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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刘魁立 男 1934年9月4日生于河北省，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

俗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

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新疆大学客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间文学论坛》杂志主

编；全国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1986--1995）等职；现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亚洲民间叙

事文学学会（AFNS）会长，世界民俗学者组织(FFN)全权通讯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

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民间文学委员会学术委员

会顾问。刘魁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哲学博士(俄罗斯)，主要从事中国民俗学

及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欧洲民俗学的研究。 

   刘魁立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他早年在俄罗斯留学研究期间，曾多次深入原苏联各地

区进行民间文学考察，他搜集的故事曾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作品集中出版。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至今，在中国各地多次深入农村及边远

地区进行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考察活动。1956年及1960年曾经结合我国民间文学状况，发表《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和《再谈民间文学

搜集工作》两篇长篇论文，全面阐述田野工作忠实记录的原则，引起民间文学工作者的一场大讨论，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产生了有

益的影响。1979年协助贾芝等民间文学工作者前辈，参与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及筹备全国文代会的工作。随后担任中国民间

文艺研究会书记处书记职务。并参与筹划中国民间文学（民间故事、民歌、民间谚语）三套集成大规模搜集和编辑工作，同时担任艺术

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副主编。1982年受命协助钟敬文等民俗学前辈筹备成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

立，任首届秘书长，继而被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1999年至今）。1985年以来，担任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史从书》主编（现已出版蒙古族、藏族、纳西族、傣族、彝族、仡佬族、赫哲族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30余卷）、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卷民族文学分支副主编；曾主编《中国民间文化丛书》（包括《中国神话》、《中国民歌》、《中国民间信仰》、《中国民间

工艺》、《中国民间年画》、《中国民间音乐》、《中国民间舞蹈》、《中国民间传说》等14种，第一、二版，1990，1995，浙江教育

出版社）、主编《原始文化名著译丛》（包括《原始文化》、《人类学》、《金枝精要》、《比较神话学》、《月亮神话》、《面具的

奥秘》、《图腾崇拜》、《金叶》、《西方神话学论文集》等十余种，1989—2001，上海文艺出版社）。 

  长期以来，刘魁立先生积极参与和推进中外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术交流，在国际学界深有影响。1994年与日本著名学者稻田浩

二教授、韩国著名学者崔仁鹤教授共同筹划，成立了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并被选为学会副会长，同时担任中国分部负责人，2000年

被选为会长。1995年始，多次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访问学者、外国留学生讲授《欧洲民俗学史》课程。八十年代以来，多次参加在

芬兰、南斯拉夫、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在中国台北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学术论文，并多次在芬兰、南斯拉夫、俄罗

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有关刊物上发表论文。 

  刘魁立教授的主要著述有《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获全国文联“山花奖”理论著作特别奖)；《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合著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俄罗斯民间文学专辑》，《苏联文学》1984年)；《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学派》

(《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1982年)；

《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文学评论》1984：6)；

《〈金枝〉论评》(《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此文曾获民间文学银河奖)；《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民间文化讲

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等，并出版多种译著。 



 

  近年来，刘魁立先生主要致力于民间故事学和民间叙事传统的理论研究，著述颇丰，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主要代表作有：《中国

蛇郎故事类型研究》(在日本大阪“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上的学术报告，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发表，1997年10月)；

《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发表)；《论19世纪下半期俄国北方民间文学讲述人和演唱人》(以俄文

撰写， 《斯拉夫学刊》2000年)。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故事类型形态结构分析》(《民族艺术》 2001：1)；《〈民间叙事的生命

树〉及有关学术通信》(《民俗研究》2001年：2)等，其中他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活鱼儿是要在水中看

的”等学术理念，不仅创立了故事研究的文本解析模型，同时建构了民间叙事传统研究的动态观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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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魁立的相关文章

· 中国节日文化权威读本《中国节典》出版 

· 民俗专家刘魁立美国国会图书馆谈中国非物质

· 刘魁立先生访谈录

· [刘魁立等]四大传统节日应该成为国家法定

· 《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