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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会森先生离开我们快十年了，导师的音容笑貌难以忘怀，导师的谆谆教诲时刻记在心

间。

张先生，生前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教育部百所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黑龙江

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俄文系客座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中

国修辞学会、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顾问，《外语与外

语教学》等机构顾问。

张先生 1933年生于河北省乐亭，“从小喜欢文学，在哈一中初中三年级就是哈尔滨文学

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了”。（张会森 2007：359）1950年开始在哈外专学习俄语，1953年毕业

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前身），曾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进修。毕业后留校一直从

事俄语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的科研及教学工作，为我国培养高层次俄语人才及俄语语言文学

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先生是俄语语法学界的泰斗，一生致力于俄语语法，早在 1954年就发表了第一篇语

法论文《俄语不定代词与不定副词研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引领着全国俄语语法的教学

与研究，大多数俄语工作者都是读着张先生的语法书成长起来的。从 20世纪 60年代起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张先生的 4本语法著作：《现代俄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63）、《现代俄语语

法新编》（商务印书馆，1979）、《最新俄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0）、《当代俄语语法》（商

务印书馆，2010）。语法的教学可以“从形式到语义”，也可以“从语义到形式”。《当代俄语

语法》作为“从形式到语义”的语法经典作品体系完整，从构词法到词法、句法讲解详尽，

例句充满时代气息，反映了张先生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也可以说是张先生 50多年

从事俄语语法教学与研究的珍贵结晶。毋庸置疑，《当代俄语语法》将成为 21世纪经典语法

作品。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张先生的语法著作出版，从而成为各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早已

成为俄语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俄语人，从中足可以看出张先生语法的影

响力及学术价值。

张先生是我国最早开始引介并直接研究功能语法的著名语言学家。早在 1980年他就发

表了《功能语法若干问题》一文（《外语教学与研究》1980（3）），这是国内最早研究功能语

法的论文，也是张先生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功能研究的先声；而后他又相继撰文以推动这一学

科的发展，如《功能语法导言》（1988）、《俄语功能语法：祈使范畴》（1988）、《俄语功能语

法：存在范畴》（1989）、《苏联功能语法研究》（1989）、《功能语法问题》（1989）。（王铭玉 2001：
47）1993年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俄语功能语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表义语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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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法领域的新生事物，反映了语言学新的发展趋势，适应当代外语教学的新潮流。

张先生的《俄语表义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即是按“由语义到形式”

方式描写的语法，其以语义功能范畴为描写单位，研究和描写如何使用语法手段为表

达一定的思想服务。张先生的《俄语表义语法》无疑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同时

也代表了中国俄语语法研究的一种新趋势。（王利众，文凤 2011：95）

20世纪 80年代张先生转向修辞学的教学和研究。1982年在《国外语言学》发表了《苏

联的修辞学研究》。张先生在修辞学方向的研究既有对学科的总体论述，也有对学科基本范

畴的深入阐发，更有对比修辞学领域的开拓。他的《现阶段的修辞学》、《世纪之交看修辞学》

等论文和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认为“在促进我国修辞学研究方面起了积极作用”，2002
年其著作《修辞学通论》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对比语言学起源于 20世纪 40年代的美国。早在 1957年张先生就发表了《俄汉语形容

词几个方面的比较》，其已经成为研究生学习《对比语言学》课程必须研读的作品。他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俄汉语对比研究》也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张先生在修辞学（文体学）、对比语言学方面的成就使他的学术影响远远超出了俄语学界。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相对缓慢，不易察觉。张先

生思维敏锐，善于抓住科学的前沿问题，善于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当一个新现象、新事物出

现时，他凭着敏锐的头脑能够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张先生首先在我国开始了“现代俄语的发

展”的研究，开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第一个发表了《近几十年俄语的变化与发展》（人民

教育出版社，1984）。1991年苏联解体，俄语某些方面的演变受到苏联解体后新的社会空间

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推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他立即敏感地观察与研究俄语的新变

化，连续发表了《1991—1992年：苏联解体前后的俄语》、《苏联解体后的俄语》、《九十年

代俄语的变化与发展》（商务印书馆，1999）等论著。

张先生也是我国最早研究俄语口语的学者之一，早在 1980年就在《外语学刊》发表了

《俄语口语问题》一文。1994年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俄语口语及常用口语句式》

总结分析了一般语法书中所不常见的 131个口语句式。语言的发展变化往往是在口语中表现

出来，张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口语的这些新变化，从而为俄语教学和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张先生一生著作等身。他译有多种学术和文学著作，如《词的语法学说导论》（维诺格

拉多夫院士著）、《一日长于百年》（艾特玛托夫著）、《屠格涅夫全集（第七卷）》等，参加了

两部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的翻译工作。

张先生时刻关注中国俄语教学的发展，视其为己任。21 世纪初，张先生已经不再从事

本科生的语法教学工作，但他仍时刻关注着该领域的教学动态。当时，有些高校的俄语院系

违背俄语教学的规律，不重视俄语实践语法教学，有的学校甚至把语法课取消了。针对这一

不正常现象，张先生撰文强调语法及语法教学的重要性。“教学改革当然会涉及到课程的调

整，要砍掉某些课或课时，增加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的课程。砍掉什么课都可以，但不能砍掉

基础阶段的语法课，因为语法是语言的灵魂。”他因此呼吁：“语法必须扶正。”（张会森 2010：
4）

张老师从语法领域、修辞领域到俄汉对比研究、语用研究、语言发展研究，研究范围不

断扩大，研究层次不断提升，研究成果蕴含着张老师几十年的心血。在去世的前一年，2010
年，还申请了国家社科和教育部的重大项目，77岁，同龄人早已安享晚年的时候，张老师

还在不知疲倦地在学术道路上奋力前行，这样的学术精神让我们后辈深深敬佩。

张先生一生培养了无数的硕士和博士，桃李满天下，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俄语教学和科

研领域的中坚力量。他关心年轻的俄语教育工作者成长，和青年学者谈科研的方法，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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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对他们给予了高度的期望。

1998年到 2002年期间我们有幸师从张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从学术成就上来讲，我们有

愧于自称是张先生的弟子，但是从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上来讲，我们深受张先生的影响，就是

要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在学术上张老师对每个学生都悉心教导，每个阶段性的培

养上，张老师都精心安排，他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确定了选题之后，让

学生放手去做，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和学生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对论文反复推敲，

反复锤炼，对每句话、每个字，每处标点都一丝不苟，绝不敷衍，这种严谨的学术风格至今

影响着我们。张老师的为学之道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他是我们走上科研道路的引路人、

鞭策者。我们将牢记张先生的座右铭“不论从事何种工作，要干就一定干好”来鞭策自己，

为我国的俄语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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