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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继富，汉族，法学（民俗学）博士，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央民族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重点学科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研究室
主任。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文化部和教育部科学研究基金课题，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
花奖”和教育部等多项奖励。出版《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2004）、《解释民俗学》
（2006）、《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2007）、《村落空间与民间叙事逻辑》（2008）、《西藏
节日觅踪》（2刚1）、《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现代表述研究》等11部专著，主编《中国民闻故事
讲述研究》《中国民族公共文化时间研究》等丛书，发表170余篇民俗学专业论文。研究方向：中国民
俗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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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民间叙事传承人杨黄宛及其讲述作品考察
靳景祥的故事讲述个性研究满族民间故事家
金庆凯及其个性讲述探析
民间故事中的副语言讲述技巧  ——以侗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张海为个案
演变中的村落：耿村24年回首
文化程度对故事传承与讲述的影响
孙家香和她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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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族源传说考察撒奇莱雅族民间叙事传承现象
高雄市大树龙目井相关传说与民俗活动考察
排湾族的地震神话及其变迁  ——从日治时期到近今采录文本之比较
裕固族民间叙事的文人化现象
《鹦鹉故事》的哈萨克文译本：《鹦鹉传奇》
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生存现状研究
承担起多民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任
推进多元化的中国民间叙事研究  ——“中国民间叙事与民间故事讲述入学术研讨会”综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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