在）一、近点观察：当代法社会学专题研讨之风再度兴起二、人杰
地灵：当代法社会学研究中的法学大家三、思想空间：当代法社会学论著所涉及的主要领域第三编　
中国问题：中国法社会学的特色论题与特色原理第六章　也论主义——中国的法哲学基本问题一、首
要论题：关于法社会学学科地位之承认二、观点罗列：关于法律概念的法社会学原理三、深层分析：
关于法律价值的法社会学原理四、简单构造：关于法律功能的法社会学原理第七章　半壁江山——中
国的习惯法与民间法问题一、悄然变化：习惯法与民间法的法社会学语境二、学理思考：习惯法与民
间法的社会性质分析三、现代难题：习惯法、民间法与国家法相互关系探讨第八章　精彩博弈——中
国的法律文化及法治建构问题一、扩张主题：通向法律文化研究领域二、评价历史：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透析三、现代国情：关于本土化问题的争论四、异域文化：法律西方化及其评价五、两难选择：中
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第九章　热门领域——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问题一、基本立论：社会关系、
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二、核心话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三、社会自治：激发社会自身的活力四
、公法观念：国家权力的存在必要和社会制约第十章　走近现实——中国的法律运行与部门法改革问
题一、视角转换：从原理研究到应用研究二、活法原理：司法中体现的法社会学精神三、私法领域：
民商法的社会化足迹四、朦胧之见：刑法社会学初探第四编　说长论短：对法社会学原理的基本定位
与基本评价第十一章　路是宽的——法社会学原理的优点与优势一、敞开思路：泛泛而论的评价二、
辨析主流：法社会学学术特点的归纳三、横向竞争：法社会学派与其他法学派别的对比四、本书立场
：客观地看待法社会学第十二章　道是窄的——法社会学原理的缺点与不足一、对法社会学研究缺陷
的质疑二、对法社会学法概念和法原理本身的质疑第十三章　渴望创新——法学思想的纵横比较与趋
向前瞻一、倾向透视：中国法学思潮的最初分野和基本属性二、殊途同归：法学思潮发展的现代启示
和思路调整三、微人轻言：笔者眼中的法学派别和法学思潮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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