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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套《韦伯作品集》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桥译丛》中精选出来
的十余种韦伯论著组成，即包括了韦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以及“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
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这位学术大师一生的思想与研究精髓。
我细审本丛书的书目和编译计划，发现其中有三点特色，值得介绍给读者：
第一，选目的周详。
韦伯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系列，即《宗教社会学论集》，包括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中国的宗教》、《古犹太教》、《印度的宗教》和《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
其“制度论与社会学”系列不仅包括《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经济与社会”的《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也包括《学术与政治))等。

第二，编译的慎重。
各书的编译都有一篇详尽的导言，说明这部书的价值和它在本行中的历史脉络，在必要的地方，译者
并加上注释，使读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参考工具即能完整地了解全书的意义。

第三，译者的出色当行。
每一部专门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严格训练的学人翻译的。
所以译者对原著的基本理解没有偏差的危险，对专业名词的翻译也能够斟酌尽善。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译者全是中青年的学人。
这一事实充分显示了中国在吸收西方学术方面的新希望。

中国需要有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了解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道理已无须再有所申说了
。
了解之道必自信、达、雅的翻译着手，这也早已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了。
民国以来，先后曾有不少次的大规模的译书计划，如商务印书馆的编译研究所、国立编译馆和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会等都曾作过重要的贡献。
但是由于战乱之故，往往不能照预定计划进行。
今天中国涌现了一批新的出版者，他们有眼光、有魄力，并且持之以恒地译介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世界
经典作品。
此一可喜的景象是近数十年来所少见的。
近年海峡两岸互相借鉴，沟通学术资源，共同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开拓，其功绩必将传之久远。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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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
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
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其他二者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爱米尔·杜尔凯
姆(Durkheim)，早期流行的另一说为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迪尔凯姆，格奥尔格·齐美尔)。
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他的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
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
迪尔凯姆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
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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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一余英时
总序二苏国勋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译序简惠美
导言韦伯与《中国的宗教》康乐
第一章　社会学的基础之一：城市、君侯与神祗
　一、货币制度
　二、城市与行会
　三、诸侯的行政与神的观念：与中东相比较
　四、中央君主的卡理斯玛祭司地位
第二章　社会学的基础之二：封建国家与俸禄国家
　一、采邑制的世袭性卡理斯玛性格
　二、统一的官僚体制国家之复兴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
　四、公共的负担：徭役国家与租税国家
　五、官吏阶层与赋税征收的配额化
第三章　社会学的基础之三：行政与农业制度
　一、封建制度与财政制度
　二、军事制度与王安石的改革尝试
　三、国库对农民的保护，及其对农业制度所造成的结果
第四章　社会学的基础之四：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
　一、资本主义依存关系之阙如
　二、氏族组织
　三、村落的自治
　四、氏族对经济的羁绊
　五、家产制法律结构
第五章　士人阶层
　一、中国的人文主义之礼仪的、以行政技术为取向的性格；和平主义的转化
　二、孔子
　三、考试制度的发展
　四、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里的定位
　五、士入阶层的身份性格；封建荣誉与学生荣誉
　六、君子理想
　七、官吏的威望
　八、经济政策的见解
　九、士人的政敌——苏丹制与宦官
第六章　儒教的生活取向
　一、官僚制与教权制
　二、自然法与形式的法理思想之阙如
　三、自然科学思维之阙如
　四、儒教的本质
　五、形而上学的摆脱与儒教的入世本质
　六、“礼”的中心概念
　七、恭顺(孝)
　八、儒教的经济心态及其对专家精神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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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君子理想
　十、经典的重要性
　十一、正统教义的历史发展
　十二、早期儒教的“激越”
　十三、儒教的和平主义性格
第七章　正统与异端(道教)
　一、教义与仪式在中国
　⋯⋯
附录一　异论
附录二　参考文献
附录三　国库岁入资料
译名对照表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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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役某些政治上的问题，诸如：1.畿外地区的统治者实际上是可以任免的吗？
或者他们是世袭的？
2.外藩诸侯的臣民，是否如《周礼》所言（理论上），有权向王诉愿？
如有，那么实际运用的程度如何？
这样的诉愿是否会引起王权对诸侯内政的干涉？
3.与诸侯同列、或者位于诸侯之下的官吏，是否如（《周礼》的）理论所主张的，实际上是听命于王
的官僚且由他们来任免？
4.准此，三大三小顾问官（三公、三孤）（按：即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的中央政
权实际上是否能扩张到畿内支配地区以外？
5.藩国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是否能任由最高宗主调度？
这些问题往往以不甚固定的规定来解决，而造成政治之封建化的结果。
　　就此而言，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与印度——发展最彻底的地区——一样的：只有拥有政治支配权力
的氏族及其附庸，才能要求及被考虑列入（王的）属臣——上自朝贡诸侯，下至宫廷官吏或地方官吏
。
于此，王的氏族是最为优先的，而及时归顺的诸侯之氏族也获得优先，他们可以保有全部或部分的支
配权②。
最后，还有些氏族是以产生英雄或重臣而显赫的。
无论如何，长久以来，卡理斯玛已不再是附着于个人身上，而是附着于氏族，这种典型的现象，在我
们讨论印度的篇章里会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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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的作品集有：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
体、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支配社会学、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
教、古犹太教、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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