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思>>

13位ISBN编号：9787303155200

10位ISBN编号：7303155201

出版时间：2013-11-1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师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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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思>>

内容概要

欧战后的欧洲，人们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有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无产阶级的
社会革命；一是反省现代性，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批判理性对人性的禁锢，转而强调
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
早在20世纪初年，国人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上述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重大变动，且于思潮的两个取
向，都各有评介与吸纳。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东渐的研究成果丰硕，而有关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
的反响却鲜有学者关注。
事实上，忽略了后者，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
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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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师渠，1946年生，福建福州人。
历史学博士。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已出版《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思想文化研究》《
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合著)《中国文化通史》(十卷本、总主编)《中国近代史》(主编)等。
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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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游心影录》与“中国人之自觉”命题的提出
二、思想的“绝大之革命”：服膺反省现代性思潮
三、新文化主张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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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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