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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是有民族情怀、国家责任、全球视野的大学，上

外故事在每一个上外人的身上书写和延续。”

2019 年 9 月 10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在松江

校区给 2019 级本科新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1949 年 12 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前身——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宣告成立。作为新中

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

外语学府，“国家队”的身

份让上外人身上肩负起民族

的使命和国家的责任。

在新中国的缔造中应运

而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

破茧成蝶，在新时代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上

外一次次勇攀高峰——从单

语种到多语种，从多语种到

多学科，从多学科到“多语

种 +”——学校每一次办学

转型都与新中国走向世界的

步伐同频共振，与中华民族

的复兴伟业休戚相关。

从上外创校校长、“中

国大百科全书之父”姜椿芳

到外语教育家、语法学家章

振邦，一代代上外师者、学

者 荟 萃 于 此， 执 教 治 学，

开创并丰富着上外的人文传

统；数万才华横溢、出类拔

萃的上外人一直都活跃在国

家最需要的地方，活跃在对

外开放的最前沿，足迹遍布

全球，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

者，为我国的外交外事、国

际传播、经济建设、对外贸

易、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

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做出贡

献。

“成为卓越的国际化人

才，成为为世界谋大同的人

才……”在上外迎来 70 周年诞辰之际，姜锋深情寄语这群即将

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新上外人”。

总结创校 70 年的历史经验，适应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新要

求，服务国家发展、服务人的全面成长、服务社会进步、服务

中外人文交流，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说：“我们将着力

探索，专业特色型、多语复合型、战略拔尖型，三大类人才培

养模式，勇担中国高等教育‘国家队’的责任与使命。”

红色基因，与新中国同龄同行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习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急需大批俄语人才的情况下，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倡

导，经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决定，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第四部为基础，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学校。

由此，上外前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

于 1949 年 12 月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兴办的第一所

高等外语学校。上海市委任命多年从事俄语新闻和文学翻译出

版工作、在文化界颇有知名度的时代出版社社长姜椿芳同志为

第一任校长。

“可以说，上外人的个人命运和我们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

在一起。”姜锋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每个学校都

有自己的身份、历史和故事，“上外突出的特点是我们与共和

国共同诞生，我们有红色的基因”。

在“武”的战场，抗美援朝时期，上外人第一批奔赴战火

连天的前线，用鲜血、勇气和知识捍卫新中国；在“文”的战场，

多名上外学子在建校之初便追随老校长姜椿芳的步伐投身马列

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中，为祖国精神大厦的筑就贡献心血和智

慧。

有故事的大学才有魅力，上外在发展过程中不乏这样的动

人故事。又如，在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过程中，中国有很

多重大项目，以及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需要与苏联开展紧密合

作，因此有大量的苏联专家在中国。给这些专家日常的工作和

带来的资料做翻译，作为一所以学习俄语和俄罗斯苏联文学为

主的外语类高校，上海俄文学校义不容辞。

据了解，当时市领导多次亲临指导，要求学校领导把眼光

放远一些，除俄语外，还要培养其他语种专业人才。根据陈毅

市长的指示，为配合国家外交外贸工作需要，学校于 1950 年增

设英语班，更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