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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 
乌丙安，1929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祖籍喀喇沁，蒙古族。1953年共和国
首届研究生，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艺专业，师从钟敬文教授。迄今从事民间文
艺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55年；先后指导本国和德、日、韩、俄、蒙等国民俗学硕
士生、博士生110人。1985年任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
编委，1988年、1991年先后获国家突出贡献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至
2001年连续两次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全国大奖“山花奖”一等奖。
1992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9月应德国总统
赫尔佐克及夫人邀请，出席了“首届总统文化节”，并受到最高礼遇。2002年9月获
国际龙文化卓越贡献奖金奖。2004年再获“山花奖”最高荣誉奖及省部级大奖等。
2007年6月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2007年8月获山花奖艺术成
就奖。1985年-2004年期间，先后应邀到日、德、韩、匈、俄等欧亚多国及我国台湾
地区讲学20次；同时兼任多所外国大学客座教授。出席主持国际学术会议17次。已

出版的专著有十部约300万字。在国内及日、德、美、韩、墨西哥等国发表学术论文148篇，受到国内外学刊广泛好
评。其中《论中国风物传说圈》等3篇论文先后获全国优秀论文一等奖。主编有《中国风俗辞典》等多部。 

现任社会职务： 

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最高资格会员 
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主讲教授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评审委员会评委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ISFNR）会员 
德国民族学会会员、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会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西北民族大学教授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 
中国刑警学院警用民俗学专业教授 
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辽宁大学原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学术成果： 

出版专著： 
1、《民间文学概论》（1957年出版、198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 
2、《民俗学丛话》（1983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3、《中国民俗学》（1985年8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4、《神秘的萨满世界》（1989年6月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5、《日本の家庭と北方文化》（合著日文版、1993年6月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 
6、《中国民间信仰》（1996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7、《生灵叹息》（1999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8、《新版中国民俗学》（1999年9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9、《民俗学原理》（2001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10、《民俗文化新论》（2001年10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编书籍： 
1、《中国风俗辞典》（1990年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2、《中国民俗百科丛书》（1988－1990年6月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3、《满族民间故事选》（1983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4、《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1994年11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5、《世界风俗传说故事大观》（1997年5月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6、《民间神谱》（2007年12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发表论文： 
到2007年8月在国内外发表148篇，其中大型论文90篇。 

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极其深刻影响（2005年7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论中国风物传说圈（1985年第2期《民间文学论坛》） 
耿村故事传承论析（1992年12月《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满族神话探索（1985年《满族研究》创刊号） 
戏曲古源辨(1978年第4期《戏剧艺术》) 
民间小戏浅论（1981年第1期《戏剧艺术》） 
柳田国男故乡行（1987年第12期《日本研究》） 
当代日本口承文艺学理论的开拓者——关敬吾（1986年第5期《民间文学》） 
增强民间文艺的精品意识和保护意识（1997年第2期《民间文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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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秾华饰暮春”（1993年第期《民间文学论坛》） 
古代文化资源的现代化效应（1999年第4期《民间文化》） 
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由来、发展和现状（04年第１期《民间文艺之友》） 
非物质遗产界定和认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07年第１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思路与出路：保护非物质遗产热潮中的中国民俗学（2007／３月《河南社会科学》） 
文化记忆与文化反思（2005年第３期《西北民族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圈理论的应用（2005年第１期《江西社会科学》） 
遵循文化多样性法则保护少数民族文艺遗产（2005年《神州民俗》学术版） 
论生态民俗链（2002年第１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萨满教的亡灵世界——亡灵观及其传说（1990年第2期《民间文学论坛》） 
论中国北方各民族的通婚习俗（1994年第3期《民间文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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