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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法律文化或法律文明，可以区分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两大载体。
法律是硬结构，法律思想是软结构。
历史地看，它们共生并相互渗透和依存。
比较而言，法律制度通常趋向于稳定和迟滞，而法律思想则显得敏锐和活泼。
由于此缘故，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变迁，总不免表现为法律思想为先导，法律制度随之产生或变革。
中国为古老文明的大国，原本有自己独到的法律传统，也有自己的法律思维范式。
临到清末，在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出现断裂，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型
。
早些时候，中国人学习日本，而日本的法律又来自于西方的德国。
晚些时候又学习前苏联的法律，中国法律传统又增添了社会主义法律的色彩。
这样一来，我们现今的法律同时是中国传统法律、西方自由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法律的混合体。
反过来也可以说，我们的法律既欠缺中国传统，也欠缺东洋（日本）和西洋（欧美）的法律传统。
法律职业者们所学和所用的是西方的法典，而要解决的则是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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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埃利希法社会学思想为主旨进行展开，将埃利希的法社会学置于上个世纪之交迭宕起伏的世界
格局之中予以理解。
顺循埃利希为学、传教、辗转流落之生平，切入埃利希对欧洲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法学流派思想的反
思。
借莱布尼茨、普赫塔、萨维尼、马克思、耶林、祁克等思想之启迪，埃利希由制序（ordering）为基本
特征定义法，从而展开了一整套法社会理论的基本架构。
在勾勒这位社会学鼻祖之生平及影响之同时，本书还鲜活地再现出了埃利希对法概念的定义逻辑，对
法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对法律命题形式与内容的分析，对法律发展逻辑的历史把握，对法学研究趋势
与法学功能的辩解，对国家法运作逻辑的辨析，以及对法社会学基本方法的论断等方面的精要法哲学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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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坤轮，河南商水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主要关注领域为比较法、法律社会学、西方法理思想史。
出版译著《史密斯和基南英国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法学领域的客观性》（中国政法大
学2007年版）等。
另有专著《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科学文库2009年版），译
著《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将近期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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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指出了法的产生与社会联合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埃利希事实上已经对他的“法”的概念有了一
个与先前法学研究所不同的概念推演，这一概念的推演过程显然是依据对社会联合体由原生型联合体
演进至复杂联合体过程的历史考察。
在埃利希看来，在这个联合体“复杂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出于交往的需要，承认一些行为规则
对彼此具有约束力，并按照这些规则行为。
这构成了联合体内在秩序的基础，而法律规范不过是行为规则的一种，它如道德规则、伦理规则、宗
教规则、荣誉规则、利益规则、言行规则等一样，具有相同的社会属性。
这种属性，是法的重要属性，对社会联合体秩序得以维持，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埃利希的联合体秩序中，“法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维系方式”②。
但是，埃利希指出，法律的社会属性并没有被各界所重视，甚至存在故意被主流法学流派所故意曲解
的表现。
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基于实践目的之需，即尽可能地使法官牢记，他应当且必须依据法律，而不是其
他规则来作出判决。
因此，在论述法的属性的过程中，法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相同属性被弱化，而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的
不同或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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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盛夏，有缘与徐爱国老师喝茶聊天，说及法社会学之流派，我颇振振有词，谈古论今，不知天高
地厚，大有不惧苦累，挖掘新知之欲。
徐师笑而相约，嘱我撰写埃利希法社会思想之研究，限时半年。
我坦然应之，颇为踌躇，以为梳理人物思想，半年岂有不足之理，况我关注法社会之研究，对这些人
物的基本思想还是有所把握的，自然未考虑难度问题。
但凡事情总是做起来难，我以为可凭关系拿到有关埃利希的各种研究成果以及原著来精读。
事实证明，即便“马普”的同学也无法帮助我收集到一张埃利希的照片，国内有关埃利希法社会学思
想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简单介绍性质的，寥寥几页，无论怎样也不足以供我进行其思想的整理。
至此，我方知作一个人物思想的研究如此之难。
不过，我基本上还是个契约主义者，答应的事情，无论怎么难，也要坚持做到。
国内幸好有对照本的埃利希大部头著作，也有着大量的关于欧陆社会学，欧陆法社会学历史的介绍。
从这些介绍中，从埃利希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文章中，我基本可以推知，埃氏的主体思想可以从《法
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中推得，而其他的一些社会、历史等方法上的资料，则可以通过相关的文献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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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埃利希:无主权的制序》：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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