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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
，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
⋯⋯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
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
份密不可分的。
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
和赞同他们的主张。
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
进步伐。
    本书把历届校长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通过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展现现代中国学术文化
思想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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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华孔
子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曾任国际中
国哲学会主席。
1990年获加拿大McMaster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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