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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民俗学家协会( F. F)于 1991年冬,在芬兰的总部举行了一次利用电脑数据库评选 20世纪世界级

民俗学家的活动,按照设定的标准评选出了 20世纪 32个国家的 78位民俗学家, 并接纳为该会最高

资格会员,我国民俗学家乌丙安和国际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本#阿莫斯、亚伯拉罕#鲍曼、劳里#

航柯等跻身其中,享此殊荣。1994年 4月, 该总部正式发出了通报, 国际电讯公布了 78人名单;新华社发出

了乌丙安获此殊荣的电讯稿,国内多家报纸发表了这条消息。与此同时,美国权威研究机构又为乌丙安颁发

了/ 20世纪成就奖0。1996年 9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夫人克里斯蒂安妮又邀请乌丙安以文化使者的贵宾

资格出席/首届总统文化节0。

乌丙安以自己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教学成果, 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作出了卓越贡

献,在当代民俗学史册上, 被誉为/中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0。

乌丙安, 1929年 12月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个蒙古族家庭。1953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民间文学专业首届研究生班,师从钟敬文教授。1955年毕业后,先后任辽宁大学民间文学讲师、副教授, 1983

年晋升教授,此后他长期担任民俗学研究生导师及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职务。

自从他 1955年从事民间文学教学, 1957年初出版了大学教材5人民口头文学概论6之后,不久,他便遭遇

了从/反右0到/文革0长达 22年的一连串迫害。1978年他刚刚从农村返回大学讲堂不久,便撰写了长篇论文

5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6。提出了一系列在我国重建民俗学的建议, 受到有关方面重视, 全文发表, 反响

强烈。1980年初他成立了辽宁大学民俗学社, 1981年 3月在大学本科首开了5民俗学概论6课; 当年 8 月在

他的全力推动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 ) ) ) 辽宁民俗学会。1982 年 8月,他开始招收民间文学、民

俗学专业研究生。先后培养国内外研究生、研修生 108名。从 1985年 3 月起,连续 16年应日、德、韩、匈等

国邀请,在多所大学讲学、交流 16次,参加并主持国际会议 15 次; 其中在德国讲学期间, 有两家报刊曾连续

发表几篇专题文章,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活动。1991年冬,他应邀访问了台湾, 并以大陆中国民俗学会副理

事长的身份出席了台湾中国民俗学会老会长娄子匡主持的隆重欢迎会,发表了题为5中国大陆民俗学 40年6

的演说,首次沟通了两岸民俗学交流。近二十年来,他出版了5民俗学丛话6、5中国民俗学6、5民俗学原理6、

5民俗文化新论6、5中国民间信仰6、5神秘的萨满世界6、5圣灵叹息6及日文版合著5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6

等专著,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好评;其中,5中国民俗学6曾连获国家及省部级一等奖。主编有5中国风俗辞典6、

5民俗百科丛书6等。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5论中国风物传说圈6曾获全国一等奖。多年来,除

连续三届当选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外, 他还身兼国内外民间文学、民俗学组织多个职务, 同时还兼任山东

大学教授等职。在乌丙安将近半个世纪的民俗学生涯中,特别是在近二十多年的学术和教学历程中,他以突

出的成就促进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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