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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把所研究的文化思潮，置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来认识，来定位，来评
论；拒绝从现今的爱憎出发对历史上的文化流派或文化见解做非历史的任意评判。 

内容简介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1840～1949)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危机四伏、政局动荡、战乱
频仍、舆论纷扰。恰恰是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根本性转
型。社会形态转型了，政治体制转型了，文化思路也同时转型了。鸦片战争前那个愚昧
自大、排外守旧、“严夷夏大防”、死守“道统”的古老中国，经过一百一十年的风吹
雨打，居然会一变而成为高扬“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的国度。本书系统梳理了这一重
大的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的来龙去脉，探讨这一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从
而揭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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