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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的主题为政治哲学，共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篇文献为《孟德斯鸠与卢梭》；第二篇文献则是根据涂尔干专门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讲义整理而
成，为《社会主义与圣西门》；在最后一部分中，编选了涂尔干所发表的专论政治理论和政治问题的
书评、笔记、论文和讨论等。
　　本书为《涂尔干文集》的第五卷，主题为政治哲学，第一篇文献为《孟德斯鸠与卢梭》，由两部
分组成：《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的贡献》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在这两篇文献中，涂尔干的立论都试图暗示：社会学的肇端应该追溯到孟德斯鸠和卢梭有关“法”的
理论。
　　第二篇《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根据涂尔干的课程讲义整理而成，核心论题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的基本差别，由这一差别可以引出两者在起源、样态、社会建构的形式和方向上的根本差别。
　　本书为研究涂尔干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不可或缺，通过考察他对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的诠释和对社
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检视得以更全面和透彻的理解涂尔干的思想，并且本书的翻译水准很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孟德斯鸠与卢梭>>

作者简介

作者：(法)爱弥尔·涂尔干 译者：李鲁宁 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孟德斯鸠与卢梭>>

书籍目录

孟德斯鸠与卢梭——社会学先驱第一部分 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的贡献第一章 确立社会科学的必
要条件第二章 孟德斯鸠在何种程度上确定了社会科学的领域？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社会分类第四章 孟德斯鸠在何种程度上相信社会现象受明确的法支配？
第五章 孟德斯鸠的方法第六章 结论第二部分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一章 自然状态第二章 社会的起
源第三章 《社会契约论》与政治体的确立第四章 论一般主权第五章 论一般法第六章 论特殊的政治法
第七章 结论社会主义与圣西门初版序言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定义第二章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三章 18
世纪的社会主义第四章 西斯蒙第第五章 圣西门的生平与著作第六章 圣西门的学说：实证主义的基础
第七章 实业体系的组织第八章 实业体系的组织第九章 国际主义与宗教第十章 圣西门——批判性的结
论第十一章 圣西门学派第十二章 结论书评与讨论书评 米廖科夫，《论俄国文明的历史》书评 富耶，
《社会财产和民主》书评 库利彻，《刑法研究》书评 古恩特，《刑法的历史与哲学中的报复观念》(
第三卷，第一章)书评 弗雷德里克·拉策尔，《政治地理学》论文 国家书评 鲁托斯拉夫斯基，《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以来国家体制的持存和消亡》论文 国家、军国主义与战争论文 国家、
道德与军国主义序言 《法兰西书简》序言讨论 社会各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讨论 民族主义与爱
国主义笔记 社会主义的定义书评 萨维利奥·梅里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本质》讨论 公务员工会人
名对照表涂尔干课程年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孟德斯鸠与卢梭>>

章节摘录

书摘　　不管孟德斯鸠靠推理还是靠归纳前进，他所遵循的都是现代科学不应忽略的方法论规则。
 　　社会现象通常是根据某些思考来分类的，这些思考看上去可能全然无关。
宗教、法律、道德、贸易及行政似乎在性质上真的不同。
所以，每～类现象长期以来都被分别对待，有时侯现在也如此，似乎每个现象能够独立地得到检验和
解释，而不用参考其他现象，就像物理学家在处理重量的时候，从不考虑颜色的问题。
这并不是否认一类现象与其他现象有关，但人们常常认为它们的关系只是临时的，所以，既然我们不
能确认现象的内在性质，那么我们似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它们之间的关系。
例如，绝大多数的道德学家在考察道德和行为规范时，似乎这些规范是自行存在的，而不去考察社会
经济方面的特征。
那些研究财富问题的人也持有相似的态度，他们认为他们的科学，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是绝对自
治的，即便它不去关心被称之为伦理的规范体系，也能够运行下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然而，孟德斯鸠非常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果我们不参考其他因素而孤
立地考察它们，它们就不可能得到理解。
孟德斯鸠无法把法律从道德、贸易、宗教中孤立出来，首先，他并不认为法律处于社会形式之外，它
能够影响到其他所有的社会现象。
所有这些现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彼此不同，但它们表达了一个既定社会的生活。
它们是社会有机体的元素或器官。
除非我们尝试去理解它们是怎样达成和谐、相互作用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功能，甚至
不能辨明它们的性质，因为它们似乎都独特的实在，每一种实在都有自身独立的存在，然而，它们实
际上是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
这样的态度解释了某些至今依然通行于社会科学家中的谬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政治经济学家把
个人利益当作社会的惟一原则，为什么他们会否认立法者对与贸易和工业有关的活动进行干预的权力
。
相反，尽管出于同样的原因，道德学家通常把财产权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权利，然而实际上，这些权
利所依赖的恰恰是某些变化不定、变动不居的经济因素。
　　P40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孟德斯鸠与卢梭>>

编辑推荐

　　本书为《涂尔干文集》的第五卷，主题为政治哲学，第一篇文献为《孟德斯鸠与卢梭》，由两部
分组成：《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的贡献》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在这两篇文献中，涂尔干的立论都试图暗示：社会学的肇端应该追溯到孟德斯鸠和卢梭有关“法”的
理论。
 第二篇《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根据涂尔干的课程讲义整理而成，核心论题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
本差别，由这一差别可以引出两者在起源、样态、社会建构的形式和方向上的根本差别。
 本书为研究涂尔干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不可或缺，通过考察他对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的诠释和对社会主
义理论基础的检视得以更全面和透彻的理解涂尔干的思想，并且本书的翻译水准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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