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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学院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它是我国

目前历史最久、语种最多的外语专业学校。它的能身是延

安外国语学校。延安井国语学校是由延安拔自军政大学第

三分校俄文大队、廷安军事学院俄文科、延安俄文学校发

展建立的。从1941年的抗大三分校饿文大队算起， 1986年

是建校的四十五周年。因卡五年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
它逐步成为一所其有相当规模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外医语大

学。

北京外国语学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它创办于战火

纷飞的抗B战争年民，是解放区最旱的一所外语学校。它

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抗吕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的。

从一开始就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它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

物质二F活极端艰苦的考验、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

锻炼，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提外事干部租外语人持。抗 B

战争胜利以后，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师生分赴东北和华北，

接受新的任务。赴华北的部分部生到达张家口以后，壳、超

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辗转迂链，

厉尽艰险，经过几次分合变化。 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当

时分散在外事学校和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的师生，经上级

决定，于同年6月合并成立北京外国语学校。这时虽然只
有俄文、英主两部，师生共百余人，但己初具规模，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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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雏型。

解放后的三?五年，北京外嚣语学庭在党和国家的扶

持培育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先辉道路迅速发展前进。外校

俄文部与1949年新建鸪北京饿艾专惨学校合并，到1955年

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学生的北京俄语学院。外蜀道学校本身

除英语外，陆续增添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专业.到

1954年发展成为有近千名学生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1959年

建国十商年前夕，由于影势发展的需要，北京俄语学院和

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成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在中

央雪要求把学院建或"高费量、多语种、一条龙泞的方针指

号i 下，学院逐步发展成为没有二十八个外语专业，拥有七

百名各类教 i炜、三千多名各类学生{本科生、研究生、进

穆生、留学生、代培生等〉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多科性外

国语大学。在十年动乱期间，学院受到了很大的干拉破

坏。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特别是在商总理的亲自关怀

下，通过全院陌生员工的共同警方，学院在教学工作上愤

然取得了较大成绩和进展。

四十五年来，北京外国语学院走过了曲折发展的战斗

前程，棋累程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但得加以总结，以供借

鉴 Q 为了反映学院的历史，总结挠、学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以利于更好地推进外语教育事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此建设培养人材E 同时也为了向今后入学的苦年学生进行

革命传统和优良学风的教育，向国内外分绍外段历史发展

的情况，我fn编写了这本校史，并担它作为向校庆四十五

周年的献礼。 校史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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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延安建校艰苦创业

( 1941年-1946年〉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拭目战争时期创办的延安外

国语学校。延安外国语学校建立之前，曾经历过三次变动。

1941年3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成立俄文队，

不久，发展为俄文大队，同年12月，撬文大队转为延

安军事学院俄文科J 1942年6月，接文科调整为军委俄文

学校J 19基4年6月，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玫名为延安外

国语学校。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由抗日红军大

学改名的，校址设在延安。 1939年7月，抗大总校从延安

迁往晋东南太行区时，留下一部分师生组成第三分校。三

分校是一所培养高、中级军事、政治、技术干部的学校。

先后设有军事队、政工队、东北干部曾11练队、炮兵队、工

兵队、机械工程队、参谋训练队、步吴队和俄文队。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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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部生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的必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艰苦扑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妙

的教育方针$积极发扬"西结、紧张、严肃、活法"的优

良作风和 u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三分校第

一任校长是许先达，后由陈奇涵、郭化若继任。教育长张

撮凤，庄正风继任。政治部主任李逸民，黄志勇继任。担

任过各科课程教学的专职和兼职教师有何思敏、张庆孚、何

干之、陈唯实、沈毅、饵鼎义、王若飞、潭政、自向荣、吴

冷西等。

1940年10月，拭目战争进入战略梧持阶段，抗大

三分校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酝酿筹建饿文队。筹备工

作自如i珠部张培或负责，延福生讲弱。 1941 年3月，饿文

队正式成立。建队的目前是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和

我军部队建设的需要，培养锻文军事翻译，以加强抗战力

量，早日驱逐日本帝盟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

利。起初，从三分校毕业生及干部中抽调一部分人到战文

队学习 c 以后，陆续从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陕甘宁边区

政府各部门、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各根据地前方部队和

地方党政机关商选一大批学生。5月底以前入学的编为饿文

一队，有100余人，队长曹慕岳，政治指导员汪涵之。 6月

以后入学的编为俄文二队，有90多人，队长白映奎，政治

指导员徐继远。

这一年3月到6月，张培成、李洁民为俄文一队和二队

开设锻文课。有一寇俄文基础的学习刘泽荣编的《饿文文

法》。初学的学习字母发音和简单会话，每次讲垫生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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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句，要求熟读牢记。

1941年7月，安塞工程学校停办，蹄生调到抗大三分

校，成立工程队。因需先学饿文，故编为撰文三队，队长

陶铁英，政治指导员Xll端祥。锻文一、二、三5人组成俄文

大队，共有300余人，大队长常乾坤，到大队长何振亚、

何辉燕，政治协理员李觉民。常乾坤、王粥、张培成兼任

教员，专任教员奋卢竟如、李洁民、王宝、李海、陈挺、

金涛等。

同年8月，俄文大队正式上课，学习语音、;司法、 会

话等。当时俄文大队的队址在廷安东关黑龙沟，地娃清凉

山东麓，南i恪延河，对岸是事岭出(即宝塔山) ，山下是

南)11 河与延河的交汇娃 c

1941 年12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抗大三分校改为延

安军事学院。在12 月 lí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规定z μ军事学提为培养团级

以上具有梧当强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

学校。" ít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军事学院下设高

于队和特科队。特抖队有炮兵鸭、 T程科、锻文科和参谋

首1I练队。俄文科就是由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的一、二队组

成的。军事学院院民出朱德兼任，副院民叶剑英，教育长

郭先若，高自教育长陈伯钩，政治部主怪黄志勇。

朱德同志对军事学院饿文科曾作过指示，要求"培养

的学生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

坊。"俄文科的课程安排是z 模语课课时占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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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课时占百分之二十。保证学生以锻语学习为主。

锻文科有学生近 200 人，原抗大三分校锻文大队一、
二队合编为一个队，工程队〈第三队〉调归工程科。俄文

队下有5个区队。俄文科主任为卢竟如，锻文~队长常乾

坤，副队长曹慕岳，政治协理员张培威。俄文科学生自 1941

年12廷 18 军事学院开学起到1942年5月单独建校，半年内

学习了俄文文法〈司法人日常生活会话等课，初步打下

了学习俄语的基础。

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廷安军事学院撰文科单

强建校，改名军委俄文学校，归军委第四局〈后改为编译

局〉领导。总参谋长叶锺英对俄文学校捕建立直接过问并作

具体指导。俄文学校成立之初，正是陕甘宁边区处于对敌

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办学经费匮乏，条件很差。学校积极

克服困灌，力求发展。当时校长白军委第理局〈后改名编译

局〉局长曾涌泉兼任，秘书长王粥，政治处主任叶和玉，教

务处处长卢竟如，副处长张成功，校务娃娃长邹载道，副

处长吴补元。段文队队长曹慕岳，副队长杨棋，接理员孟

华。

在校学生约有130余人，编为一个队，分五个区 5人上

课。为了便于对女生的生活管理，另设一个女生运队，但

学习í1}分别编在五个区队内。这时，学校师资力量有所增

强。除原有的教师外，又先后调入~j群、钟毅、邵天任、

王瑾、文G风等人来校任教。

1942年夏季开始进行整风运动， 1943年4月远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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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工作。

1943年春季开始，组织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同年4

月中旬，中央决定延安大学锻文系停办。系主任黄正光和部

分师生转到撰文学校，~集中力量培养俄语人材。延安大

学俄文系建立于1941年9月，当时在系学生50余人。

1943年10月俄文学校从延安东关黑龙海搬迁到清凉山

北麓丁泉眨累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的校址。新校蛙距中央

军委驻地王家坪较近，北行经过车桥沟即到王家坪的桃

林。这里是师生经常参施文化娱乐活动的地方。

学校迁移居，进行了小规模的校舍建设。师生共同葫

手，去深出砍伐木料，在18城附近运来石方，购买砖瓦，

穆建了一座礼堂(兼作饭厅〉和厨房9 开辟了窑润教室，添

置了桌凳s 还去老林区背回本材，打掉主统，改睡木板

床。通过劳动，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保证了教学工作

的开展。

军事学院工程队的一部分学生于11月间也调到俄文学

校，根据他们的俄语程度，分别编入各区队学习。

1943年秩季，俄文学校陆续调出学生30多人到校升各

机关、部队工作。年底又调出学生:20余人到本校圈书馆、

技务处等单位工作。

审子结束时，学校举行了一次文化基础考试。→部分

学生需要提高汉语水平，组成一个有20余人参加的国文 2

班，课程有 u汉语"、 u写作"、"数学"等。

文化基础考试以后，调整了班次，恢复正常教学，分

五个学习班〈四个俄文班、一个国文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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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师生分赴南混湾的金盆湾、杜甫 1月的张家

坪开荒种地，女同志留校纺线、织毛衣。

1944年6月，根据抗战影势的发展需要，学校增设英

文系，攻名为外国语学校。学校归军委领导，仍由编译局

局长曾涌宗兼任校长。

俄文系主任卢竟如，教员又增调杨化飞、赵南、韩

强、李荣华、唐国华等。在校学生有110 多人，分四个班

上课。

英文系主任i毒化人，教员兼任的有柯柏年、陈家琪、

黄华、马海德等，专任的有王大才、马牧鸣、唐海、温主j

风、朱{中止等。学生有70余人，分编A、 B1 、 B2 、 C囚个

班(不久改为A 、 B 、 C三个班〉。英文系师生住在了寒

眨北极.~车挤沟 ÙJ 上。

军委副主黯周患来对外层语学校的建设极为关切。他

指示一定要办好外国语学校，并亲自为英文系安排干部、

聘请教师。在开学典礼上，再副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谈到美国主动要求自我党我军如

强联系，并派遣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现实意义。展望未

来，提出外国语学校应及早培养外交人前的必要性 O 他着

重捂出，在战胜臼本帝国主义以后，必须建立人民民主

的新中国，我们要参与国家大事。新中国要同世界各国建

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同志从事外交王作。在坐的同志将

来都可能成为外交工作的骨干。撞的讲话使师生受到银

大鼓舞，大家决心教好学好，争取早吕造就一批合格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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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持。

同年9月，爵副主席来校再次与师生见面，在了泉眨

礼堂作报告，又一次指明为迎接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材的

培养。他在谈到新中国未来的外交工作时，明确指出，

半璋民地 i日中盟的外交是奴隶外交，而新中国要有自己

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具有新中国的风貌和气魄，

不卑不亢。中国人民要站起来，要挺起腰杆来面对世界讲

话，讲出一个东方伟大民族的胆识和豪情。也强调，

我们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百旦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

栋。这个问题，在办学思想上必须明确，组织领导上应旱

作准备。毯的讲话气壮山河，鼓舞人心，激励师生信心

百倍地加紧工作，努力学习，积极为新中型培养外交人

材，保证外医语学校有较多的毕业生能成为新中国井交战

线的骨干力量。

1944年年底，国文班学习结束。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写

作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学生离开国文班后，一部

分到俄文系学习、一部分分配了工作。

1945年4月至6月，中自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延安

举行。七大前后，抗战形势迅速发展，局部反攻不斯取得

胜利，打败日本侵略者已成定局。新的局势要求楼、英两

系学生必须赶紧打好外语基础，以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为

此，学校组续学生集中精力专攻外语，作好迎接拭战胜利

的准备。

七大以后，曾涌泉调离外国语学校，校长白杨尚昆兼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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