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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语热”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在2007年俄罗斯"中国年"

和世界"俄语年"活动期间，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史

铁强教授就北外俄语学院的历史与当下、中国俄语教学研究

现状等有关问题接受了俄新网记者吕越峰的专访。 问：史教

授，您好！众所周知，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是中国培养

俄语人才的重要基地。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贵学院的历史沿

革？ 史铁强：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是北外历史最

悠久的专业，成立于1941年的延安，当时叫延安抗日军政大

学第三分校俄文队。在此基础上于1944年成立了延安外国语

学校，杨尚昆曾任校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

外国语学校师生分两路前往解放区：一路到达华北，办起了

华北联合大学附属外国语专修学校，另一路远赴东北，成立

了哈尔滨外国语学校。1948年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

北大学，1949年北京解放后，在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的基础

上办起了北京外国语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 1949

年，就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成立的当年，又创立了北京俄文专

修学校。1956年，北京俄专改为北京俄语学院，1958年并入

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该院的俄语系。 1994年，经教育部批

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于1995

年改名为现在的俄语学院。 问：俄语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

的语言之一，同时也是联合国5种工作语言之一。您能否结合

自己的实际情况介绍一下中国俄语教学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您本人是如何走上俄语研究道路的？ 史铁强：中国俄语教

学和研究的历史，与国家的建设以及中俄关系的发展密切相

关。如果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俄罗斯文馆算起，中

国的俄语教学刚好走过了三百年的历程。但真正大规模的俄

语人才培养还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

。 建国之初，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建设，还有不少留学生

远赴苏联学习，对俄语人才的迫切需求使得当时国内相继成

立了北京俄专、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等七所俄文专科学校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等三十六所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

也先后开设了俄语专业。据统计，在1953-1956年间，全国俄

文专科学校和综合大学俄文系共招生12477人。这是中国俄语

教学的第一个高潮。 五十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迅速走低

，全国俄语教学规模开始收缩，北京俄语学院并入北京外国

语学院，到1959年，经过类似的转、并、停以后，全国7所俄

专都已不复存在，俄语专业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到六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俄语专业已经极度萎缩。文革后期至七

十年代末，各高校的俄语专业陆续恢复招生，但规模仅限于

全国约1千人。这是中国俄语教学的低谷期。 八十年代末，

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俄语专业招生人数逐年增加，自九十

年代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学习俄语的人数迅猛

增长，据统计，1999年全国共有40多所高校设有俄语专业，

学生人数3千多人。由此形成了中国俄语教学的第二次高潮。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达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俄语教学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2004年，全国开设

俄语的高校增至65所，俄语专业学生总数达6千多人。目前全

国已有俄语教学点88个，根据报名参加全国俄语四级考试的



人数估算，在校生总数已经超过1万人。这是中国俄语教学的

一个新高潮。 至于谈到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我是在中苏关系

最低谷时期开始接触俄语的，其中还带有一点偶然的因素

。1969年，我随父母由沈阳市下放到吉林省榆树县，随即辍

学两年多在乡下务农。1973年上了当地的一所高中，而那里

开设的唯一外语就是俄语，到1974年毕业时只学了一点点知

识，连名词变格都没有学完。但正是这短暂的学习，使我深

深地爱上了这种语言，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毕业后

，我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在草场打过草，做过搬运工......但

始终在业余时间自学俄语，阅读了当时能够搞到的各种俄语

教科书和其它俄语书籍。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上了辽

宁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从此走上了专门学习和研究俄

语的道路，后来又先后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直到成为一

名高校俄语教师。 问：2007年不仅是俄罗斯的"中国年"，同

时也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下令设立的"俄语年"。您

能否介绍一下贵院在这两项活动框架内的一些计划或设想？ 

史铁强：最近几年，有关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

国飞速发展的话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其中以

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和合作最引人注意。中俄不仅搭上了经

济高速发展的列车，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互信方面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两国互相举办国家年就是最好的佐证。随着中

俄交往的日益加深与扩大，两国全方位的合作全面展开，对

此我院师生深有体会。 今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2007年

为世界俄语年。4月4日，在两国政府官员的见证下，北京外

国语大学举行了世界"俄语年"在中国的隆重启动仪式，标志

着2007世界"俄语年"活动在中国拉开序幕。北京外国语大学俄



语学院作为中国俄语教育的重要基地，很荣幸地承担了这个

重大事件的揭幕仪式，并将在随后展开一系列活动。 首先，

从俄语年本身的活动来讲，根据我们与俄罗斯驻华使馆文化

教育处协商，计划在北外举办几场大型文化活动，包括俄罗

斯摄影绘画作品展（已成功举办）、俄罗斯歌舞文艺演出（

已演出一场，下半年将还有安排，包括学生综合文娱演出）

、俄罗斯电影周活动、全国高校专业俄语语言文化知识大赛

等。同时，我们和贵网站商定，年内将联合举办一次以中俄

友谊为主题的面向社会的全国性征文比赛。 其次，我院今年

还将举办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第一项活动是庆祝北外俄语

博士点建立20周年暨俄语专业博士生教育研讨会。我院

于1986年成立博士点，1987年招收第一批博士生，我本人有

幸成为首批博士生，师从著名的王福祥教授。值此20周年之

际，我们拟和国内各个俄语博士点单位一道研讨俄语博士培

养工作，总结经验，以利于进一步发展博士教育。同时，今

年我们还将推出白春仁等三位德高望重的俄语前辈的个人文

集，结合三位老先生的实践，探讨如何选择科研方向、如何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中青年教师普遍关心的问题。第二个

学术活动是将于10月份举行的俄语测试研讨会，2002年我院

曾成功地召开了一次测试会议，本次研讨会将总结近5年来的

工作经验，重点讨论测试大纲的修改工作。第三个研讨会是

将于今年年底举办的"20-21世纪之交文化语境下的当代俄罗斯

文学"国际研讨会，届时将有20多位俄罗斯知名作家和文学评

论家前来参会。2006年中国"俄罗斯年"期间，我院曾经成功举

办过中俄作家论坛，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加尼切夫、著名作

家拉斯普京、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作家张洁等出席了论



坛。 此外，我院师生将继续支持国内各政府部门和企业参加

俄罗斯"中国年"活动。去年，我院先后派出几百名师生参加

中国"俄罗斯年"活动，为国家年开幕式和闭幕式、俄罗斯国

家展、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地区推介会及各种论

坛提供了翻译和会议服务工作。今年3月份，我院又派出大批

研究生参加俄罗斯"中国年"开幕式和中国国家展活动，学生

们的良好表现受到了中外单位的一致好评。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