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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五章，主要内容包括：黄河三角洲民俗信仰的对象；黄河三角洲民俗信仰的典型活动；黄河
三角洲民俗信仰与地方社会；黄河三角洲祠神信仰的调查与研究；黄河三角洲民俗信仰的特征。以黄
河三角洲地区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为基础，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民俗信仰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
研究，书中涉及大量关于庙貌、地方神灵、通祀神灵的记载，细致分析了黄河三角洲这一地区民俗信
仰的特点及其成因，资料翔实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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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沈阳 1976年生于山东平度，1999、2005、200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分别获历史学
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02008年8月至今任职于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主要从事历史文献整
理与区域社会史研究，先后主持厅级项目1项、校级项目1项，参加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提
要》、北京大学《儒藏》工程等重点项目3项，在《中国出版》、《东岳论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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