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支配社会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支配社会学>>

13位ISBN编号：9787549500475

10位ISBN编号：7549500479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克斯·韦伯

页数：482

译者：康乐,简惠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支配社会学>>

内容概要

　　《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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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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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译者：康乐 简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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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第一章　支配的结构及其功能形态
　一、权力与支配，过渡形态
　二、支配与行政，民主制行政的本质与界限
　三、基于“组织”的支配，支配的妥当性基础
第二章　官僚制支配的本质、前提条件及其开展
　一、近代官僚制的特殊功能模式
　二、官僚的地位
　三、官僚化的前提条件与附随现象
　四、官僚制机构的永续性
　五、官僚化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六、官僚制的权力
　七、理性的官僚制支配结构的发展阶段
　八、教养与教育的“理性化”
第三章　家父长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
　一、家父长制支配的本质及其形成
　二、望族支配与纯粹家父长制
　三、家产制支配
　四、家产制国家的支配结构
　五、家产制支配者的权力地位；家产制支配者的政治支配
　六、家产制需求的供应
　七、家产制官职，家产制官吏与官僚制官吏的差异
　八、家产制官吏的生计
　九、家产制行政的分权化与定型化，官职之占有与独占的结果；特权制国家
　十、家产制支配之巩固统一的手段
　十一、家产制行政功能之实例
　十二、家产制支配的分权化，总督与分国
　十三、家产制的支配者与地方庄园制
　十四、以出身乡绅的治安长官为基础的、英国的望族行政，“绅士”类型的养成
　十五、沙皇的家产制
　十六、家产制与身份荣誉
第四章　封建制、身份制国家与家产制
　一、采邑的本质与封建关系的类型
　二、采邑与俸禄
　三、采邑制的军事起源与正当性基础
　四、封建的权力分配及其定型化
　五、从采邑团体至官僚制的过渡形态，“身份制国家”，家产官僚制
　六、与经济的关系，商业对家产制发展的意义
　七、家产制与封建制对经济稳定化的影响
　八、家产制的经济独占，“重商主义”
　九、封建支配下财富的形成与分配
　十、家产制独占政策的经济影响
　十一、支配的结构，“心态”与生活态度
第五章　卡理斯玛支配及其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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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治支配与教权制支配
译名对照表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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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责团体，担保其成员对支配者的服从义务。
同样地，村落也得负担起其个别居民之政治与经济义务的连带责任。
我们稍早也曾提到，这种连带责任可能会导致农民世袭性地束缚于其村落；个人原先所拥有的、分享
村落土地的权利，可以以此方式转化为参与村落土地生产的义务——以此确保对支配者应纳的贡租。
确保赋役式供应最彻底的形式，乃是将此种农民世袭性的束缚扩大及于其他职业团体：换言之，同业
公会、基尔特或其他职业团体，在此目的下被支配者设立、法律化或强制，以担保其成员所该负责的
特殊劳役或贡租。
为了补偿此一负担，特别是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经济能力（以确保支配者之利益），支配者通常会赋予
他们对该行业经营的独占权，并将个别成员与其继承人（包括人身与财产）皆束缚于此团体。
这种义务可能是某个特定行业的特殊贡纳，例如军用物资的生产与维修，也可能是其他的负担，例如
普通的战争税或其他税捐。
也有人认为印度的种姓制至少有一部分是源自赋役制，不过关于这点我们目前尚无足够证据。
中古时期的行会被用来作为一种提供军事、政治及其他贡纳的官方职务（0ffiziat），这点对行会制度
的普及化到底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还是个极值得怀疑的问题。
印度种姓制的起源，最主要的因素无疑得归诸巫术性宗教、身份以及种族的差异；至于行会的起源则
由自愿性的团体扮演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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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支配社会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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