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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对于民俗学做了大量而细致的研究，研究触角深入到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书中将经济的民
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等民俗的各种类型都给予了详细剖析，并列举出了许多生
动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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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乌丙安，男，1929年11月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蒙古族，现任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
授、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故事学会副会长，同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神话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辽宁民俗学会
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际民间文艺研究协会会员，国际民俗学家
协会会员。
1955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从师钟敬文教授。
自1955年9月以来，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
1983年2月晋升为教授后，多次应邀到日本、德国、韩国、匈牙利讲学及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同时还在国内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多次讲学、考察。
几十年来，出版的专著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民间信
仰》、《生灵叹息》、《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日文本）、《中国民俗学》等。
主编了大型《中国风俗辞典》、《中国民俗百科丛书》。
发表了学术论文9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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