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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直观理性地看待世界提供了途径。”郭雨桐对《新民周刊》

表示，由于分课程都采取了小班教学制，欧亚班的同学可以与

老师直接交流沟通，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最难能可贵的是，几

乎每一科的老师都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尽管有时这些想法可

能很幼稚。置身于这种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中，学生的潜力和

思考能力被进一步激发出来，思考问题的视角逐渐成熟，看待

问题也逐渐客观。

杨成教授是欧亚班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也是首届六名同学

的导师，主要负责专项研究课程。在他看来，欧亚班培养的学

生应该在“全球视野、本土关怀”的整体框架内重新发现欧亚，

瞄准国际前沿知识领域，在通用语言和特色语言、多学科和跨

学科、历史和现实、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全球、地区和地方

视角的多种平衡。

此外，与语言学相比，区域国别研究要求他们不仅要有跨

语言与跨文化的多重视角，同时还要掌握人文社科知识。其中，

在研究对象国开展田野调查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2018 年 12 月，

欧亚班在哈萨克斯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活动。其间，杨

成言传身教，为欧亚班就政治学田野调查方法上了生动的一课。

如今，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欧亚班已进行了一年多的尝

试探索。两位同学都非常期待自己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也非

常肯定能获得不同的收获。

高翻学院，“多语种 +”翻译人才培养已启动

近年来，随着部分高校的英语专业主动或被动撤销，外语

教育界对高校外语专业转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语言始终是上外的底色。目前，上

外不仅拥有 3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

文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培育），还有 1 个国家非通用语人

才培养基地——西欧语种群，10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基

本涵盖了所有外语类专业。

而要说上外语言类学科有多强，两个数字显实力——“42”：

　　“15”：校内高级翻译学院的专业口译项目2005年被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评定
为全球15家提供会议口译教学的单位之一。

现有授课语种数量已达42种，除了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梵语、

古英语、世界语等古典语言同样在列，更包括神秘的人造语言课

程；“15”：校内高级翻译学院的专业口译项目 2005 年被国际

会议口译员协会评定为全球15家提供会议口译教学的单位之一。

作为上外的金字招牌，现实中的高翻学院每年招考的火爆

程度比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演绎得更甚，但始终坚持一套

独特而严格的选拔标准——学员必须已经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

习、按照国际组织要求设定口笔译人才培养标准……

据介绍，2016 年该学院翻译硕士专业 ( 口笔译 ) 的全国统

招考试吸引了 1000 多名考生报名申请，参加考试 958 人，而最

终被录取的仅 61 人；其中，报考口译专业硕士的有近 500 人，

录取 29 人。而这 29 人是否能进入会议口译方向，只有在经过

两年的交替传译学习和“升级考核”之后才能决定——只有语

言基本功和知识积累都达到要求的学生才有可能接受进一步的

同声传译训练。每年能通过考试认证并拿到会议口译专业证书

的学生均是个位数。

高翻学院院长张爱玲向《新民周刊》介绍，上外高翻学院

目前已与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维也纳办

事处及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与欧盟委员

会、欧洲议会、国际劳工组织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我们的学生，

尤其是会议口译方向的学生，在读期间都能获得在国际组织进

行高端专业实训的机会”。

为适应国际组织对翻译工作的新要求，最近这两年，上外

高翻学院除了培养汉语和一门外语之间双向互译的译员外，正

积极推行“多语种 +”战略，探索培养出小语种加通用语言组

合的译员。

张爱玲表示，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将需要大

量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为此，上外正在对非通用语种人才培

养提出更新的要求。以波斯语本科为例，要求专业学生除了能

精通汉语、波斯语外，还需熟练掌握英语。

 “外语的语言能力，在上外这样的学校，那就是来培养卓

越的翻译人才。换句话说，未来的外语院校在高翻这个方面必

须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