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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人士悼念我校著名俄语学者顾柏林教授 

信息来源：  党委宣传部  日期：2014年3月1日    

 

著名俄语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原主任、《汉俄大词典》主编顾柏林教授因病于2

月26日16时1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二岁。顾柏林教授的辞世，不仅是我校的重大损失，也

是中国俄语学界的重大损失。商务印书馆等学界机构、团体、个人已向我校发来唁电、唁函，向顾

柏林教授的辞世表示沉痛悼念。 

顾柏林教授追悼会定于3月4日（周二）上午10时30分在上海宝兴殡仪馆（上海市虹口区西宝兴

路833号）举行。 

 

编者按：自2012年开始，由曹德明校长、周承副校长直接组织，学校启动了“文脉守



望：听前辈讲上外故事——上外老教授老校友采访口述项目”。2013年9月，“文脉守望”

采访项目组和传媒学院名师风采纪录片采访组对俄语界前辈顾柏林教授进行了专访，留下了

珍贵的采访实录。 

上外新闻网特刊发采访手记和纪录片，一同深切缅怀先生的崇高人格，追忆他为中国俄

语学界做出的卓越贡献。 

 

顾柏林教授1932年生于上海，1954年毕业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专

业。1956年在俄语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现代俄语理论课教学工作，开设俄语词汇学、

俄语语义学等课程。1960年起参加《汉俄词典》编写, 历任汉俄词典编辑室组长、主任。1985年被

评为教授。1989—1992年任俄语系主任。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国

际俄语语言文学教师联合会授予的普希金奖章。2009年获俄罗斯俄语世界基金会（Фонд «Русский 

мир»）授予的三等奖。 

顾柏林教授在中国俄语学界，尤其是俄语辞书编纂领域享有盛誉。由他任副主编的《汉俄词

典》（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版、1989年修订）是国内第一本初具规模的汉俄词典，问世后即得到

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是国家领导人出访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礼品书，当地众多权威学术刊物

给予极高评价，称之为“上海词典”，至1980年止共增印了18次，并同时在俄罗斯多次出版。他于

1985年在此基础上开始主持编写《汉俄大词典》，历时二十余载，于2009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出版，并由美国出版巨头哈珀·柯林斯集团（Harper Collins）合作开发，收录12万词条、总容量

近1000万字，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俄词典。该词典出版后，荣获2013年教育部第六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奖（语言学）二等奖、2010年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纪录片制作：传媒学院 杨瑾） 

 
 

板凳坐得十年冷 

——访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顾柏林教授 

 

编词典一直被认为是旷日持久、枯燥无味而又折磨人的活。国外曾有学者戏言，惩罚罪犯的最

好办法不是监禁，而是让他去编词典。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词典从编写到问世工作繁琐复杂，完

工周期特长，在当今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还有多少人能真正静下心来，坐冷板凳去干这种苦活

呢？ 

历时二十余载，1000万字，12万词条，《汉俄大辞典》体例新颖、信息量大、时代感强。这部

堪称目前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汉俄词典，凝结着顾柏林教授的心血。 

 



 

辞海茫茫，孜孜以求 

收集整理资料、以汉语词典为蓝本敲定词条，再参照俄文书籍在卡片上手工抄写读音以及不同

意象的释义。由于俄汉文化差异，有些词汇在俄文书籍中很难找到，所以词典的编辑每天快则100

条，慢则十几条。 

《汉俄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始于1985年，2001年12月正式立项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标志性

项目，计划于2003年12月结项。2002年年底完稿并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排印，2003年8月完成

二校工作，2005年正式付梓出版。 

以顾柏林教授为主编的词典编写团队，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刚刚文化大革命结束，资料很少，

当时俄罗斯新出的词典都找不到，而且没有网络，很多词条的翻译根本找不到，只能靠自己去推

敲、或是咨询俄罗斯的专家和教师。当时的工作条件拮据，工作细碎、繁琐，“举个例子来说，把这

个卡片成本，它需要有个人用老式的印刷来打字，把这些全部记录下来，再成本、装订，总共有

五、六十本。堆下来这么一箱子都是。” 

顾柏林教授强调词典的编纂是非常细致的工作，他总结出了一套编写者应具备的指导思想：一

是要有敬业精神，乐于坐冷板凳，让编写词典成为自己的爱好，并从中寻找乐趣；二是不追逐名

利、急功近利，要清心淡泊，耐得住清苦寂寞；三是发扬团队精神，团结合作，相互学习，孜孜以

求，共襄伟业；四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辞书编纂学的先进理论指导各个环节的工作，提高词典

质量和实用价值。 

顾柏林教授自身就是一个做得冷板凳、孜孜以求的学者。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家里编

词条，与他住隔壁的邻居来找他但他却没听见敲门声，中午的时候顾柏林出去热饭吃与邻居相遇，

对方惊呼，“咦？你怎么在里面啊？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 

硕果累累，宁静致远 

编纂词典的工作枯燥乏味、数年如一日，收入又少，事实上没有几个人热爱。但顾教授却在每

日的耕耘中发现了乐趣。他在翻译词条的过程中喜欢上了咬文嚼字的过程，提高了自己的理解水

平、俄语水平、甚至汉语水平，并且把它运用到教学中去。 

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以来，顾柏林一直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并给博士研究生讲授专业课程。

在研究生的教学中，他不仅备课仔细认真，一丝不苟，授课深入浅出，还能及时向学生介绍国际最

新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在扩大学生视野的同时，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意识和

科研方法。他带出的研究生已有十几名，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顾柏林曾担任俄语系主任，

并协助胡孟浩院长培养出第一批俄语博士生。 

无论是代表全世界俄语教育工作者最高荣誉的普希金奖章，还是众多科研及教学成果奖项，对



于顾柏林教授来说，都是实至名归。 

然而顾柏林教授的学生大都不清楚自己的导师到底得到过什么荣誉，因为顾教授从不在他们面

前提起。在他们心中，自己的导师永远是那么博学而谦和。而对俄语系的青年教师来说，他更是一

位值得尊敬和亲近的师长，因为他时常在专业上点拨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从不摆“老资格”。 

平日的顾教授却一直节俭朴素，宁静淡泊，从不乱花一分钱。1998年夏季的特大洪水中，顾教

授一人就捐出500元人民币，是俄语系捐款最多的一位教师。谈到这件事，他只淡淡一笑，“我们是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帮一点是一点。”  

抚今追昔，快意人生 

初见顾柏林教授的人总会深深地为其温文尔雅的风度所折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顾教授的

童年却是异常穷苦的。 

11岁时，父亲早亡，当时顾柏林小学还未毕业。父亲几年的卧病在床早已使这并不富裕的家中

空空如也。家中兄弟姐妹四人，全靠15岁的大哥辍学工作和母亲作帮佣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很艰

苦，但顾柏林的学习成绩却总是那么骄人，令母亲既欣慰。上学，意味着家中养着一个“闲人”，然

而顾柏林的母亲始终含辛茹苦地默默支持着儿子，以她坚强的毅力和善良的品行影响着儿子。时隔

多年回首往事时，顾教授依然满怀深情地谈到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女性，没有她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小学毕业后，顾柏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法国教会在上海开办的中法中学（即现在的光明中

学前身），靠减免学杂费读完了六年的中学课程。在中法中学，他们跟着法国神父学习法文、算术

等科目，眼界开阔了不少，同时也为上外的俄语学习奠定了语言基础。同时，顾柏林逐渐产生了对

西洋古典音乐的爱好和对美的追求，这对他一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49年，上海迎来了解放，中学毕业的顾柏林进入上海外文书店作了一名小店员。当店员的工

作比较辛苦，晚上还得接着干，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学习。由于外文书店进的都是俄文

书，晚上单位组织店员们学习俄语。为了更好地工作，顾柏林也参加了学习，并且取得了十分优异

的成绩。由于工作学习上的出色表现，顾柏林被推荐为调干生，于1952年进入上海俄文专科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学习。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顾柏林再次以优异的成绩从三四百名毕业生

中脱颖而出，成为俄语系第一届研究生。1956年，顾柏林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一干就是40多

年。  

退休后的顾教授还会时常回到系里，继续《汉俄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并指导及参与其他俄语

词典的编写。“现在用电脑，自然快了很多，不过时间就短了，这个自己知道，年纪大了，不行了，

每天在家里至多搞四个钟头。” 

平常休闲的时候，顾教授喜欢听一些古典音乐，他最喜欢的是《欢乐颂》，还有柴可夫斯基的

第六交响曲，以及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我家里唱片很多的，有几百张。最开始唱片一张一百五

十块钱到两百块钱，工作期间我的奖金和文章的稿费都买唱片了。” 

顾柏林教授最后叮嘱上外的学子们，“你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一代，学习环境是最好的时候，从

学校的硬件、软件、环境比任何时候都好，一定要珍惜！” 

（采访、拍摄 / 苏星奇、季耀华；文 / 苏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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