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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苏力1996年出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至今已有十多年，这期间法律社会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学者对法治问题的分析越来越细致，分析能力也越来越强，分析方法也越来越丰富。
这些研究对法律社会学成为一门“显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法学甚至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知
识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社会科学界对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广泛关注。
但从总体而言，法律社会学的发展还是较为缓慢，甚至不成气候。
十多年来，法律社会学领域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不少论文，也许在具体问题上有论著比苏力的认
识更深入，但很难说在理论和话语层次上有超过苏力的著作。
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和“送法下乡”论，建构了一个较高的话语平台，到目前为止，后来学人仅仅
是在这一话语平台上讨论问题，而未能提出新的话语平台。
这与最近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突飞猛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苏力严肃地发问：“什么是你的贡献？
”这一发问曾鞭促了苏力的同龄学人，甚至刺伤了他们。
今天，当我们这些后生初涉学界，依然不能不严肃地面对苏力的严肃发问。
如果仍然只能在苏力的话语平台上讨论问题，那么，在学术史上我们也许注定会成为泡沫。
在法律社会学的学术史上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史中了。
因此，“超越苏力”也许是我们法律社会学年轻学人应当严肃面对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我们非要和苏力不一样，而是说我们应当提出新的话语和理论；不是为了提出而提出，而
是在面对中国法治经验的基础上，就像苏力十多年前的所作所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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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式法律处在一个复杂的秩序与意义网络之中，法学只有通过一种多元秩序的时空想象，才能深刻地
把握它的力量与软弱、理性与荒谬、成功与失败，才能启发行动者在这种繁复交错的生活格局当中，
展开互动与对话，改善法律自身的结构条件与环境。
本书运用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以相当的广度与深度，围绕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这个中心问题，透视了
法律与多元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行动的结构性要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

作者简介

王启梁，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

书籍目录

法律社会学研究的经验路线(代序)陈柏峰导言：观察法律与秩序上篇  行动、文化与秩序　第一章  为
了生活使用暴力与暴力对生活的毁灭  　一、引论：问题与方法  　二、私力救济与暴力性私力救济  　
三、暴力性私力救济发生的结构性原因  　四、讨论：暴力性私力救济的控制与治理　第二章  非正式
制度的形成及法律失败  　一、问题：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法律失败  　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纳西族
“情死”  　三、法律、宗教与纳西族“情死”的发生  　四、讨论：“情死”发生原理对法治建构的
启发　第三章  宗教与民间纠纷的发生及解决  　一、引言  　二、宗教与民间纠纷的发生  　三、宗教
与民间纠纷的解决  　四、宗教与规范性生活的获得  　五、讨论：从价值和意义世界理解纠纷　第四
章  腐败为何发生  　一、导言：迈向权力的日常运作  　二、“官场”是一个什么“场”  　三、“官
场”与腐败的土壤是如何形成  　四、“官场化”的直接后果  　五、讨论：法律必须破坏腐败的动力
学机制　第五章  中国“反拐”三十年：制度、实践与社会结构  　一、中国反拐法律、政策制度的变
迁  　二、中国反拐机制和网络的构建状况  　三、反对拐卖的经验与障碍  　四、讨论：社会结构紧张
、越轨与反拐政策的局限  　五、结语　第六章  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  　一、问题：网络
民意、法律权威危机与法律的品性  　二、民意、政治与法律的表达错乱  　三、讨论：网络民意、法
律品性与法律权威下篇  法律多元、社会控制与秩序　第七章  法律：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  　一、
分类对人类生活的意义  　二、分类观念与法律  　三、法律为什么是“地方性知识”  　四、对法律冲
突的二种理解  　五、结语　第八章  法律能被信仰吗  　一、规范为何被信仰  　二、法律为何不能被
信仰  　三、信仰是重要的　第九章  从习惯法民间法研究的视角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  
　一、引言：为什么需要概念及对概念的反思  　二、习惯法民间法研究的贡献  　三、习惯法民间法
概念运用存在的问题  　四、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第十章  宗教作为社会控制与村
落秩序及法律运作的关联  　一、引言  　一、曼村村民的宗教信仰  　二、宗教作为社会控制  　三、
多元社会控制中的曼村宗教社会控制  　四、讨论　第十一章  多元社会控制与内生性村落社会秩序的
形成  　一、曼村公共生活中的多元社会控制力量  　二、多元社会组织、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与协商
关系  　三、基于协商、共识的公共事务管理与“造法”活动  　四、正式社会控制在曼村的运作  　五
、结语　第十二章  传统社会控制的断裂与国家法制的缺席．  　一、社会变迁中的村落秩序危机  　二
、传统村落社会控制系统的断裂  　三、平村民间社会控制的运行现状与国家法律的实施  　四、村落
秩序为什么不能形成  　五、结语　第十三章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  　一、缺乏中国
主体意识的法律移植论  　二、法律：是“镜子”还是“剪刀”  　三、法律多元与国家法成为“外来
法”  　四、国家法成为“外来法”：中国法制的一种危机结语：建构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法学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

章节摘录

插图：二、法律为何不能被信仰法律是规范中的一种，既然规范有可能被信仰，那么法律是否能被信
仰，或者法律能否以一种信仰的形式出现？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上，宗教曾经以极其强劲的形式支配着法律的形态，宗教在不同程度上渗透
在法律制度之中。
在宗教最强劲、对法律的支配和渗透达到极致，尤其教会法兴盛时，信仰宗教的人们同样会信仰法律
，因为此时的法律就是宗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某些伊斯兰社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法律即宗教、宗教即法律。
①让我们相信法律可以被信仰或者法律就是一种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正是法律发展史中法律与宗
教的这种密切关联。
问题是，虽然西方社会的法律包括类似《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法的核心价值在
很大程度来源于宗教，但是在西方社会中持续的宗教世俗化、政教分离、宗教多元化和法律的理性化
过程中，法律和宗教最终是疏离了。
伊斯兰社会中，教派的分离和争斗也严重地离间了法律和信仰的关系。
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或者在现代极少数社会中存在的，甚至根本就是幻像的法律
信仰就认为法律在今天也能被信仰，发出对法律信仰的呼唤？
基本上我同意张永和先生关于法律不能被信仰的观点，尤其是这种观点指向现代社会时。
人们对规范的信仰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层面上存在。
首先，规范能否被信仰取决于它是否和个人的信仰重合，而信仰和规范的分离是普遍的。
第二，对规范信仰的人群来自于同一文化集团，而同一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群体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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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我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经由前人的实践产生出的法治状况，已
经处于被规定的结构中，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认识、理解并改变这个结构。
——王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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