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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跌打出奇才

195 7 年
,

乌丙安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送矿

山劳动改造
。

逆境使他有机会深入矿区接触矿工
,

从工

人那里学到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

19 62 年春天
,

乌

丙安被摘掉右派栩子
,

回到辽宁大学继续任教
。

可是好

. 不长
。

1 9确 年又开始了
“
文化大革命

. ,

乌丙安再次遭

到迫容
:

被专政
、

挂牌子
、

进牛栩
、

下放农村
。

在广阔的

天地里
.

在歧视的目光下
,

乌丙安进走了几度春花秋

月
,

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

走过了许多坎坎坷坷
,

终于

得到了农民的同情
、

理解
、

体谅
、

关怀
,

使他感到人民的

信任—
“
人间自有真情在

” ,

也看到未来的希望
. “
祸

兮福所倚
” ,

乌丙安在逆境中得到了锻炼
,

辽北大地的

风箱雨雪
,

人情冷暖哺育了他
。

在近十年的农村生活

中
,

乌丙安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农民
、

工匠
、

艺人, 巫师等

各类人士
,

对各民族的传统
、

风俗习恨
、

丰 , 多彩的民

间艺术都做了广泛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

幸握了许多珍

贵的民俗研究资料
.

同时
,

他也看到农村中仍存在着一

些封建的旧俗陋习对人们形响至深
。

这一切
,

使他深深

感到作为一个 民俗工作者的责任重大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乌丙安又一次获得解

放
,

从辽北农村返回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
,

并被评为讲

师
。

19 78 年 10 月
,

他应恩师北师大钟敬文教授的邀请
,

经高教部调入北京师范大学
,

参加钟敬文教授主编的

《民间文学概论》的筹备工作
。

第二年
,

又全身心地投入

该书的编写和审订工作
。

1 9 78 年 12 月 30 日
,

乌丙安撰写了《重建中国民俗

学的新课题》一文
,

与夫人刘航舵联名给当时中国社会

科学院负责人周扬同志提出一 系列关系民俗学建设的

意 见和建议
,

受到重视
。

周扬委托贾芝接见了乌丙安和

刘航舵
,

对他们的建议予以充分肯定
,

并在《情况与建

议 》第 96 期全文刊登
,

发送到全国科研单位与高等院

校
,

引起了强烈反响
。

乌丙安夫妇一时成了新闻人物
。

19 79 年 n 月
,

乌丙安作为辽宁民间文艺界的代表

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

并当选为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
。

1980 年 3 月
,

又被选为辽宁省

文联委员
,

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副主席
。

之后
,

又当

选为省文联副主席
,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阳光
,

照亮了乌丙安前进的道路
,

一项项

成果
,

一份份荣誉
,

一步步前进
,

使他信心 百倍
,

精神振

奋
。

呕心沥血
,

硕果皿爪

从 198 0 年 夏天开始
,

乌丙安在辽宁大学举办了
《民俗学》系列讲座

,

向师生们系统地介绍了民俗学知

识
。

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辽宁大学民俗学社
.

他还亲自

带领学生到辽东满族山 乡进行民俗民艺的科学调查
,

主编出版了《满族民 l可故事选》
。

1 9 81 年 3 月
,

在辽宁大

学中文系和外国留学生中正式讲授《民间文学概论》
。

《中国民俗学 》从此开始正式进入大学讲堂
。

同年 6 月
,

乌丙安晋升为副教授
。

同时
,

他还主持

.

2 6
.

了辽宁省首届民俗学讨论会贾成立辽宁民俗学会的筹

备工作
。

8 月
,

在丹东召开了民俗学讨论会
,

并成立了我

国第一个泉婚学会一
辽宁民俗学会

.

乌丙安当选为

副理事长沐久便改选为理事长
.

9 月
,

辽宁大学中文系

开始招收民何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

1 9 93 年 3 月
,

乌
一

丙安晋升为教授
。

乌丙妥毅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
,

焕发了青春
,

充满了干劲
,

大胆开拓
,

预出成果
.

他担任

了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两名攻读中国民

俗学博士的导师
,

被茸为
“

博士之父
” 。

同时
,

还担任了

日本生名硕士生
、

苏联五名副博士的专业导师
。

1983 年

多月
,

他肖选为中国民俗学会的理事
,

中国神话学会理

事忡国少珍民族文学学会理事
,

中国故事协会副主

席
.

乌丙安教授成了国内外知名学者
,

讲课
、

讲演
、

写

文 ‘

衫
、

接待来访者
,

忙碌异常
。

山末大学社会学系聘

请乌丙安为释俗学教授
。

1 98 6 年 2 月
,

他应遨出席了中

国舞兰民间文学艺术讨论会及中芬联合考察队
,

深入

到广西三
由

寨采集民风民俗
。

几年来
.

乌丙安教授一

直 主持辽宁大学 民俗学高级进修班
.

主讲《民俗学 》
、

《文化人类学》
、

《神话学》等课程
,

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

民俗工作者
,

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与发展
。

198 9 年 3

月
,

在中国民俗学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

他被选为常务理

事和副趣事长
.

乌丙安教授从 19 90 年开始主持成立了辽宁大学

民俗研究中心
,

并出任主任
。

担任了中德合作的重点科

研项目《辽宁农业民俗图解辞典》(中德文对照本)的中

方主编
,

并指导为期两年的中德双方民俗学家的现代

化采风工作
,

取得了令人满惫的成绩
.

1 9 91 年 12 月
,

他

应邀访间了台河
,

与台清中国民俗学会
、

蒙古文化协会

的学者进行了交流
。

同时
,

对台湾民俗和高山族等民间

文化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

名人必然会成为一个忙人
.

各地邀请乌丙安教授

讲学的越来越多
:

武汉大学
、

山东大学
、

内蒙古大学
、

南

开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华中师范大学
、

东北师范大学
、

中央工艺奖术学院等46 所院校和 36 个全国以及省
、

市

掌术团体请他讲学和作报告
,

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

他

终巷“
评为

“
最

年来
,

多次荣获教学优秀奖
、

连续多年被学生

喜爱的老师
” ,

并被列为沈阳市
“

十大良师
”
之

乌丙安在讲坛上是一个好老师
,

在学术界又是一

名多产的学者
.

他先后发表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老根据地歌讲材论》等近 50 篇论文
,

为别人的学术

著作写序 2 0 多篇
,

出版再版学术专著 4 种
,

主编丛书一

套
,

辞书一部
.

论若中的《灰姑娘故事在中国 》一文
,

以

西班牙文发表在里西哥的《至上报》1 9 8 4 年 5 月 25 日

的 A 版
。

《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一文
,

以英文发表在联

邦德国 R A D E R 出版社 1 9 87 年版的民族学论文集中
,

《中国东北的萨满》一文的英文本
,

被 国际萨满教研究



. 翻创圃习.

协会主席桩帕尔博士主编的大型论文集《萨满教的过

去和现在》收入
,

198 9 年公开出版
,

成为国际萨满教研

究 39 家代表作之一
。

《中国北方民族的民间信仰》以朝

鲜文发表在 19 9 0 年 9 月《韩国民俗学》第 23 号上
。

《论

中 国风物传说圈》获《民间文学论坛》举办的
“

银河奖
”

一等奖优秀论文
,

同时获辽宁省政府
“

优秀成果奖
”

。

1 98。年 11 月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民间文学

概论》旧本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研究室选用该书为教
材

,

部分章节被国学院大学研究生译成 日文作为比较

研究的教材
。

19 83 年 6 月
,

《民俗学丛话》一书出版
,

人

民 日报
、

光明 日报发表了短评
,

称这本书是
“

我国第一

部民俗研究书
” 。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推荐这本书
。

这

部书获辽宁大学优秀著作奖
。

198 5 年 8 月
,

《中国民俗

学》一书出版
,

连续荣获辽宁大学三十年优秀著作奖
,

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
,

省优秀图书奖
,

全国优秀

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

并多次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书

展
,

受到国内外报刊一致好评和老一辈民俗学家们的

高度赞扬
.

198 9 年 6 月
,

萨满教研究专著《神秘的萨满

世界》出版
,

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
、

完整的萨满教研究

的个人专著
。

他主编的《中国民俗百科丛书》多卷本
,

广

泛传播普及了民俗学知识
。

他主编的《中国风俗辞典》
,

被海外学者誉为
“

了解中国的第一书
” ,

获全国优秀图

书
‘

金钥匙
”

奖
。

乌丙安教授开拓性的民俗工程已经得到国内外学

者的充分肯定
。

他非常重视对基本理论的探索
,

拓宽艺

术领域
,

更新研究方法和调查采录的实践
。

他把民俗学

的调查研究和民间文艺的传承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新的

探索
,

把各种民俗现象与经济发展以及深层的文化观

念结合起来
,

把民俗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

活跃在国际学术界

只有民族的
,

才是世界的
。

乌丙安教授在民俗学研

究上成就卓着
,

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欢迎
.

198 4 年 5 月
,

乌丙安教授应联邦德国汉学
、

民族学

中间会议邀请
,

为在圣奥古斯丁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

会提交了论文
.

同年 8 月
,

应邀参加了国际民间文艺研

究协会
。

19 8 5 年 4 月
,

日本学术振会邀请乌丙安教授赴

日本进行中日民俗学
、

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
、

讲学和考

察
。

他作的《关于中国各民族民俗
、

神话
、

传说
、

民间故

事
、

民歌的讲演》
,

特别是关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信

仰研究的学术讲演
,

受到了热烈欢迎
。

同时
,

乌丙安教

授还考察了京都
、

大阪
、

奈 良等地的民情民俗
,

对了解

日本国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

由于乌丙安教授在 日本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被聘为 日本 口承文艺学会会 员
.

198 7 年 n 月
,

19 89 年 3 月他连续到 日本讲学
,

考察了

北海道二风谷阿伊努人的民风和英雄史诗
。

在 日中北

方家族习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上
,

发表了《论中国北

方各民族家族习俗制度》的长篇论文
,

引起与会者们极

大兴趣
。
1 9 89 年 5 月

,

他代表我国民俗学界出席了在匈

牙利召开的国际民间文艺研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
,

担任了专题论文报告会执行主席
,

在会上宣读了题为

《萨满教与民族英雄史诗》的论文
。

19 8 9 年 6 月
,

应邀赴

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行有关中国东北萨满教的专

题讲学
。

同时
.

对德国的哥丁根
、

蒂宾根
、

法兰克福
、

波

恩
、

科隆
、

汉堡等地的民俗博物馆及农村做 了三个月的

交流访问和实地考察
。

德国有几家报纸都以显著的位

t 刊登了有关专题报导和大幅照片
,

同年 8 月
,

德国民

族学会接纳乌丙安为国际会员
。

9 月
,

应邀赴汉城出席

亚细亚首届民俗学大会
,

担任了大会的执行主席
,

并在

会上宜读了题为《中国东北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的论

文
。

会后
,

考察了汉城民俗村和广州古文化遗迹
。

一个民族触合的国际化的家雇

人们常说
,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个能干

的女人
。

乌丙安教授的夫人刘航舵既是他研究生时代

的老同学
,

又是与他
“

携手共度艰危
”

的同志和战友
,

她

对乌丙安奉献出无私的爱和坚定不移的支持
。

刘航舵

是辽宁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授
,

是具有俄罗斯血统

的中国人
。

大家风趣地说
:

老乌的家是一个民族融合的

家
,

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家庭
。

乌丙安教授到过许多国家讲学
,

夫 人刘航舵教授

也经常赴俄罗斯和东欧
。

他们的大女儿从北师大获得

硕士学位以后
,

又赴德国留学
。

19 94 年春节
.

他们的女

儿和德国学者结婚
.

乌丙安夫妇前往联邦德国参加女

儿的婚礼
,

并做了学术交流
。

他们的儿子从辽宁大学外

语系毕业
,

从事外语工作
,

正积极准备投身于民俗学的

研究
。

这是一个很难相聚又 充满了温价和情趣的家
,

它

给人以温暖
、

力量和深情
,

是一个充满欢乐的避风港
。

一位热份的社会活动家

乌丙安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
,

也是 一位热

情的社会活动家
.

他是省文联副主席
、

省政协常委
、

省

政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

还有十几个社会兼职
。

他利用

一切可能
,

尽心竭力地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

在历次政协会议上
,

他都能坦诚建言献计
,

为精神

文明建设
,

为社会的稳定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

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

在政协委员们视察省图书馆的

时候
,

他把多本自己的著作献给图书馆
,

供广大读者共

同使用
。

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 50

周年座谈会上
,

他当着省委有关领导
,

对文艺界和文化

市场的现状提出坦诚的批评惫 见
,

也提出了改进的 良

策
。

有人说他是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
。

他正 以极大的政

治热情
,

投身参政议政
、

政治协商
、

民主监督的工作中
,

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努力工作
,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做出贡

献
。

他像蜡烛一样
,

为了照亮他人
,

毫无保留地燃烧自

己
,

放射出灿烂的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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