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IB E T A N F O L K L O R E . 民俗人物

陶 立潘 教授
,

1 9 3 8 年生
.

甘 肃兰 州 永 登人
。

19 6 5 年毕业 于北 京师范 大 学中文 系
,

同年进入 中

央民族 大学执教
。

现 为中文 亲教授
.

校民俗 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 ; 中国 民俗学会副 理事长
,

中国少数民

族 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
。

专业 主

攻方向中国民俗学和 民间文学
。

陶教授在北京师范

大 学执 教近 30 年
,

学识 广博
,

治 学严谨
.

教学和 研

究中善于吸收 国 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

不断创新
。

八

十 年代以 来先后给 本科 生 和研 究生讲授 民俗学概

论
、

民间文学概论
、

中国民俗发展史
、

民间文 学专题

研究
、

民族学等课程
。

教学之余
,

经常深入 少数 民族

地区进 行民俗学田 野作业
,

获取 第一 手民俗 资料
.

完成《民俗学概论 》
、

《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 》等专

著
。

后者获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

和 1 9 7 9 ~ 1 9 8 9 年度 少数 民族 文学研 究最 佳著 作

奖
。

还曾获得校教学成果一 等奖
。

以上著作被全国

民族院 校和 3 0 多所 大 学选作教材
。

《民俗学概论 》

还被翻译成 日文在 日本出版
,

作为 日本 大学有关中

乌丙安 先 生为 当 代 中国

民俗 学家
、

辽 宁 大 学教授
,

蒙

古族人
。

1 9 5 3 年毕业 于河北师

范学院 中文来
,

19 5 5 年毕业于

北 京 师范大学 中文 来民间文

学专业研 究生 班
。

毕业 后
.

在

沈 阳 师 范 学院 中 文 未任 教
。

19 5 8 年在辽宁大 学任教
.

讲授

民间文学概论
。

1 9 7 8 年以 后开

始 由 民间 文学转 向 民俗 学教

学 与研 究
.

已 出 版 的 著 作有

《民间文 学概论 》
、

《民俗 学丛

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

民俗学家陶立琢先生

国 民俗学课程的教材
.

对 民间文 学和 民俗学理论建设做出特殊

贡献
。

他先后招 收四届 硕士研究生及国外高级进修 生
。

担任《中

国 大 百朴全书
·

中国文 学卷》少数 民族文学分支副主编
.

国家
“

八五
”

科研项 目
“

中国民间文 学集成
”

总编委委 员兼《中国谚语

集成》副主编
,

参与领导和组织 全国性学术活动
。

他与其他学者

合作编著的著作共有 18 种
。

发表《民俗 学方法论 》
、

《少数 民族

神话的传播研 究》
、

《摊文 化 当
一

议 》
、

《清代 宫廷 的 萨满祭祀 》和

《中国的面具 文化》等论文 50 多篇
.

有的在 日本
、

韩国和 台湾杂

志上发表
。

他曾多次应邀出访 日本
、

韩国等国
,

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
,

进行专题研 究和 田 野考察
。

他的个人传记被收 入 国内多家

专 业辞典
,

在国外被收 入 英国剑桥名人传记 中心《世界名人传

记辞典 》和 美国名人传记 学会《当代人物辞典》
。

(蒲柳 辑 )

话 》和 《中 国 民

俗学》等
。

此 夕卜
.

还 曾 发 表 民 间

文 学 和 民 俗 学

论 文 30 余 篇
。

现 任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家协 会 理

事
、

中国 少数 民

族 文 学 学 会 理

事
、

辽 宁省 民俗

学会副 理 事长
。

中 国 民俗 学 会

副理事长
。

并为

日 本 口 承 文 艺

学 会 和 国 际 叙

事 文 学 学 会 会

员
。

(河涅 辑)

的记录
.

还停留在宏观描述的水
一

平上
.

缺乏对 民俗事象

的具体的
、

微观的描述
。

产生此类遗憾的主要原 因是
,

相当一部分民俗考察者 缺少 民俗 田野作业的基本 训

练
。

民俗事象是
一

种时空 文化的连续体
,

就是说它即

是 历史的传承 (时间方位 )
.

又是横向的传播 (空间方

位 》
。

在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中
,

总是物质民俗
、

社会民

俗
、

精神民俗连成一 个整体
。

要想将这三个不同层面的

民俗文化精细地描述出来
,

没有坚实的田野作业 基础

是不 可能的
。

我希望塔西藏民俗》在介绍各类民俗文化

事象 的同时
,

注意培养自己的民俗考察和研究 队伍
,

必

要时给他们以方法上的训练
。

民俗考察的事象不一定

很大
、

但要尽量做到忠实可靠
.

细致详尽
。

这样经过数

年的努力
,

将《西藏民俗 》上刊登的文章汇集起来
,

就 会

成为一部名副其 实的
“

藏族风俗志
” .

成为一部丰厚的

藏族 文化知识宝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