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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日前，多所大学
英语专业将被撤销
的新闻发出后，引来
了诸多网友们对于
英语热的怀念和追
思。不过，也有不
少网友直言，英语，
的确很鸡肋啊，“有
什么英语的能力、
素养是非要到大学
英语系、高翻院才
能获得的？没有，
一点也没有。”
　　这些对于英语
专业的评价，虽然有
些过于武断，却也部
分展现了英语专业
的尴尬，部分院校英
语系师资力量不强，
学生们甚至连英语
技能都没有完全掌
握，到了社会自然
成了尴尬的存在。
但是，如果时光倒
回60年代、80年代，
英语专业却是当时
最风光和吃香的！
　　时移世易，不同
年代的英语专业生
也背负了不同的使
命。学习英语的目
的和方法也都不尽
相同。为此，记者
寻访了多位不同年
代的英语专业毕业
生，在他们的身上，
体会时代的脉搏。 

60 年代：国家亟缺的人
才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
可谓是凤毛麟角，国家对于大学
生的待遇也特别优厚，学杂费、
伙食费、住宿费等基本费用都由
国家支付，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
就意味着为家庭减轻了负担。土
生土长的上海松江人金坚范教
授，正是那个年代出来的天之骄
子，也是家里兄弟姐妹 11 人中
唯一的大学生。
　　1961 年，在松江一中完成
高中学业的金坚范面临着大学志
愿选择的难题。理科出身的他原
本想继续攻读理工科专业，但由
于眼睛先天色弱，不能报考理工
类与医学类专业，最终，他选择
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继续
深造。
　　“我入校时，上外还没有对
全国开放招生，因此我的同学都
是上海人，英语系采取小班教学，
每个班不到 20 个人，一共四个
班。”金坚范向记者回忆，“当
时的班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学，
甫一进校英语就已经非常出色，
因为有些同学的父母亲是解放前
的洋行买办或者翻译，父母从小
就注重他们的英语教学，所以整
个班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相差
较大。”
　　正是英语专业的学习，让金
坚范能够接触到更多国外的不同
现象，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一种开
放包容的心态。“当时我们每个
礼拜还能观看国外的原版电影，
没有字幕，训练自己的听力水
平。”金坚范说，因为当时没有
现在的多媒体，这可是当时难得
的英语学习大餐了。
　　金坚范入学时，上海外国语
学院还是市属大学，但随着国家
对英语人才的迫切需要，1963
年 9 月 12 日，经中央批准，上
海外国语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高

等学校，直属教育部领导。这一
时期，学校还新增出国留学预备
人员培训部，并与上海市教育局
共建了附属外国语学校（即上外
附中）、附属外国语小学（即上
外附小）等教学部门。
　　而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勤奋攻
读四年的金坚范也迎来了人生至
关重要的一个关口——择业。事
实上，当时的大学生工作还是组
织分配的，由于在学业上的优良
表现，金坚范获得了北上的机会，
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就职。同期
毕业的同学中，还有留校任教、
去外贸单位工作等去向。
　　到国务院外事办报到后，新
来的年轻人都被分配到下面一些
单位培训，金坚范去了当时中国
唯一的英文新闻周刊《北京周
报》，之后，又先后在国务院外
国专家局和亚非作家常设局等担
任翻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学的知识不够用，好
在英语学习也是一种方法论，许
多东西都是触类旁通的。”
　　作为最初一代的英语毕业
生，金坚范始终认为英语作为
目前世界上最广泛应用的语言，
培养专门的语言研究人才是必要
的，“就像中文系一样，英语并
不只是一门工具，也是一种文学
和看其他文化的窗口”。

80 年代：渐成最风光专
业

　　同为上外毕业生的孙建副教
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
的第四届考生。
　　由于“文化大革命”给大学
教育人才造成的断档，孙建记得
当时学校里的英语老师，相当一
部分都是从“培训班”中毕业的，
她向记者解释道，恢复高考之前，
大学生都是从工农兵中选拔。而
培训班的学生是直接从中学毕业
生中选拔进入大学学习。为了区

别于工农兵大学生，这批学生通
常在学校里被称为“培训班”。
　　而且，当时上外甚至没有系
统的英语教材，所以系里的老师
也是东挑一本，西挑一本，后来
的教材还有到现在仍有大名的
《新概念英语》。孙建回忆，当
时老师负责，学生也非常勤力刻
苦。
　　“当时整个社会都非常尊重
大学生，我们上外出来的学生，
那也是没得挑剔的。刚进校时 8
个班的学生英语水平或有参差，
但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扯平
了。”当时还没有“英语角”的
概念，为了锻炼自己的英语水平，
同学们还流行去外滩找外国人练
习口语，“当时刚开放，外国人
也不多，但都很亲切配合。”
　　在孙建大三时，学校开了一
个新的专业，学生多读一年，可
以获得英美文学和国际新闻双学
士学位。后来，这个专业为我国
新闻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孙
建的同学，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
杨锐正是由此崭露头角。
　　当时国家对英语毕业生可谓
如饥似渴，孙建这一批学生毕业
后，很快被各个单位领走并开始
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事实上，正是在 80 年代，外语
教育得到迅速发展，高校培养的
一大批外语人才，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是
大学英语系最风光的一段时光。
　　而孙建本人，也去了同济大
学外语系工作，从助教做起，一
路做到教研室主任。

00 年代：英语不再是就
业途径

　　2010 年进入复旦的 Angel，
是班里为数不多考入英语系的学
生。新生第一课时，每个同学都
需要做一段英语的自我介绍，
Angel 才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

几代英语生的似水年华

英语有多破。此前，在
Angel 来的那个小城，她从
小学就开始了英语学习，一
路英语成绩名列前茅，是别
人羡慕的对象。
　　Angel 向记者回忆，当
时班里有许多来自各地外国
语中学的保送生，英语基础
非常扎实，他们几乎毫不费
力就能拿到高分，也能和学
校的外教谈笑风生，至于外
教布置的各种泛读精读作
业，他们更是手到擒来。“没
办法，在他们已经能够选修
其他专业的课程时，我只能
继续夯实我的英语基础。”
　　其实 Angel 也想过别的
选择，但她认为大学不仅是
专业的学习，还要考虑大学
本身的实力和所在城市，复
旦英语系是她当时最为稳妥
的选择。为了增强自己的竞
争力，毕业后 Angel 又攻读
了一个跨专业的研究生，现
在进入一家外企工作，这也
是她大部分同学的路径——
“英语 +其他专业”，做一
个复合型人才，“大部分同
学都念了经济系。对于我自
己，四年的学习也使我在找
工作时，在需要用到英语的
场合里，都占到了优势。”
　　2008年上大学的Lynn，
则是南外附中保送进入的北
京外国语大学，也是 Angel
眼中不需要再学英语的英语
专业生。事实上，在大学的
前两年里，Lynn 也的确没有
在本专业上太过费心。　　　　
　　“我们班很多人都是保
送读的大学，但是保送也会
有一些限制，比如如果去复
旦英语系，保送生就不能转
专业。但当时的北外没有这
样的规定。”原本想在大学
时换专业的 Lynn，遗憾于语
言类学校并没有她喜欢的方
向，毕业后选择了英国继续
攻读当代设计策展。
　　“其实英语专业本身挺
有意思的，而且专业要求你
多看书，接触国外的各种内
容，也会有很多社科类、哲
学类的阅读，对于拓展学生
的视野都是很有帮助的。”
除了这些，Lynn 还对大学时
开设的辩论课记忆犹新，“这
些课程都训练了我的思维模
式，很多思考方式我现在都
会用。”
　　在Angel和 Lynn看来，
对于任何的专业学习来说，
如果好好学习，都是能够有
所收获的。“因为上大学不
只是知识性的学习，也是思
想性的学习，是帮助开拓视
野的方式。这样不论你今后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够
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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