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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28-留学生群体分化与社》

内容概要

《留学生群体分化与社会思潮演变1915-1928》主要内容包括：《新青年》与留学生群体的趋势新态势
、留学生群体从“主义”之争中分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留学生群体的再度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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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导论一、 学术界关于留学史研究的状况二、 本书的选题意义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四
、 本书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五、 本书有关概念的说明第一章 《新青年》与留学生群体的趋新态势
一、 《新青年》的创办与留学生群体力量的聚集二、 留学生群体的自由主义共识三、 “一战”与留
学生群体西方观念的变化四、 留学生群体学习西方观念的转移第二章 留学生群体从“主义”之争中
分化一、 留学生群体分化危机的出现二、 留学生群体中两种不同“主义”的较量三、 “主义”之争
与留学生群体的分化四、 留学生群体分化后的“争自由”运动第三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留学生
群体的再度分化一、 部分留学生投人东方文化派二、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留学生群体迎战东方
文化派三、 东方文化派的扩大与中国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再度反击四、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留学生
群体的特点第四章 巩固中的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一、 社会主义论战的背景与论战的发生二、 社会
主义论战中双方的基本态度三、 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巩固和扩大四、 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
体的特点第五章 重建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努力及其曲折一、 胡适重建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二、 陈
独秀与胡适的论争三、 “科玄之争”对留学生群体分化的影响四、 《努力周报》之后的努力五、 中
国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的特点结语一、 五四时期留学生群体分化的特点二、 五四时期留学生群体分
化的作用与影响三、 五四时期留学生群体分化后各群体的不同参考文献附录一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
生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附录二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留美高潮的兴起附录三 ：容阂作为边缘人介
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学理考察附录四 ：辛亥革命时期的锡金军政分府述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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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学术界关于留学史研究的状况1.关于近代中国留学生的总体性研究情况一是对留学运动的
历史事实的梳理和评述，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张洪祥，王永祥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版）、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天津人
民出版社1987年版）、黄新宪的《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王奇生
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
（1847-1975）（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日]松木龟次郎的《中国留学生教育小史》（东亚书
房1931年版）、[日]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日]周一川的《中国女
性日本留学史研究》（图书刊行会2000年版）、[美]廷斯曼（TipsmMarilyn）的《中国及其归国留学生
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美]叶伟丽（Ye Weili）的《1900-1927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米镇波的《赴苏俄留学述略（1925-1930）（《党史纵横》1988年
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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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留学生群体分化与社会思潮演变1915-1928》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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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题，可惜没有提出好的观点。仅仅是描述这段历史与人事
2、选题很好，写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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