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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甚至出版有专门反映
专业俄文教学的期刊 !高等学
校俄语教学"#与俄文专业的季
刊 !俄文教学 "在

!"#$%&$

年代
并存多年$

综上述可以界定# 俄罗斯
学学科包括两大领域% 俄罗斯
语文研究和俄罗斯国情研究 $

后者比前者宽#包含前者$

!"'$

年代学科教育定型
化$ 经过调整# 一方面公共俄
语萎缩 # 俄语降入小语种行
列# 一方面俄语专业教育得到
加强 # 学科走向完备和定型 $

师资队伍人才辈出 # 灿若星
辰# 学科内各个分支科目都有
名家领衔$

!"'!

年国家教育部
定的统编教材列入

!(

门课# 两
类 &综合大学和外语大学' 俄
语专业主干语言课实现大致的
统一或同一( 已制定全国统一
的低年级教学大纲( 配套的国
情) 文化知识和理论课各有选
项# 基本上达到 *三基+ 完备
的局面$ 培养人才也有统一设
置# 由本科) 硕士) 至博士的
完善制度#

($$

年来终于实现$

俄罗斯学的两大支脉# 即

俄罗斯语文研究和包含文史哲
经政等人文及社会科学各领域
的俄国国情研究人才均须在俄
语本系的学科教育内得到安
排$ 这就是

)"'$

年代末至
"$

年
代出现的俄语本科两种办学方
式 $ 一种是实行 *一个半专
业+ 培养学生$ 一个专业是俄
语# 加半个专业为其他专业任
选一种# 或在本系里增开课程#

或到外系选修某些课程$ 另一
种是实行 *打宽基础# 专业分
流 +$ 即学生在本科阶段把基
础学好 &因为大学四年要达到
语文水平全面过关 # 已属不
易# 再无余力旁顾'# 待到研究
生阶段# 才分流出去报考俄语系
以外各类专业$

显示*半个专业+倾向的学
校 # 其选向大致分成四类 %史
地)文化)政经)科技$ 有的已编
教材出版或印刷试用$

回顾历史# 俄罗斯学教育
在北大# 于

*$

世纪前) 中) 后
三个时期# 分别得到三位有作
为的校长蔡元培) 马寅初和丁
石孙教授的领导和直接支持 #

很值得庆幸$

据史实而言之 # 可以断
定% 中国的俄罗斯学教育起点
和高点在北大# 完备点则布向
全国高校$

俄罗斯学研究史略

我们经过
)$

余年的史料梳
理# 于

)""'

,

*$$$

年间写出了
这份史略$ 将学科史初略分成
四个阶段$

酝酿

自
)+$'

年清康熙帝下令创
办俄罗斯文馆以来# 至

)'&*

年
该馆并入京师同文馆 # 已有
),-

年历史 $

)'&(

年京师同文
馆设立俄文馆# 到

)"$$

年由于
八国联军入侵而停办# 又是近
-$

年 $ 近
*$$

年间 # 当是培养
出不少俄文人才# 但中国的俄

罗斯学却依然进展缓慢$ 在那
个时期内# 仅实现了建立培养
俄文人才的基地# 而对学科研
究并无多大建树$

)'"'

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
后来接纳了京师同文馆# 并于
)"$(

年将其改为大学堂的译学
馆# 首次把翻译人才放到高等
教育的标准上来培养$ 这也是
对未来俄罗斯学的有力促进$

形成

*$

世纪初开始 # 初步形
成$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
影响并推动下# 中国的俄罗斯
学有了明显的进展$ 研究和介
绍俄罗斯的人员急剧增加$

当时参与介绍俄国的人员
由三部分人组成 % &

)

' 革命
者和文化人$ 他们不一定都懂
俄文 # 但出于对新思潮的向
往# 都通过各种外文来进行译

介$ 李大钊在
)")'

年为 !新青
年" 写出 !庶民的胜利" !布
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陈独
秀)鲁迅)茅盾)郭沫若)郑振铎
等都有所著述$ &

*

'懂俄文直接
赴苏俄学习和考察的人$ 写成
报道#向中国介绍苏俄新情况#

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

)"*)

'

和!赤都心史"&

)"**

'$ 耿济之
赴苏俄工作期间翻译了一系列
古典文学作品$ &

(

'在国内兴办
俄文学校) 培育俄罗斯学人才
的人$ 在北京) 上海) 东北各
地都有这类学校$ 如北京俄文
专修馆 # 上海的外国语学社 $

这类学校中持续最久) 并有重
大影响的是北京大学俄文系$

缓慢进展

从北京大学俄文学系和张
西曼的活动# 可以看出我国的
俄罗斯学已初步形成# 但仍不
完备# 尤其缺乏有研究成果的
学者群 $ 从

)"*$

年代末期开
始# 由于旧中国当局的反动政
策# 限制和打击与苏联有联系
的文化人# 迫害革命者# 视马
列主义和苏联革命文化为洪水
猛兽# 多方加以阻挡# 这更阻
碍了我国俄罗斯学的发展$ 直
至
)"-"

年全国解放前夕# 俄苏
学始终经历着缓慢进展的过
程$ 在这一阶段# 由于是根据
革命和社会运动的需要而进
展# 所以俄苏学加强的是实践
活动# 而不是学术性研究$ 因
此实践性强正构成了此时期中
国俄苏学的特点$

这一阶段我国的俄罗斯学
主要包括如下几部分人% 一部
分是以文化团体或机构为依托
的$

)"($

年代的如 *左联+# 有
瞿秋白) 周扬等( 在南京成立#

后迁往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 #

有张西曼 ) 侯外庐 ) 曹靖华 )

戈宝权) 葛一虹) 郁文哉) 孙
绳武等(

)"-$

年代的如时代出
版社有姜椿芳) 陈梦海) 叶水
夫) 陈冰夷) 许磊然) 包文操)

蒋路) 孙绳武) 盛草婴) 张逸
侯 &笔名满涛') 张孟恢等$ 其
中 !中苏文化" 杂志和时代出
版社在译介和传播俄苏文化上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影响深远$

另一部分是在苏联学习和
工作的# 以莫斯科外文出版局
中国学者为代表的一批人# 如
李立三) 陈昌浩) 张锡俦) 谢
唯真等# 萧三则来往于两国之
间$ 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及时翻
译和传播苏联革命文化书籍$

再有一部分是俄语院校
和研究机构的 $ 如在延安的 #

有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 # 以
及师哲等$

国统区的俄语教育也在困
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 抗日战
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
南开大学迁至昆明# 组成西南
联合大学#继续开设俄文课程$

刘泽荣的教课就具有代表性$

在
)"-"

年底以前# 全国
*$,

所高校中# 设有俄文系或科的
学校有

)(

所$ 至新中国成立前
夕# 在教育阵地仍保持有这支
一千多人的俄文队伍 # 应该
说是相当可观的 # 这正是中
国俄罗斯学不同于俄国汉学
的一大特点$

快速发展和完备

)",$

年代时中苏关系的形
势# 促使俄罗斯学大发展$ 大
量培养俄文人才# 广泛介绍苏
联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包
括文化的各个领域# 促进了俄
苏学对苏联国情的全面了解和
深入# 并且搜集到更为完整的
资料$ 六七十年代时两国交往
一度中断# 虽然减少人员和资
料的交流# 但俄苏学的研究并
未停止# 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
的俄苏学家较冷静地探索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苏联的
内政外交) 社会制度以及行政
体制 ) 事业管理上的许多问
题$ 经过调整# 俄苏学界由翻
译介绍为主转入以研究为主 #

一批研究苏联问题的研究所应
运而生# 其活动使得俄苏学进
到更深入的阶段$

)"'$

年代两
国恢复往来# 俄苏学活动更为
活跃# 学术研究走向系统和完
备化$ 恰好在这时正式提出了
*苏联学 + &俄罗斯学 ' 的名
称# 这一时期内# 俄罗斯学研
究成果大批出现%

)

) 大力培养人才 # 学制
教材规范化 $ 新中国成立伊
始 # 除了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

还在国内开办
+

所俄文专科学
校%

)+

所大学设立俄文系$ 至
)",&

年底 # 高校俄语教师有
)"&$

人 # 俄文系共招生
)*-++

人# 至
)",+

年的七年来毕业生
有约

)($$$

名 $

)",+

年以后进
行调整# 使俄语在外语教育中
保持必要的比例 # 规模缩小
了# 但是不断线# 每年保持招
生在二百至三百人左右# 保证

了俄苏学人才源源不断 $ 据
)"'(

年统计# 在校俄语专业学
生

)(-'

人 # 俄语师范学生
'$)

人$ 另一方面逐步提高培养人
才的规格# 从

)"'$

年代起扩大
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不仅学制# 教材也走上了
规范化 # 实行全国统编教材 #

以保证教学质量$ 经
)"'$

年设
立的国家教委高校外语专业
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 #

'$

年
代首次实现了俄语专业通用
教材的统编和出版 # 主要的
计 有

))

门
),

种 % 如 此 大 规
模 ) 高质量 ) 完整配套教材
的出现 # 在中国俄语教育史
上还是第一次$ 这不但使全国
的俄语高等教育质量有了统一
的标准和保证

.

后又据 !基础
俄语" 教材对俄语专业学生实
行全国统一测试 &考核 '# 以
检验各校俄语学习水平

/

# 而且
使未来的俄苏学人才有扎实可
靠的学术知识基础$

0

) 研究工作深入# 学科形
成体系化$

)"&$

年代后# 研究
工作走向深入# 至

)"+$

年代末
)"'$

年代初# 已有了完整的学
科体系$ 据

)"'(

年统计# 全国
高校俄语教师有

)$+'

人# 加上
公共俄语教师

+)"

人 # 总共近
0$$$

人 $ 同时 # 分布在社科
院) 各省市地方) 各系统的有
关研究所) 编译单位也有近千
名研究人员和翻译工作者$ 这
支
($$$

人上下的队伍# 以几个
学会为体现# 分工负责展开研
究和翻译等各种学术活动# 形
成全国俄苏学的学术热潮% 苏
联东欧学会

)"')

年成立# 中国
翻译工作者协会

)"'0

年成立 #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
)"')

年成
立# 中国苏联文学学会

)"+"

年
成立# 由此# 中国组成了一支
庞大的俄罗斯学学者队伍# 在
促进翻译) 研究和教学工作中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俄语系

教授"

!

!一"主要研究机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

年
&

月成立#

'"

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
!#$(

年
)

月建立#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年成立#

此外$中国社科院所属的世界史%宗教%民族%世界经济与

政治等研究所都设有研究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研究室# 黑龙

江社科院设西伯利亚研究所$上海社科院设东欧中亚研究所$

安徽大学设俄罗斯研究所#

!二"教学和科研中心

!"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

年成立#

'"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

年成立#

&"

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所
!#)#

年成立#

("

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

年
!'

月创建#

%"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
!#%*

年
*

月设立#

俄罗斯学研究机构

京师同文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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