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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生于19世纪末的社会学法学以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并成为当代西方重要的
法学流派。
社会学法学视法律为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法律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利益对法律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性， 强调法律、判决的社会效果。
社会学法学对当代西方法学具有重要影响。
当代西方法学炙手可热的经济分析法学、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学等各种法学流派与学说，大多被人
们认为是社会学法学的当代变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学法学>>

书籍目录

绪论　揭开社会学法学的面纱 　　一、社会学法学还是法律社会学？
——社会学法学的定义　　二、社会学法学产生的条件及特点　　三、社会学法学的发展阶段及本书
的基本框架上编　欧洲的社会学法学 第一章　社会学法学的先驱与萌芽 　第一节　社会学法学的先
驱 　　一、亚里士多德 　　二、从霍布斯、斯宾诺莎到孟德斯鸠 　第二节　社会学法学的萌芽　　
一、实证哲学之父——孔德的社会学法学思想 　　二、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第二章　德国的社会学
法学思潮 　第一节　耶林的目的法学　　一、追求生活质量的罗马法专家 　　二、法的产生与法的
生命　　三、法律的概念和法律的目的 　　四、权利与义务　　五、社会与国家 　第二节　德国的
利益法学 　　一、何谓“利益法学” 　　二、概念法学的颠覆者——赫克的观点 　　三、其他利益
法学者的观点 第三章　自由法律运动　第一节　埃利希的法律思想 　　一、社会学法学之父　　二
、埃利希眼中的法律 　　三、社会团体的内部秩序乃是法律的灵魂 　　四、社会团体和社会规范　
　五、社会规范与法律规范 　　六、“活法”和“自由的判决” 　第二节　康特洛维奇的法律思想 
第四章　社会学家眼中的法律　第五章　狄骥的社会连带法学 　第六章　心理法学派下编社会学法学
的北美传统 结语　社会学法学与马克思主义法学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思路　　二、
当代法律社会学的发展趋势附录 主要代表人物与代表著作一览表主要名词术语与代表人物索引参考文
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学法学>>

章节摘录

书摘(一)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是英国的哲学家和社会
学家，社会有机体论的创始人。
他出身于英国德拜的一个地方教师家庭，幼年时由于身体欠佳，以至于13岁之前他所接受的教育主要
来源于他的父亲。
此后3年，斯宾塞开始接受其叔叔T．斯宾塞的指导，后者是英格兰教会的教师和革新者。
28岁那年，他当上了《经济学家》刊物的主力编辑。
3年后，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社会静力学》(最初发表于1850年)。
1853年他的叔叔去世，斯宾塞继承了他的遗产。
此后，他的另一位伯父以及他父亲也将财产留给了他，这些财产也为他后来发表另外一些著作提供了
经济后盾。
    斯宾塞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的本分》(1842)、《社会静力学》(1850)、《社会学原理》(1876
—1896)、《个人对国家》等。
  斯宾塞受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强烈影响，创立了社会进化的学说，是社会学界的达
尔文主义者。
    (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    斯宾塞同孔德一样，也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他断定人类的一切知识都以思维的初始活动为基础。
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斯宾塞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用生物有机体的发展规律推导
社会发展规律。
他认为，宇宙的一切事物只有逐渐的进化，而没有质的飞跃，这是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
自然界、生物有机体是这样，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
这种进化，就是由简单单一体发展为复杂的高等的机体。
社会和国家同有生命的机体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它也按照同样的规律，由简单到高级、由单一到
复杂逐步发展。
社会发展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和国家。
所以，斯宾塞的社会政治哲学也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还坚持社会有机体说。
在斯宾塞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完善、最和谐的社会。
他把社会及其各种组织同人的机体相比较，整个社会就像一个人体。
像人体一样，社会也由各种器官和系统构成。
社会的工业组织就像个人的消化器官；分配系统所管辖的社会商业组织就像个人的血液循环器官；管
理系统所属的社会政治组织就像个人的神经发动器官；政治社会的立法会议就像个人的大脑中枢。
它们各有自己的机能，各自接受信息，做出判断，由其他器官去实行。
此外，斯宾塞还将社会中的一些其他现象同人体做了比喻。
例如，他将货币比做人的血液；把铁路、公路比做人的血管。
斯宾塞还认为，在社会中担任消化(营养)系统职能的是工人阶级，担任循环(分配)系统职能的是商人
，担任神经(管理)系统职能的是资产阶级，而且这种分工是天然的、合理的、不可改变的。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是我们理解他的社会学法学思想的基础。
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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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无论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还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无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庞德的
社会控制论，无不闪烁着西方法治文明的灿烂光辉。
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的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正是这种文明的生动体现。
《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在国内第一次全景式展现西方各法学思潮与流派的主张、源流与发展，
为人们了解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提供了全新的读本。
     ——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法制现代化
进程具有历史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了解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对把握其间的理论要义和精髓十分有益
。
《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对作为西方法治文明组成部分的法学思潮与流派做了很好的梳理，勾画
出上千年来西方法律的智慧与思辨的清晰轮廓。
这套丛书有助于人们开拓视野、汲取精华，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 公丕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人类法学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融入了无数法学家的睿智和诸多法学思潮与流派的精神。
各种思潮、各个流派都蕴涵着引人深思的哲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组成部分。
法学家们的睿智体现在哪里，引人深思的哲理又在何方？
《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以其系统、扼要和清晰的笔触，图文并茂的卷面，为人们提供了初步的
答案。
     —— 何勤华（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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