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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大致可以体现十余年来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研究。
　　在中国，凡属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法律社会学也是这样；关于法律社会学本
身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在这里毋庸赘言。
　　在一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说：法律社会学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在中国曾经有过影响，并
曾经有过中国学者的研究，而这些已经基本被人们遗忘了，对于遗忘的事需要的是回忆和找寻，但在
这里我们所要谈的主要是法律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再度兴起及其面对的问题。
　　198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法律社会学的研讨会，一些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也基本始于此时。
此后，对国外理论的学习和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描述和研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其进展是相当缓
慢的，成就也是有限的。
　　法律社会学在中国的再度兴起基于这样一种背景：中国是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一个特
例，它在为外来的现代化浪潮启动，开始自己的被现代化进程后，又中断了这一进程，重新封闭起来
，并于封闭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文明质态；一种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中断了传统的延习，造就了
一个时代人们新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形成了社会新的结构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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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致可以体现十余年来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研究。
在中国，凡属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西文传来的，法律社会学也是这样；关于法律社会学本身的
形成及发展过程，在这里毋庸置广言。
在这里我们所要谈的主要是法律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再度兴起及其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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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面对中国的法律社会学（代序）一、理论框架法社会学研究引论法律社会学的法概念论法律社会学的
意义与研究框架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基调、范围和方法马克思早期法社会学思想初探马克斯·韦伯
的法律社会学评介塞尔兹尼克的法律社会学理论当代西方法社会学中方法论之争及其启示二、法律文
化论法律文化/刘学灵论法律文化的要素与结构对中国古代法文化研究的反思中国近代以来法律文化发
展考察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中国法文化的蜕变与内在矛盾法原：中国法观念
的萌动、萎缩与觉醒移植与枯萎：个人本位法律观在中国的命运三、关于法制现代化与立法研究论法
制现代化的标准社会变迁与法制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立法：转型期的挑战，论法律试行的反思机制
危机与变革：转型时期的法律四、关于司法审判的研究转型时期的法律与社会公正谈谈社会生活中的
裁判制约上诉权与司法公正《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侵权赔偿与人格尊严五、
关于经济领域中法律现象及农民法律意识研究股票发行配额·法律·交易成本中国企业法律制度的法
社会学分析中国现实经济冲突及其诉讼机制的完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
迁六、关于犯罪的研究和公共安全感的研究日益增多的犯罪婚内强奸在中国：对个体权利与整体利益
关系的法律社会学分析中国公众安全感现状调查及分析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七、中国研究的制度背景
研究过程与理论假设中国研究的制度背景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闭锁的城市中国的边缘人群中
国的家庭与妇女发展中的中国问题余论：中国的法律及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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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突出人类个体的主观社会政治需要，强调法典是人民自由理性的“圣经”。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很欣赏伊鸠壁鲁对于主体自由命题的高度重视，强调在对周围现实的关系
中个人所具有的独立地位和基本作用，强调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能动性；但是，他也看到了伊氏自由观
的基本弱点，根据黑格尔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论述，认为伊氏过度地肯定偶然性而否定必然性，把
个人的价值、利益与幸福推到了极端的地步，从而导致了“绝对自由观”。
在马克思看来，个体自我意识的自由不是和自然界的合理性相对立，而是和它相一致的，强调考察自
由问题，固然要着眼于主体自身，但更需要考虑到具有“实在可能性”的客体，真正的自由乃是主体
积极地作用于客体的产物，而不只是存在于个人内心的宁静之中，从而把自由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相统
一的基础之上。
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不是把出版自由当作一个普通的抽象概念来加以论述，而
是把它同省议会中的各个阶级、阶层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样，他对于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批判
，就从对于检查令本身的批判扩大到对于产生这种法律制度的社会基础的批判。
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和康德的“天赋自由”观，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没有自由
对人来说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出版自由决不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而是人类精神的特权，自由
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
进而，马克思分析法与社会自由的关系，认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相反，“法律是肯定的
、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
质。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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