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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记研究》

内容概要

传记的发展，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本刊是中国境内第一个专门研究传记的刊物
，其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发表和交流的园地，为中国传记的发展聊尽绵薄之力。
本书是一个开放性刊物，它向中外传记界开放，它发表对各种传记类型的问题，包括历史的、现实的
和理论的问题，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它鼓励和欢迎专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它提倡视角和方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同时也倡导严谨、求实的文风。它的目的只有一个，促进
传记学术的繁荣，推动传记的发展。

Page 2



《现代传记研究》

作者简介

杨正润，196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硕
士学位。1994年升任教授，1995-1999年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
副主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术带头人，1997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11年受聘为上海交通大
学访问特聘教授，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主任。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中国人物传记
》编委，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兼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杨正润主持并完成传记研究或与传记研究密切相关的项目五项：江苏省社科项目“世界传记文学史”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传记理论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传记理论与传记现代化”，国家“985工程”子项目“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
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
杨正润已发表传记研究论文40多篇；出版传记研究或同传记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专著四种：《人性的
足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传记文学史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传记工具书一种《外国传记鉴赏辞典》（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传记作品一种《雪莱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8）；传记作品翻译一种《知识分子》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其中，《传记文学史纲》1997年获得江苏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获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现代传记学》2013年
获得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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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记研究》

书籍目录

卷首语
（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专栏）
《从战争中走来》与传记写作
关于《我知道光在哪里》
拯救、操纵、感恩与成长——评濮存昕《我知道光在哪里》
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评说
（专稿）
从自传到日记，从大学到协会：一个研究者的踪迹
（理论研究）
我们向司马迁学习什么——《史记》传记方法的现代意义
自传的“微观政治”式解读
身障者传记的价值
论口述史中讲述者之人格呈现
传记资源的组织方法研究
（作品研究）
概论欧洲第一部关于蒋介石的传记
论王鼎钧的回忆录写作
《明史》人物传记书写过程浅探——以王世贞《王守仁传》为例
通过人类学写自传——米歇尔莱里斯和《非洲幽灵》
真实与虚构之间：三个文本中19世纪90年代的亨利詹姆斯
中国（大陆）人物传记“衰象”之分析——以林徽因的传记为例
（人物研究）
边缘视角与跨国传记——两篇关于老舍旅英经历的英文叙述
希望之移情·从内战中的西班牙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位英国女性的观点
象征性消费：胡文虎之居所及其品牌塑造探析
（书评）
评《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英文摘要
稿约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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