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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哲学史》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家七五科研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本
书详细论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中国哲学发展、演变的情况，
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战斗历程，也
论述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兴衰的基本情况。对学术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及
有关问题，本书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史料翔实，评析中肯，不乏独到见解，
是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可作为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
院校哲学专业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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