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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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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夫)季塔连科)李福
清四位院士和一位费德林通讯
院士以及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波
兹涅耶娃两教授各一卷汉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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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溯源

经梳理史实$俄罗斯学教育
的起源$始自培养人才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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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实现从俄文教
育到俄罗斯学教育的提升% 俄
罗斯学教育史可溯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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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正式设立的 ,俄文学系 -

&!北京大学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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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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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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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在蔡元培校长任
内$ 有 ,废门立系- 之举$

!"!"

年宣告设立英) 德) 法) 日) 俄
五个外文学系% 任命各系系主
任! 英德法系分别为胡适) 杨丙
辰) 杨芳% 俄系由教务长顾孟余
兼任% 俄系

!"-$

年秋季开始招
生$ 预科和本科共录取七八十
人% 张西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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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与起草课目表% 聘请苏籍教员
来任教% 先后有苏联驻华使馆
汉文秘书伊凤阁 &阿/伊凡诺
夫 ') 诗人铁捷克 &特烈佳科
夫') 作家伊文 &伊凡诺夫 ')

汉学家柏烈伟等% 先师曹靖华
为
!"--

年入该系学习的旁听生$

已学成致用% 高校设系可谓教
育近代化的标志之一% 从

!.,*

年中国第一所俄文学校$ 即康
熙皇帝下旨创立的俄罗斯文馆$

到如今的俄文学系$ 时间经历
了

-),

年的俄文教育漫长过程

&那个阶段也可称为俄罗斯学教
育的前史'$ 完成了从俄文教学
到俄罗斯学教育的提升$ 业已
发生了质的飞跃% 从此这门学
科立足高校 $ 有了两大保障 $

即 &一' 培养的人才属于高层
次$ 有学者素养$ 能从事学术
研究$ 不再是仅以外文为工具
充当翻译而已( &二' 此专业
将会人才辈出$ 薪火相传$ 学
科后续有望%

考察
)")"

年设的系$ 当时
一年级课目$ 已具备配套成型
的 ,学系-$ 除有主课俄文$ 还
加以文法) 散文及会话) 地理)

俄国文学史) 俄国历史五门课%

向校长倡议设系的张西曼$ 在
北大图书馆任职$ 同时兼任北
京俄文专修馆俄文教授$ 他有
教师和学者多科知识和能力 $

曾在中俄大学) 法政大学等多
所大学讲授俄文$ 据北大三院
文科销售教材广告$ 张西曼的
著) 译有 *俄共党纲+ *俄国
史+ *中俄交涉史+ 等多达九
种$ 其中三种俄文系实用教材

/

俄文文法和基础读本 $ 均在
)"-,

年代初推出$ 即 *俄文文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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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俄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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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俄罗斯 + 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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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文前辈邵筠农 &北
京俄文专修馆学监 $ 即校长 '

为张著 *中等俄文典+ 一书作
序 $ 概括当年的办学风气 !

,治俄文$ 穷俄事-% 更成了俄
文界办教育长远的方针%

这样$有教授)教材和教育
方针三者齐备$ 可以说这门学
科业已形成$张西曼)邵筠农教
授当可称作中国俄罗斯学教育
的前驱%

或许历史起源应推得更
早!张百熙校长任内&时称管理
大学堂事务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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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任'$即于
)",0

年成立的京
师大学堂,译学馆-% 我国第一
所俄文学校与后续者之间是有
传承关系的%其大致的路径是$

).,*

年康熙皇帝首创的俄罗斯
文馆至

)*&(

年并入京师同文
馆$ 再于

)",)

年并入京师大学
堂% 两年后于

)",0

年更名京师
大学堂译学馆 &

)"))

年辛亥革
命后$ 大学堂便顺理成章地改

名为北京大学了'%

若从学制和课目考察 $译
学馆已具备近代大学的办学规
范$可培养高级人才了%其学制
五年$课程分三大类!

)

)基本课
外文$含英)法 )德 )日 )俄五种
任选一$但不得兼修别种%

+

)普
通课程 !人伦道德 )中国文学 )

史地) 数理化) 博学 &生物矿
物 ')图画 )体操 %

0

)专门技艺
课!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可
惜因其重点仍在 ,翻译学-$而
且俄文尚未单独成学科$ 仅融
合在 ,译学 -这个整体学科中 %

是故可否算作俄罗斯学教育的
起源$尚待斟酌%

北大俄文学系因政治形势
所局限$未能持续多久%

)"+.

年
大革命失败后$ 北大的俄文课
虽未全废$但已趋萎缩$俄文系
则被撤销%张西曼曾著文*北大
俄文系的厄运+&

)"(*

' 予以纪
念%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
运动形势催生下$这第一个俄文
学系虽然产生$ 却屡经挫折$先
天不足% 不管怎么说$北大毕竟
是中国俄罗斯学教育的摇篮%它
教出的学生曹靖华

0,

多年后回
校来担任新的俄文系系主任 %

正如张西曼所说$,该系二期中
产生了人物$ 一个就是旁听生
曹靖华$ 他始终以翻译俄国名
家小说自任$ 一直保持着他的
文化岗位-%

)"%,

年代俄文专业与专业
俄文并举$俄文大普及时期$学
科教育形成规模% 中苏友好和
,全面学习苏联 -的形势 $促成
了上世纪

%,

年代俄文大普及的
热潮% 大学普遍设,俄文-为第
一外语必修课$ 中学有条件的
也开俄文课%至少在高中$尤其
是,三北-地区 &东北 )华北 )西
北'%社会各界也有中苏友协举
办的俄文夜校或业余学习班 $

教员义务教课$学员积极学习$

均被视为热爱国家) 思想进步
的表现%马寅初校长亲自挂帅$

担任北大俄文阅读速成委员会
主任$ 率领全校教职员老少都
来上俄文夜校$ 教学大楼俄文
楼每晚灯火通明$ 一片热烈的
景象%那座

%,

年代初命名的,俄
文楼-$迄今仍是全国甚至全世

界唯一冠名俄文的教学楼% 大
好形势有助于后人考察这段历
史$ 以确定俄文教育的宏大规
模$界定俄罗斯学的范围%

在普及俄文教育的大潮
中$ 明显地分出高校有俄文专
业和专业俄文两股巨流%

俄文专业

新中国伊始$ 由延安外语
学校一分为三来的哈尔滨俄专)

北京俄专)上海俄专三校为代表
的全国七所新开办的俄专&后来
均改为外语学院' 大量招生$肩
负了紧急培养大批翻译$以应外
交和各项建设事业需要%俄专学
制三年或两年$课程精简)目标
明确%

同时$ 综合大学和师范大
学系统$ 有

0&

所高校开办俄语
系$学制四年% 课程和培养目标
比俄专略为宽泛一点$ 在主课
俄文之外$ 配以文科性质的相
应课程$ 旨在日后养成师资和
研究人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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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类俄文
专业学校各具特色$目标互有区
别%

)"%.

年以后$形势变化$翻译
人才需求锐减% 二者办学方向
相互靠拢$逐渐失去各自特色%

)"&,

年代经过调整$ 纠正
偏颇 $统一实行 ,三基 -的教育
经验 $即基本理论 )基础知识 )

基本技能$ 使得俄罗斯学教育
得以全面实施%

经历了
)"%,

年代末苏联专
家全部撤走之后$ 中国人独力
全盘撑起了俄文教学的局面 $

这是有俄语教育
+%,

年来主要
依靠外籍教师的旧格局实现突
破%长期积累下来$至

)"*)

年有
)0

门课教材通过教育部审定为
全国统编课本%其中有

)

门课甚
至三套课本并存 &即北外 )黑
大)上外的基础俄语课'供各类
高校自行选用%

不过苏联专家来华培养的
中国研究生已独立成才$ 除有
外专院校培养有高级别的语言
教师外$ 北大和北师大由苏联
专家主讲的文学研究班 &分别
培养教员

0,

人和
"(

人' 已占领
高校俄文专业和中文系文学专
业的,俄苏文学课-阵地% 形成
外国文学课程内欧美文学 )东
方文学和俄苏文学三分天下的
格局% 这对于我国借鉴外国)促
进本国文学教育的发展也有重
大贡献%

俄文大普及时期产生了一
批名家 $ 有代表人物刘泽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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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曹靖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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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这些俄文学界的泰斗
广受尊崇$有口皆碑% 刘泽荣教
授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北
大)清华 )西南联大讲授俄文 $

所著*俄文文法+&

)"0&

'解放前
长期为俄语学人案头常备 $主
编*俄汉大辞典+&

)"&,

'长期为
案头必备之书% 他精通俄苏国

情$ 解放后即担任中央各大机
构顾问&专作俄文文词)典籍之
讲解和辅导'$其水平和业绩在
学界首屈一指 % 曹靖华教授
)"%)

年为北大复建了俄文学
系$ 筹组和开拓俄苏文学内全
套课程$ 成为中国俄苏文学学
科的创建者% 有 *曹靖华译著
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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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和主编 *俄
苏文学史 + &

)10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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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世% 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
辑蒋路曾说! ,当今好几位优
秀的俄苏文学翻译家$ 都出自
刘) 曹二公门下- &蒋路 !俄

国文史漫笔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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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俄文

起初名 ,大学俄文- &由北

大编# 商务印书馆印 !大学俄

文" 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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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全国通

用十余年# 至
!"'$

年代中期$$

)"%$

年代末改称 ,公共俄语-%

五六十年代全国高校各系除俄
文专业外 $ 均开设 ,大学俄
文- 课$ 学习两年% 一般设大
一为基础俄文$ 大二结合各专
业的俄文$ 培养阅读能力%

后来$

)"%*

年起$ 大一俄
文课本内容也带有专业倾向 %

教育部颁发统编教材 *俄语 +

已分文) 理) 工科用三种$ 各
有主编学校$ 由商务印行% 即
有 ! 文科

)1-

册 &北大 ) 复旦
大学编 ') 理科 ) 工科 &同济
大学编 '% 据资料 $ 其他还有
医学和艺术) 军事等科用的专
业俄文教材% 各种教材均有配
套 ,教学参考书-%

大二的俄文课本$ 选材细
化到各专业的俄文$ 旨在培养
阅读专业 &科技 ' 材料的能
力$ 以北大为例$ 分成文科通
用 ) 数 ) 理 ) 化 ) 生 ) 地六
种$ 每种都各配有字典性质的
*俄汉对照专业常用词汇编 +$

以帮助学生读懂普通字词在该
专业中之词义% 这些均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 庆幸当年有商务
这样的俄文教材书库%

张西曼和他编著的 !中等俄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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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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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

文学系编写的!大学俄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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