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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实上，有生命力的学术，非两翼不能高飞远举。
一翼为扎实的材料、严谨的方法、客观求实的态度；一翼为敏锐的思想、价值的求索、人生社会的关
怀。
作者将本书设定为上下篇，上篇描写、叙述晚清时代最普通也最典型的社会情绪现象，试图由此勾画
出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和思想氛围，其次谈到这些情绪所蕴涵的或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思想和观念。
下篇则选择了几个较重要的理论问题，略加阐发。
　　希望以民族主义为主轴展开的这个研究，能为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发展，为中国
近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一个比较新的视野，由此来拓宽、加深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认识，而这种认
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作者简介

　　单正平，1956年生于甘肃平凉，汉族，中学毕业后下乡，1976年进入平凉地区焦化厂当炼焦工人
，后转入平凉地区印刷厂当制版工人。
1979年入读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甘肃日报社当编辑。
1985年重回南开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后在天津文学杂志社当编辑。
1991年到海南，先后在海南珠江实业，海南国邦企业等公司工作。
1996年到海南出版社担任社科编辑室主任。
1997年到海南师范学院任教，现为中文系教授。
2005年获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论文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现象学与审美现象
》，译著《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文化随笔《行走在边缘》、《膝盏下的思想》、《闲话女人——
迷你男权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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