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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

内容概要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中国民俗学》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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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化遗
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
等多所院校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名誉所长，原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29
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祖籍喀喇沁，蒙古族。1953年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艺专业研究生
，师从钟敬文教授。至今，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60年。1988年、1991年先后获国家突
出贡献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至2001年连续两次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中国民间
文艺“山花奖”一等奖。1992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4年再获“
山花奖”最高荣誉奖。2007年6月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主要学术成果：《中国
民俗学》《中国民间信仰》《民俗学原理》《民俗学丛话》《神秘的萨满世界》《民间文学概论》《
生灵叹息》《民俗文化新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等专著，主编有《中国风俗辞典》
《中国民俗百科丛书》《满族民间故事选》《世界风俗传说故事大观》《民间神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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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民俗学的定义和范围
第一节民俗学名称的由来
第二节民俗学的概念和范围
第二章民俗学的性质和任务
第一节民俗学的性质
第二节民俗学的任务
第三章民俗学的方法和作用
第一节民俗学的方法
第二节民俗学的作用
第四章民俗的主要特征
第一节民俗的内部特征
第二节民俗的外部特征
经济的民俗
导言
第五章物质生产的民俗
第一节民间村寨经济的民俗形态
第二节民间游动工匠的民俗
第六章交易和运输的民俗
第一节市、商的民俗传承
第二节交通运输的民俗传承
第七章消费生活民俗传承之一：服饰习俗
第一节服饰的产生及其作用
第二节服饰习俗的构成因素
第三节服饰的习俗惯制
第八章消费生活民俗传承之二：饮食习俗
第一节食俗的起源及范围
第二节我国饮食结构及调制法的传承
第三节饮食的惯制
第九章消费生活民俗传承之三：居住习俗
第一节居住习俗的产生
第二节我国住室结构的类型
第三节居住习俗的表现
社会的民俗
导言
第十章家族、亲族的民俗
第一节家族及其职能和类型
第二节家族关系的基本构造
第三节我国家族的民俗传承
第四节亲族及其称谓
第十一章乡里社会的民俗
第一节乡里社会的概念和类型
第二节乡里社会的内部构造
第三节乡里社会的习俗惯制
第十二章都市社会民俗
第一节都市民俗的新概念
第二节都市、村落民俗交流循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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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城乡民俗融合的近郊村落带
第四节都市民俗原型及都市化过程
第五节古都民俗文化遗产
第十三章个人生活仪礼的习俗
第一节人生仪礼的概念和类型
第二节人生仪礼的民俗形式
第三节人生仪礼的改革
第十四章婚姻的民俗传承
第一节婚姻俗制的发展概况
第二节婚姻的民俗形式
第三节婚姻的其他民俗传承
信仰的民俗
第十五章信仰的民俗及其特征
第一节信仰习俗的范围
第二节信仰习俗的特征
第十六章信仰的原始形态
第一节大自然信仰
第二节动植物信仰
第三节图腾信仰
第四节祖灵信仰
第十七章信仰手段的主要类型
第一节占卜类手段
第二节禁咒类手段
第三节巫蛊类手段
第四节祭祀类手段
第十八章岁时节日与信仰习俗
第一节岁时节日的由来与发展
第二节节日的性质及类型
游艺的民俗
第十九章游艺民俗的概念和范围
第一节游艺民俗的概念
第二节游艺民俗的范围
第二十章游艺民俗的主要类别及其活动
第一节民间口头文学活动类
第二节民间歌舞乐活动类
第三节民间游戏活动类
第四节民间竞技活动类
第五节民间杂艺活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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