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民俗学家

乌丙安

  芬兰国际民俗家协会用公正的电脑数据库
评选出了 78位世界级民俗学家,后经过三年反

复核实和追踪考察, 于 1994年 4月向全世界发

出了正式通报,我国著名民俗家乌丙安教授便

是其中的一位。乌丙安教授曾以文化使者身份

应德国总统之邀参加德国/首界总统文化节0,
曾三次连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在共和国

50年的辉煌历史中, 留下了乌丙安艰苦奋斗、

不懈努力的脚印,他为祖国的民俗科学事业和

高教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祖国争得了荣

誉。

乌丙安出生在一个蒙古族大家庭中, 他是

在家道衰落,年少丧母的困境中成长起来的, 高

中时代便发表 30余篇诗歌,并担任学生会主席

成功地组织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活动, 在当

时进步青年中颇有影响。1949年底他在天津

就读于河北师范学院。经历了/巩固教育专业
思想0的运动后, 他勤奋学习专业, 提前修完本

科课程,留校担任了中文系助教。1953年底全

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 乌丙安毅然报考

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 拜在我国民俗

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门下,从此他便和民俗学、

民间文艺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1955 年毕

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6

年底,他完成了 19万字的5人民口头创作概论6
专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

高校交流教材内部铅印出版。他成为中国民间

文艺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和该专业的骨干。

在反右斗争、三年自然灾害、/四清0运动、
/文化大革命0期间, 乌丙安教授饱受迫害,下放

到偏远农村,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 在 20 多

年艰苦的生活中,他如饥似渴地掌握了很多珍

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他把自己的荣辱安危置

之度外,反而对国家民族的兴衰、百姓的生存生

计多些深思熟虑。

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使乌先生唤发了青

春,他不遗余力地投身到百废待兴的建设高潮

之中。1978年撰写了5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
题6大型论文, 送给中国社科院负责人周杨,提

出一系列有关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建议, 受到重

视,该文经批准以红头文件形式全文发送全国

科研单位及高等院校, 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当代

民俗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从 80

年代初他便在辽大首开了5民俗学6系列讲座。
1981年 3月辽宁大学领导批准正式跨系科开

讲5中国民俗学6课程,成为新中国高校文科首

开5民俗学6新记录, 载入了5中国民俗学史6。
他同时担任起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教学

重担,超负荷工作,从不知疲倦。他还应聘担任

了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民俗

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并被尊称为/博士之父0。
迄今为止,乌教授亲自指导国内外研究生 40多

名,大多数已成为脱颖而出的跨世纪民俗学学

术带头人。他从教 45年多, 教书育人,多次荣

获教学优秀奖, 先后发表论文 80 多篇, 出版专

著 7种, 主编丛书一套、辞书一部。1983 年出
版的5民俗学丛书6一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民
俗研究书0, 1985年出版的5中国民俗学6获全
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乌先生不仅是位成就卓越的学者,也是一

位热情的社会活动家。他有几十个社会兼职,

尽心竭力地参加这些活动。他象蜡烛一样, 为

了照亮他人,毫不保留地燃烧自己,放射出灿烂

的光华 (责任编辑:孙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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