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该套文集包括了乌丙安教授迄 

今撰写的八部代表性民俗研究著 

述：《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 

理》、《民俗学丛.《民闽口 

头传承》、《中国民间信仰》、 

《萨满信仰研究》、《民俗文化综 

论》以及《民俗遗产评论》。这些 

著述基本都是以往曾经出版、2014 

年又由长春出版社再版的。再版 

时，有的基本没有改动，有的却有 

不小的增删。 

其中撰写和出版最早的是《民间口头传承》。作为髙校教材，该书于1957年内部铅印发 

行，1980年正式出版，写作内容和视角反映了 195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界的诸多研究特点， 

比如，带有鲜明阶级斗争意识的“革命的”民间文学被着力强调，民间文学的“人民性”被置 

于突出的位置。这一看待民间文学的视角一直延续到了 1990年代左右。有意思的是，本书的书 

名从1957年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到1980年的《民间文学概论》，再到现今的《民间口头传 

承》，同一木书，内容不变，书名却各有侧重，从微小处体现了中国学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民 

间文学观。 

撰写和出版年代最晚近的是《民俗遗产评论》。该书初版于2010年。此次收人本套文集 

时，作者特别选收r原书屮有关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丨匕遗产、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篇目， 

同时新增添了有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论述。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以及中国民问文化遗产抢救I:程专家委员会的重要成妃，乌丙安的“非遗”理念及其保 

护实践，对中国近卜年来的作遗保护工作产生了 •定的形塑和推进作用。 

文集中变动较大的是《民俗学丛沽〉>。该朽初版丨:1983年。此次再版，原书的内容全部被 

置干“上篇”，另外扩增丫 “下篇”，以集中展示作者在其后30年间的某些新思考和新追求。 

扩增的内容涉猎广泛，包括：民俗象征体系、地方产食民俗文化、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民俗 

文化形态研究、灾害民俗学、百年神话研究之反思、两性民俗学发生论、民俗发生论，以及民 

俗学史论等。在扩增的17个话题巾，有8个郎属首次发表。与文集中那些论i正性较强的学术专著 

或者简洁凝练的教科书+ 本书文风闲适，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娓妮道来，格外引人入 

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自己不擅长“那沖四平八稳的、正襟危坐的、逻辑谨严的经典性写 

作手法”，而常常“习惯干学术杂感式的随笔恳谈，在谈吐间表达自己经过思考举证的学术 

感悟”（《民俗学丛话》再版前言）。这一文风在本书中有鲜明体现，突显了所谓“大家写 

小书”的特点。 

该文集是作者六十余年来致力干民俗学研究的成果结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俗 

学半个多肚以来的发展历程：从深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羁绊，到积极推动国家新型公共文 

化的建设，民俗学者不断鼓掉奋进，中国民俗学也在不断地乘风远肮！ 

(杨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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