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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 

开题论证会纪要 

 

薛恩奎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2012 年 2 月 11 日，由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张家骅教授担任首席

专家的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批准号：

11&ZD131）开题论证会在哈尔滨举行。参加本次开题论证会的有来自教育部语言文字委员

会的冯志伟教授、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刘青副主任、商务印书馆特聘研究员、鲁

东大学的张志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黄行教授组成的专家评议组、合作单位解放

军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专家代表和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 13

所知名高校的 30 余名课题组成员。 

会议由课题子项目负责人黑龙江大学薛恩奎教授主持。黑龙江大学副校长丁立群教授、

社会科学处李洪波处长、孙艳华副处长到会祝贺。会议首先由黑龙江大学副校长丁立群教授

致辞，丁副校长对与会的评议组专家、合作单位专家代表、课题组成员表示感谢，并代表学

校表示，将在科研条件、人力物力方面对该项目的研究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丁副校长指出，

“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实现了黑龙江大学乃至黑龙江省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零的突破，是黑龙江大学“十二五”期间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良好开端。社会科

学处一定要派专人做好项目的管理与协调工作，项目组要团结合作、克服困难。“俄罗斯《语

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是一项名垂青史的事业，要认真汲取评议专家的建议和意见，

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项目首席专家张家骅教授就课题的设计、前期学术准备、价值和意义、投标答辩等情况

向与会专家作了全面的介绍。他说，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是苏俄历史上第一部以普

通语言学问题为描写对象的大型百科词典，是现时俄罗斯语言学研究步入国际语言学前沿行

列的重要标志。“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与我国国内现有同类成果形成互

补，对拓宽语言学本体研究的视域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汉语语言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同时，项目的研究将有助于学术团队的建设和学科发展，推动科学研究理念的更新。张家骅

教授还就项目的具体分工、工作日程、工作体例、子项目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各自的任务做了

具体安排和部署。他说，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涉及的学科领域多，内容广泛复杂，

难度非常大。项目组所有成员一定要团结协作，发挥老中青三代俄语人的智慧，不辜负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和各界专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把俄罗斯

《语言学大百科词典》汉译本打造成精品之作，传世之作，为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和文化建设

事业贡献一份来自我国俄语学界的力量。 

专家评议组组长冯志伟教授在发言中说，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学科拥有雄厚的理论

积淀和丰富的语言研究实践经验，在理论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包括语言信息

处理等领域有着学科群体优势。近年来，在各分支学科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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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优秀的人才来从事本项目的研究工作。“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作

为我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于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助于加深我国语言学界对于苏俄语言学的认识。苏俄有优秀的语言学传统，当代俄罗

斯在普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法、语义、音位学等方面都对世界语言学研

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莫斯科语义学派在俄语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语义学理

论，并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2）有助于提高我国语言学百科辞典编纂的

科学性。本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写工作。《中

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语言学百科全书，但是，该书基本上

没有反映出当代国外语言学特别是苏俄语言学的状况。“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

程”正可以弥补这个缺憾；3）有助于推动我国语言学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2011 年，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语言学名词》，收录语言学术语 2939 条，条目数量比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多，但只是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所收录术语的一

半。语言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学科到发展只有 50 多年

的新兴学科（如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极为广泛。语

言学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一个国家语言学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国内语言学

术语译名极其混乱；俄罗斯语言学术语译名体系与英美语言学术语译名体系之间存在着较大

差异。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涉及的许多语言、语言学家、术语概念在汉语中没有现

成的译名可供参考，将会遇到很多对原文理解困惑的问题。冯教授说，我相信，实力如此雄

厚的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学科及精悍的课题组学术团队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正确处理

各种学术问题，通过这样大型百科词典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将会有力地促进我国语言学术语

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程。 

评议专家鲁东大学张志毅教授首先肯定了“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的

学术价值和对促进我国语言学研究进程的现实意义。同时，他对“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

典》翻译工程”项目的实施方案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他说，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

典》涉及的内容具有世界前沿性，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要尽可能搜集国内外现有同类

成果，选择权威性成果作为术语译名的参考书目；考虑到将来出版成果是面向不同层次的专

家学者和语言学习人员，汉语译文应使用普通话靠近口语的语言，用简明、流畅、轻松的语

言来表述当代前沿的学术问题；使用统一、权威、规范的汉语虚词系统；抓住开始阶段译文

的统一，通过几次试译词条的训练，达到译文风格、体例的统一和规范。 

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刘青副主任说，术语译名的统一、规范非常重要，对促进

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1 年刚发布的《语言学名词》可作为“俄罗斯《语言

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的参考书目。《语言学名词》五年修订一次，“俄罗斯《语言学大

百科词典》翻译工程”的研究成果对丰富《语言学名词》有重大作用，下一次修订《语言学

名词》时，可参考借鉴“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的成果；“俄罗斯《语言

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在忠实原著的条件下，应根据汉语的规范语法、字词使用、术语

习惯，译文表述语言的风格可适当调整。 

中国社会科院民族所黄行教授认为，“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引介俄

罗斯语言学研究成果，对促进我国语言学研究进程将起到重要作用；“俄罗斯《语言学大百

科词典》翻译工程”涉及世界 2500 多种语言，相关数据、语言学家、地域名称等需要查证

大量文献，以证实原作的真伪，对原文一些错误的观点，包括与我国文化相抵触的地方应做

一些适当处理或注释；要综合国内现有各种参考工具书之长，将中国语言学研究成果与俄罗

斯语言学研究成果整合起来，会显著提升“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未来成

果在国内、国际的学术影响力。黄行教授还表示，如果课题组需要，在语言类型学研究、非

通用语种研究方面可提供相应资料支持和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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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负责人和其他成员也在会上也纷纷发言，就项目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研

究方法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为解决项目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献计献策，他

们对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自的任务充满信心。合作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

代表也都发言表示将全力合作，为国家“十二五”文化建设贡献来自俄语界的一份力量。 

最后，会议主持人代表课题组感谢评议专家对项目顺利开展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

谢来自全国 13 所高校的俄语专家学者所给予的支持。课题组将认真落实各位专家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运行方案。在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的直接指导下，在黑龙江大学

校领导、黑龙江大学社会科学处的直接领导下，项目组会按时向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黑龙

江省社科基金规划办汇报进展情况，提交中期研究成果，克服一切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作者简介：薛恩奎（1954—），男，安徽庐江人，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计算语

言学、俄语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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