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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摘  要：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外语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密切关联，为不断形成完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基础和教育基础作出了历史贡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外语教育应超越学科边界之争、东西方之争，以及人文、工具之争，致力

于培养扎根中华大地，具有世界眼光，融通语言能力、学科专业能力以及全球

话语能力的卓越国际化人才，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话语体系。

这既是外语教育的新使命，也是外语教育的新任务、新机遇。

主题词：建党百年；外语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话语体系；话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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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与中国外语教育新使命

姜  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作者简介：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

委书记，研究员。

研究方向：高等教

育与外语教育、

区域国别与全球

治理等。E-mail：

jiangfeng@shisu.

edu.cn。

约160年前，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京
师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外语教育机构，开启了
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和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先河。

自此，中国救国图强先进力量认识世界、
学习世界的步伐大大加快，与外国列强和本国
封建势力斗争的能力也不断提升。在民族危难之
际，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和探索救国救民
的道路。正是在对世界的不断深入认识和快速学
习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
的主流。无论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篇章，
还是1920年外国语学社成立以及赴俄学习、赴
法赴欧勤工俭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思想
和组织准备，外语教育都作出了历史贡献。

1 外语教育在救国图存的背景下开启了中

国新式教育

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兴办近代外语教
育，1862年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人自
办的第一所专门外语学校，1863年上海开设了
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开设了广方言馆；湖
北、湖南等地也都开设了类似的外语学校。此
时的外语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是越来越多的外
交事务需要外语人才。

近代早期外语教育有三个特点：一是开创
了中国新式教育，包括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
外语教育创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模式，外语教

育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可以说外语教育是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端。二是以专门类型学校的
形式出现，即以教授和学习外语为主要科目和办
学特色；同时，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早期的外
语学校除教授英、俄、德、法、日等语言科目之
外，也开设天文、算学、地理、数理、格物、化
学等自然科学和史地科目，也就是说，中国外语
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而是我们
至今仍在倡导的“外语+专业”的模式。三是办
学目的是培养能读“西书”、译“西学”、学
“西洋”的人才，以便“能尽阅其（西方）未译
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李鸿
章，1997），“果能选择得人，查探彼国之虚
实，宣布我国之事理，中外之气不隔，于通商大
局，必有裨益”（李福泰，2008）。

22	 外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探求革命救国道

路、建设新中国、推进开放事业的直接路径

2.1  通过外语教育培养革命需要的干部人才
1920年成立的外国语学社是在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直接指导下创
建的，以学习俄语为主，为青年革命者赴俄留学
做准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
校。学员“既是学生又是革命者，既学外语又兼
学别样，团员与青年从学社中受到很好的革命影
响，有助于他们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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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认识和处理问题”（陈绍康，1990）。在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同样非常重视外语教
育；1941年在延安大学成立俄文系、在中国人
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成立俄文队（1944
年改为延安外国语学校，是黑龙江大学、北京外
国语大学和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身）。

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有三个特点：一是外
语教育直接与培养干部人才、探求救国道路、
进行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外语与专业密
切结合。二是对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
想政治素质要求更高。三是根据革命实际，规
定外语教学内容，创新外语教育方法，充分发
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
养中国革命亟需的人才，既要培养翻译人才，
也要培养外交人才。

2.2  外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伟
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初期成立的哈尔滨
俄语专门学校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
旨在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俄语翻译干
部，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运用俄语从事军事、政
治、财经、文化、宣传等部门的翻译工作和大
中学校的教学工作”（付克，1986）。新中
国成立伊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多次对外语人
才培养听取汇报，做出指示，亲自解决外语教
育教学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具体到学校的经费
和学生的伙食。1949年一年里中国共产党成
立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上海俄文学校（上
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等3所外语院校。1956年
后，外语院校在办学中开始发展西方语言教学
（英、德、法、西班牙语等语种）。1964年
10月，《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以下简
称《纲要》）提出新建和扩建16所高等外语
院校等具体举措，对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俄语、德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师资的发展规
模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纲要》指出，外语人
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国家社会主
义建设和外事工作的需要，整个外语教育的基
础，同国家需要很不适应，呈现出尖锐的矛
盾”“既需要大力改变学习俄语和其他外语人
数的比例，又需要扩大外语教育的规模，这样
才能把外语教育的发展纳入同国家长远需要相
适应的轨道，由被动转为主动。”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中国外语教育发
展特点可以归纳为：一是外语教育（包括语种
专业设置）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
过问，包括建立覆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外
语院校“一条龙”体系等。二是外语人才培养

和外语教育政策已上升至国家内政外交的战略
层面来集中规划实施。三是外语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包括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课程设置）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结
合，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33	 外语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风向标

1978年8月底至9月初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
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上提出了《加强外语教
育的几点意见》①，指出，“迫切需要加强外
语教育，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高
水平的外语教育同时也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
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先进国
家、先进民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加强
对外语教育的领导”“努力创造外语学习的条
件，让师生接触现代外语，迅速改变外语教育的
封闭状态”“千方百计地提高外语教育质量”。
外语专业学生要“打好政治、外语和文化知识
三个基本功”“毕业时至少掌握两门外语”；努
力把外语院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
心”；“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

一方面，外语院校的快速发展推进了改
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对
外语院校的办学和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越是要搞改革、开放，对外事工作人
员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就越高”“对外语院校来
说，特别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外语学院
里，思想工作……有它更大的重要性，特别是
民族自尊心对外语学校非常重要”“学生毕业后
都要接触外事工作，他们必须具有民族自尊心和
民族精神，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高度
的组织纪律性”（李传松、许宝发，20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语教育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一是外语教育与国家改革开放大局密
切结合，更加注重外语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规
范性，在外语专业教学计划、外语专业课程设
置、外语专业教学大纲、外语专业教材编写等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效。二是注重复
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仅加强语言专业教
学，同时开设了新闻、经济、法学、教育、金
融等非语言类专业，注重制度性地培养复合型
专业人才，传统的外语院校开始向基于外语教
学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多学科大学转
变，与此同时，专业外语和“非专业”外语进
一步融合形成统一的外语教育体系。三是在强
调教学的基础上，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一批专
门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出版学术研究刊物，外
语学科的学科意识和学科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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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新发展阶段中国外语教育须勇担新使命

新时代，中国在加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
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语教育须树立新理念，构
建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回顾建党百年与中
国外语教育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4.1  扎根中国不忘本来，超越学科边界之
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建党百年史与160年来的中国外语教育历
史休戚相关，中国外语教育扎根中国大地、放
眼世界，实现民族复兴、世界大同。一方面，
学习、接受和传播共产主义，外语教育作出
过历史的贡献；一路走来，党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百年风雨，初心不
忘，外语教育不离其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
党始终重视、兴办和发展外语教育，培养开展
革命、建设、改革开放需要的人才，通过外语
教育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
义、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
切需要外语教育有新的发展理念，作出新的贡
献。优秀外语人才不是只会外语的人才，也没
有只会外语的优秀人才，语言本身就是知识和
专业的存在与表达形式，优秀的外语人才扎根
中华大地，具有世界眼光，是融合语言能力、
学科专业能力和话语能力的卓越国际化人才。

今天，我们要超越外国语言文学到底是学
语言还是学文学文化、是做比较还是搞翻译、是
做语言文学还是做国别研究之争，要超越学科内
外的界限，回望来时之路，回到本来，回到初
心，切实回应现实发展需要，助力探求强国富民
之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历史地看，学科是人类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方法体系，是
过程和结果，不应被当作认知和实践不得逾越的
出发点，不应成为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障碍，
更不应变成调解学科利益关系的内卷循环。

4.2  世界眼光，吸收外来，超越东方、西
方之争，胸怀天下，学贯中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
社会向何处去？”“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这是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史与外语教育的密切关系充分证明了党始终是
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政党，无论是党的初创期

还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保
持对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始终
胸怀天下，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

古往今来，人类命运与共。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
大贡献的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要有学理意识和
实践意识，直面时代之问，体用相融，知行合
一，要突破认识世界的传统理念和功能认知，
站在助力全球资源配置的高度去思考外语教育
的理念和功能，为世界贡献新的知识和方法。

语言是知识的存在形式和传播的方式。历
史和现实的事实一再表明，一种语言向其他语
言转化能力的强弱，不仅仅是一个翻译能力问
题，而是标志着这一语言使用者在世界知识图
谱中的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其对人类
知识体系的贡献度。

中国外语教育一方面要做好中华悠久传
统文化知识的系统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向世界讲述和贡献更多的中国知识和智
慧，另一方面，要坚持外为中用，兼收并蓄，
融通各方知识资源，“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习近平，2016），同时
“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
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
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毛泽东，
1991）；要大力提升全民外语能力和由此养成
的跨文化行为能力，为增强“大国公民”素养作
贡献；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
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不断推进和分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
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4.3  全球话语，面向未来，超越人文、工
具之争，脚踏实地，守正创新

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任重道远，
外语教育要充分认识到对外学术话语能力与中
国快速发展和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政治经济影响
力不相称，历史地改变这一现状，外语教育面
临着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供给更多思想、方法
和观点，中国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现代
化实践需要理论提升和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话语表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
新表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
和精神力量”②。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实现理
论升华、话语转化和思想交融的过程与方式，外
语教育要提升全球话语能力，超越人文、工具之
争，借助于数据科学、计算科学、脑科学、神经



7

2021年
7月

第
18卷

   第
4期

   （
总

第
102期

）
中

 国
 外

 语

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研究成果，在跨学科研究
中探索语言规律，构建语言科学的中国学派。

伟大的思想是时代之声的回应，只有聆听
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解决重大
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进理论创新。正是在回
应时代之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外语教
育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百年来，我们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丰富马克思主义贡献
中国智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和实践成果。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传
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从“国际化”到
“化国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话语体
系，这是中国外语教育的新使命；扎根中华大
地，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学科专业能力，提升对
外话语能力是中国外语教育的新任务、新机遇。

5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与中国文
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社会
现实始终密切结合，塑造着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
程，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基础和教育基础。理论一经掌握，就会产
生强大的内生动力。回顾建党百年历史，不难发
现中国现今的制度不是纯粹外来的舶来品，而是在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过程中不断
演进发展完善，是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它本
身具有强大的内生活力。外语教育则为这一制
度体系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外语教育需要新的发
展理念，为培养能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时代新人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  《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经国务院批准

后由教育部于1979年3月向全国公布。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OL]. 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leaders/2021-06/01/c_1127517461.
htm. 访问日期：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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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ntenary of the CPC and New Mis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1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nation-building efforts, and its modernization drive, 
includ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late 1970s, 
which has especially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China is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society, it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become more inter-
disciplinary, transcend the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build on achievements in 
the humanities. It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mission to 
cultivate talent with patriotism, a global vision, linguistic 
competenc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research potential 
and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China’s socialist values 
internationally and shape the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That is the new mission and new opportunity for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Centenary of the CPC;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discourse compet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