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13位ISBN编号：9787208076167

10位ISBN编号：7208076162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许纪霖（等）

页数：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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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了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私人脉络，团体组织以及与城市公共媒体的
关系。
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史。
书中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墨介绍了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著名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亲疏聚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作者简介

许纪霖，195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及思想史。
代表著作有：《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分子的历史生涯》、《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
文化》、《中国现代化史》(主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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