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深教师

陈振尧老师访谈

受访者	  1950年12月，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在上海参军，到南京三野政治

部报到，后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法语。1955年研究生毕业

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法语系第一教研室主任、各年级及研究生

组教学组长、系务委员、系主任、《法语学习》杂志主编、校务

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连续两届任国家教委外语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法语组副组长；三届北京市高教局高校职称评

审委员会委员，副组长、组长。1986年至1997年，任中国法语教

学研究会第二届、第三届理事会会长。1989年至1992年，任国际

法语教师联合会（FIPF）亚太分会主席。1992年至1996年，任国

际法语教师联合会常务理事。1992年获法国棕榈叶学术勋章。

采访者	 史兆一、尹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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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教师访谈

1950年您在上海的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又来到北外学习法语。请问您最初为何选择

军干校，后来的转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这个情况有些出入。1950年秋天，我在上海震旦大学附属高中读高三。震旦

大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当时是上海唯一一所使用法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大学。

我当时在附属高中读书，是希望今后可以进入震旦大学学习的。20世纪50年代朝

鲜战争爆发，我响应中央关于有志青年进入军事干部学校的号召，决定参军。参

军后，我的第一志愿是海军，但最后被组织分配到外语专业。1950年12月9日，

我们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的外文训练班学习外语，不久后又

被北京派来的同志接走，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我由

于先前在震旦大学附中学过法语，便被分配到北外法语组。也就是说那时不是我

自己选择了法语，而是法语选择了我。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是非常愿意学习法

语，觉得法语太复杂，是一件令人劳累的事情。如果那时我能够继续留在震旦，

我可能进入法学院、工学院或医学院学习，成为律师、工程师或医生。在北外本

科毕业，后来读研究生，留在学校深造。

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学习生活吗？

我们当时的老师，主要是一些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同志。比如当时有一位宋先

生，是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后去了法国读书，和周恩来总理住楼上楼下，平

常给在法华人打官司、帮留学生改论文。他的法语水平非常高，回国后在南京的

中央大学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聘请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第二位郭先

生，从小便在法国生活、学习，所以他的法语是要比汉语还好的。最后一位谢先

生，厉害到自行车的每个零部件都能用法语说出来，法语水平真的特别高。所以

说，我们当时的教师，法语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教材和工具书则非常缺

乏。当时用的是莫斯科师范学院和外贸学院的法语教材，辅助读物有莫斯科晚报

的法语版等，能参考的东西极少，多半是靠看老师发的讲义，学习条件比如今艰

苦得多。后来，我们引进了法国共产党的一些材料，才算是看到了地道的法语。

虽然在这方面条件比较差，但是当时的师资力量确实很强，而且学习的环境好，

楼下是宿舍，楼上就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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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方向都十分丰富，在语言学、文学、翻译、教学法等方面都发表过论

文，请问您是如何做到在专业领域上如此全面地发展的？

我从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写文章、搞研究了，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学校教务

处发表的，讲的是法语学习方法：将外语原文译成中文，再将中文译回外语，然

后将自己的译文与外语原文加以对比。这个方法是列宁发明的，我用它学习法语

效果显著，就推广给大家，冠名“回译法”。我的第二篇文章是文学方向的，主

题是关于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20世纪60年代为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

央组建了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班子，北外负责法语一年级1、2册和二年级3、4册两

套教材的编写工作，我本人负责后面两册，这是我编写教材的开始。改革开放以

后，我首先出版了《法语口语》，是“文革”以后第一本外语专业书。接着，我

又出了《科技法语教科书》和《法语语法》。然后，我想到当时的法语教学和研

究领域存在较多的空白，还需要填补词汇、教学法这些内容，便写了有关书籍。

除了填补这些空白，我当时还担任《法语学习》的主编。杂志每两个月出版，但

是有的时候文稿数量或者质量达不到要求，需要主编来填补。我记得有一期8万

字的小册子，我自己写了4万字。此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报纸杂志：《人

民戏剧》《中国语文》《地理知识》《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我向这些报刊都

投过稿，一共发表了100篇文章。

虽然我涉猎较广，但还是有一些遗憾，我有两本书没写：一本是关于中文语

法的。有人会问：为什么？你不是搞外语的吗？我认为搞外语的人对汉语语言结

构有更深刻的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本中文语法书《文心雕龙》，是刘勰

写的，之后这方面的著作就不多了。中文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权威、专业的语法

书，这是很滑稽的事，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人写过相关的内

容，但是不够成熟。法语语法是比较成熟的，搞法语的人有能力、有义务把中文

的语法体系树立起来，打好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本是《逻辑学分析》。

我们应该重视逻辑学的教学，只有逻辑条理清晰的人才能够把问题分析得清清楚

楚。我想写的这本书，可以叫《逻辑学入门》或是《逻辑学基础》，但可惜我现

在没有精力了。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得多了，希望你们这一代能够

出人才，把剩余的空白填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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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刚提到了教材的编写，您的《法语语法》和《法国文学史》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热门、

经典的教材，请问您在编写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呢？ 

编写教材是为了填补某些学科教材的空白，所以首先出了《法语语法讲

座》，这是供研究生阶段学生使用的讲义，内容较为专业、深奥。然后我又出了

一本普适性、通俗性较强的语法书。当时法国文学史学科的教材也是一片空白，

社科院出过一本法国文学史，但是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我觉得这样不行，决定

自己写一本。当时我们是好几个人共同写，但是文学史的规模较大，有几个人觉

得累不愿意写。我没有办法，虽然文学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但还是决定一

个人写下来。然而我对《法国文学史》还是有一些遗憾：一方面， 当时外研社要

求我写30万字最多35万字，我不得不删减了不少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史作为历

史，需要一个沉淀过程、一段等待的时间，有些内容、作品，不能刚一发表就编

入教材，所以我写到20世纪60年代就停止了。后来用了10年的时间，和同事们呕

心沥血编写词典，牵扯了太多的精力，如今想继续把文学史补全，也有些力不从

心了。 

自1986年起，您开始担任系主任一职，请问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工作的重心吗？在

您任职期间，我们法语系又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担任系主任的时候，同时还被选为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的会长。因此，我

既要管理法语系的教学，也要关注全国法语教学的情况，工作还是较为繁重的。

我作为系主任，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教材建设。法语教学不能没有合适

的教材和工具书，而这些书的编写与其他书有所不同。我们经过科学统计，得出

十七八岁的青年每个星期能够消化的生词在80至85个，能够吸收的语法规则在两

条左右这一结论，而这对教材的编写也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第二，师资队伍建设。外语学院对师资的要求非常高，一方面要求教师的基本功

非常好，即听、说、读、写、译5项技能都要扎实，这是有难度的；另一方面要

求教师具有科研能力和综合组织能力，这也是很难的。 第三，对外交流建设。

在10年内我们建立了一个加拿大研究中心和一个瑞士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都是

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立的。当时我们经济较为落后，我们与外方的谈判是不完

全对等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中我

认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在1989年4月，我担任世界法语教师联合会常务理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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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召开的亚太分会。这是当年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日

本、韩国、老挝、印度、印尼、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这

次会议影响深远，从此奠定了我国大学法语专业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我们法

语专业，能够召开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而且为了筹办这次会议，我们没有向

任何国家申请经济支持，在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这是意义重大的。 

北外是一所拥有红色基因的学校，请问您在20世纪50年代求学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有什

么体会呢？ 

红色基因这个词是比较新的，过去我们叫革命传统，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

当年求学的时候，有很多课程，对我有很多好处。一个是我们当时政治教育抓

得很紧，先后学过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还有艾思奇的《社会发展

史》，还有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史，还有哲学，甚至经济学。当时我印象最深的

是政治经济学，我对这门学科非常感兴趣，不光是理论层面，还有其中的思维方

式、思考方法，对我之后搞学术研究有很大帮助：知道怎么分析问题，怎么推

理，怎么综合，这让我的能力提高很快。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注意学习，多学习政

治理论，不论是对你的思想的形成，还是对你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好

处。过去我们虽然是研究生，但是并不做论文，我从来没学过怎么做论文，可是

我后来要做学术研究，还要指导研究生。从选题到收集资料，到最终写作，整个

过程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给我的锻

炼，给我的思考。

您教书的经历十分丰富，在全国外语教学界担任过很重要的职位，也在世界法语教师联合

会工作过，您认为北外的法语教学有什么特点呢？ 

北外法语教学的特点，一个是历史传承，另一个是科学创新。纵观中国法语

教学，我们有了很长时间的积淀，底蕴深厚。但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法语教学方

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基本上跟日本、中国台湾等地都是一样，手把手地

教，没有科学性。那么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学方式比很多国家、地区完全是

高出一等。我认为，这个跟我们学习苏联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跟苏联关系密切

的时候，外语学院聘用过3位苏联专家，其中有一个是法语专家，她是研究语音

的，她也让我们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语音科学。在这以后，我们的语音体系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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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也学习到了国际音标，这在我们当时是不存在的。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

个词汇体系，哪些词是复用词，哪些词是常用词，哪些词是基本词，它给你分得

清清楚楚。所以完整的外语教学体系都明确下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老

师们一下就开窍了。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很多教育学理论，比如说凯洛夫的《教

育学》，明白了学生的心理状态、接受能力都是有教育科学的依据的，这也是前

所未有的。现在中国台湾也好、日本也好，在这方面做得都不如我们好。我们当

时也去过台湾，我发现我们编写的字典、文学史、语法书都在台湾出版过，很多

教材都是从大陆引进去的。所以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在的法语教学水平不仅在

全国是领先的，而且在亚太地区也都是领先的。 

但是这些都和当时从苏联引进来的东西分不开。从世界角度来讲，苏联和东

欧，他们的语言科学水平绝对是遥遥领先的，我们应该继续向他们学习。但有些

遗憾的是，当年真正领会到他们的经验的人也不多了。现在我们和法国、加拿大

关系比较密切，但是他们的语言科学水平远远不如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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