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丙安这个名字，是和蜚声中外的民俗学

家、深受学生爱戴的教授、建言立功的社会活动

家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他生命的“三原色”就是

爱国心、报国志、责任感。追求人生的卓越和奉

献，是这位民俗文化世界淘金者的真实写照。

在民俗文化世界耸起一座新的高峰

乌丙安，!"#$年$月毕业于天津河北师范学

院中文系，留校任教几个月后，考取北京师范大

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受业于钟敬文先生门

下，从此奠定了他一生致力于民俗学研究的基

础。在“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执教于辽宁大学。

!"%&年，他在辽宁大学举办的几场民俗学讲座

引发了学生学习民俗学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

要求正式开设民俗学课程。!"%!年春，在辽宁大

学校系领导积极支持下，正式在中文系开设《民

俗学概论》选修课，他那充满吸引力和感染力的

民俗学教学，如巨石击水，在辽宁大学掀起了学

习民俗学的波澜。在他的课堂上，不仅有本系的

学生，还有旁听的外系学生以及日本、法国、澳

大利亚等国留学生和研究生。从此他执教、研究

民俗学一发不可收拾，一部部民俗学专著在他

的辛勤耕耘中问世。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国内、

国际民俗学界的地位。他游弋于浩瀚的中国文

化典籍，走遍大江南北，不仅仅是要垒起一座民

俗文化的高峰，他更要做一个民俗文化的传人，

在民俗文化的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年，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俗研究会———

辽宁省民俗学研究会，他组织青年学生成立“民

俗学社”，率领他们走南闯北采风。每年都要在

乡下呆上!’(个月。)&余年的科研生涯，更是他

孜孜以求致力培养学生的)&余年。他连续多年

被学生评为“最喜爱的老师”，列为沈阳市“十大

良师”之一。自!"%(年到!"""年，他担任民间文

学、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导师，并任民俗学术带头

人，培养和指导过国内外研究生!%)人，外国博

士*人，如今他的学生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了。

在他退职不退岗的退休生涯中，他最欣慰的是，

他不仅垒起了一座民俗文化的金山，他还把“点

金术”传给年轻一代学人。当我们解读这份情怀

时，我们就会更理解他常说的那句话：老师的最

高奖赏是学生给的。

站在国际讲坛———掌声响起来

乌丙安的根在祖国，在祖国丰厚的民俗文

化土壤里，但他的眼光是面向世界的。

多年来，他在日、德、美、韩、墨西哥等国发

表论文%#篇，应邀到日、德、韩、匈等国及台湾地

区讲学!*次，出席和主持国际学术会议!#次。站

在国际讲坛上，他作为一个文化使者，那一颗爱

国之心在激烈地跳动着。他深深地意识到，正是

在改革开放和日益强大的中国，在民俗文化的

春天里，他背负着一个伟大民族辉煌民俗文化

走上世界文化舞台进行精彩表演，这是一个学

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祖国的重托。!"%"年

"、!&月间，当中韩尚未建交之时，他不辞艰辛取

道去了韩国，参加汉城亚细亚首届民俗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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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持有的“特别通行证”成为今天中韩友好关系

新发展的历史见证。!""#年"月$日，他应德国总

统赫尔佐克及夫人特邀出席了 “总统文化节”，

当五星红旗在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升

起的时候，他湿润的眼睛再一次印证和显示了

他作为一个学人、一个文化使者的价值，他更加

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份量和内涵。!"%"年，是中

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西方一些媒体喧嚣着对

中国人权诋毁、误解。正是那段时光，他把他的

民俗文化搬上了德国的报纸，用文化的声音去

抵御和驳斥西方媒体的偏见和别有用心。当境

外一些学术团体愿把他的护照变成永久居留权

时，他毅然决然地说，“我的根基在中国”。是的，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双关语，他每次出访、每次

报告都有一种民族自豪感，深厚的文化底蕴是

他的根，他的民俗学根基在中国，他的爱的根基

也在中国。当他在国际讲坛上被报以热烈掌声

的时候，这既有被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

纵横古今中外的讲授所折服，但更深深隐含着

的是一个学者把国格、人品、学养融会为一体所

释放的一种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与他侃侃而谈

的讲学声音一起回荡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奏响

了一曲永载史册的旋律。

始终恪守的信条———服务社会

乌丙安不是一个深居“象牙塔”的学者，他

把治学育人与经世致用有机结合起来，把光和

热无私地贡献给祖国和人民。他连续四届担任

辽宁省政协常委，多年来，一直担任省政协民宗

委副主任，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他关心时事政

策，关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局，从民主监督

到反腐败，从干部年轻化到干部制度改革，从科

教兴国到生产力标准，从内政到外交都在他思

考和关注的范围。他特别注重的是用优秀的文

化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他追忆道：

“文化大革命 ”期 间 ，我 被 打 成 右 派 ，下 放 到 辽

北，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使我重新步入文化

的春天。党和政府给予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荣誉，并让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党的关

怀、鞭策和信赖。我虽已年过古稀，但一定用我

的所知、所学、所识报效祖国和人民。他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致力于用他民俗文化研

究的优势和成就服务于社会，走到哪里，就把文

明传播到哪里。他的演讲和讲座的听众有学生，

有干部，也有工人和农民，讲到哪里，掌声就在

哪里响起。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是第一

位的，物质的现代化，更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

的现代化要有现代思维、现代文化，这离不开文

化包括传统文化的滋润。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

心血和精力，站在优秀民俗文化的视角，向社会

注入文明和文化的清泉。

作为四任资深的政协常委，乌丙安积极认

真地履行一个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权力和职

责。他说政协提案工作不要片面地从量上去衡

量，更要从质上去衡量，要看落实得怎么样。作

为一个政协委员、政协常委，要积累参政议政的

经验，不能只看到本单位的那一点事，心中要有

大局，要从全局上去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在第

七届辽宁省政协会议上，他根据自己到国外讲

学和考察的所见所闻，写下了要加强对国外留

学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案。这一提案受到全

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关注，并作了重要批

示。八届政协一次会议上，他又就“依法行政”问

题拿出提案，他认为，依法行政特别要在程序上

加强，进行行政干预，即使是有道理，但某些领

导违反运作程序，也是一种坏事情，容易导致人

治和腐败，要讲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这份提

案再次受到瞩目和好评。最近，他又就重铸中国

人性道德教育进言献策。他说，在新的世纪，中

国要抓住机遇，必须强化人的素质教育，不仅要

从娃娃抓起，更要从爷爷抓起，从各行各业的道

德规范，从每个人的道德规范抓起，进行全社会

的教育，真正铸起中国的道德观念，净化社会环

境。多年来，$&余份高质量的提案记载着他的辛

劳和智慧。他以对党、对人民、对事业负责的精

神，架起党和政府与社会民情之间的桥梁，真正

使党和政府了解民情，体察民意，集中民智。他

恪守的信条是，诤友作到底。当江泽民总书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他再一次展纸提

笔，写下他新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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