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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和几年前俄语毕业生就业形势大不相
同，今年俄语毕业生就业形势不错。哈市一所高校俄语专业应届
毕业生小李对记者说，他学的是经贸俄语，年前签了一家对俄企
业，年后已经开始到企业实习。小李说，今年一些用人单位在大大
小小的毕业生对接会上向俄语生抛出橄榄枝，就他们班级而言，除
了要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同学，其他想从事俄语专业的学生都
有不错的就业选择，有的学生手里有好几个就业去向还在优中选
优。他说，现在的企业更注重俄语实践运用能力，提前签约到公司
实习，就是想看看俄语水平怎么样。

日前，记者走进了哈市南岗区一家大型书店。在书店六层俄语
类书籍中，记者注意到，经贸类俄语书籍以及俄语口语类书籍摆在了
比较显眼的位置，更受俄语从业者和爱好者们的欢迎。但是有关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及“龙江丝路带”建设的俄语参考书寥寥无几。
宋景立老师说，国家刚刚提出的政策很难及时配套小语种教材，这需
要一个过程，但是学生们在求职过程中又必须掌握这些知识。为此，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补充新词汇成为一项重要讲课内容，特别是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和我省的“龙江丝路带”建设都成为学生们询问的高
频词汇，教师们也积极给学生们整理这方面的俄语知识。

“龙江丝路带”成俄语课堂新词

“一带一路”战略拉动俄语人才需求“龙江丝路带”成高校外语课堂高频新词

经贸交流火 俄语人才热 □王玮

小时候，爸爸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那时，爸
爸家隔壁住的就是一户俄罗斯人家。他们租住爸爸
家的房子，与爸爸家一起愉快地度过了3年时光。

爸爸印象最深的是这户俄罗斯人家的小女孩
儿，那是一个可爱的洋娃娃，每天都在院子里跑来跑
去，跳舞是她最喜欢的运动，而爸爸则是她最好的观
众。孩提时代，两个异国的小伙伴就这样结下了深
厚友谊。

后来，俄罗斯人家回国了。当小女孩儿挥手和
爸爸一家人告别的时候，她们全家人都哭了，而爸爸
一家眼圈也红了。两家人从此再也没有相见。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故事。
年幼的我对爸爸这段孩提时光尚无法体味，只

记得当时爸爸讲得特别动情，而妈妈则在旁边吹着
冷风：你还能娶个“玛达姆”咋的……

我渐渐长大了。每天上学穿着漂亮的布拉吉，
美美的。放学回到家，赶紧写作业，然后跑出去疯玩
儿。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会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使唤我干活儿：“把‘喂得
罗’里的水倒了。”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俄罗斯元素，尽管当时浑
然不觉。

后来我上了大学，有了男友。男友是学俄语
的。当时黑龙江很多中学都开设俄语课，学俄语还
是英语由学生自己选择。那时俄语老师都很厉害，
学生的俄语成绩都很高。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选择
了英语，只是对学俄语的高考成绩比我们学英语的
高颇为不服气：俄语简单嘛，高考让他们占了便宜。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故事。
现在，男友变成了老公。每逢假期，我们都去黑

河看望住在那里的公婆。俄罗斯商品一条街是每次
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仅能淘到正宗的俄货，还有
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和小伙儿。
逛累了回到家，公婆早已备好
了丰盛的菜肴和俄罗斯啤酒，
当然，儿子最爱的俄罗斯黑面
包是必不可少的。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听着小姑子讲她到对
岸（布拉戈维申斯克）打工的经
历，高中毕业的她已经能讲一
口流利的俄语了。

——这是本世纪的故事。
故事还在继续着……

我的俄罗斯情愫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在东北，尤其是哈尔滨，有这样一
种方言，其他地区的人听不懂。这些
词在中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来自于
俄文音译，因为使用频率高，一直沿用
至今。

1.布拉吉
在俄语中布

拉吉就是连衣裙
的意思，但是由
于俄罗斯的连衣
裙有其特有的特
色，所以中国就
直接将这种俄罗
斯风格的连衣裙
叫做布拉吉。布
拉吉是一种短袖
连衣裙，而不是
无袖或吊带的。

2.玛达姆
本 意 是 夫

人、太太。是对
已婚女子的称呼,
通常用在姓氏之
前。在东北，玛达
姆是中年女性的
代名词。

3.嘎斯
我们通常讲嘎斯，指煤气。口语

中常说嘎斯罐，也就是煤气罐。
4.苏伯汤
苏波汤指一种用肉、洋白菜、西红

柿等做的俄式肉菜汤，俄语本身就是
汤的意思，发音“苏波”。

5.喂得罗
只有东北人将一种水桶叫做“喂

得罗”，它是指俄式上粗下细的圆台形
的水桶，俄语本身就是桶、水桶的意
思。

6.格瓦斯
格瓦斯系俄语、乌克兰语，有“发

酵”的意思。是一种盛行于俄罗斯、乌
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含低度酒精
的饮料，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颜色
近似啤酒而略呈红色。但其酒精含量
只有1%左右。在俄罗斯城市，格瓦斯
也可以指红茶菌。

7.苏合力
苏 合 力

是具有传统
俄式风味特
色的面包类
产品，不仅风
味独特，而且
具有较高的
营养价值，深

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酥合力不但香
脆可口，而且营养丰富，易于消化，是
理想的佐餐佳品。

8.木克楞
山区或林区用木材垒成的俄罗斯

式木房子。

9.卡玛斯
俄罗斯汽车品牌。主要车型为多

系列的双轴、三轴或四轴刚性车轴的
商业和军用车辆，有效载重 4吨至 20
吨。后来就成为大型卡车的代名词。

10.格兰
水龙头。

东北话中的俄语
在第二届中俄博览会暨第26届哈洽会期间，俄语翻译日薪千金难求，更盛传高级俄语翻译已经年薪高达60万

元。虽然这是去年10月的“传奇”，可是俄语热潮却一直持续。日前，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省一些边境城市掀起了
俄语学习的热潮，与此同时，俄语毕业生今年就业形势看好。

业内人士认为，在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全方位对俄合作是重头戏，我省从经贸、旅游、文化交流、
医疗等方面对俄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对俄的联系紧密，直接拉动了对俄语人才的需求，俄语生迎来了就业的
春天。每逢盛会，俄语人才供不应求，出现到处抢翻译的火热场面。

在密山市有这样一个班级很“另类”，班上的同学有的是夫妻
档，有的是父女同桌，班级里的学员涵盖不同的年龄段和职业，这个

“奇怪”的班级是由密山市旅游局免费开办的俄语学习班。密山市
旅游局局长陈婧告诉记者，密山作为边境城市，积极发展边境旅游，
对俄旅游在城市旅游中逐渐凸显，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都认为学习俄
语很有必要性，密山市旅游局为满足市民学习俄语的迫切愿望，免
费为市民办班。

今年1月，第一期免费俄语学习班正式开课，160余名学员参加。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学员从事不同的行业，有医生、教师、交警、学
生，也有出租车司机，做小生意的人，以及准备出国去俄罗斯的人。从
免费培训俄语信息发布到正式开班，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报名人数就
超出了班级容量，很多没有参加上的学员还积极预约了下一期学习
班。“早就想学点儿俄语了，经常遇到俄罗斯人打车，却因语言不通而错
失许多顾客，学些日常交流用语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俄罗斯友人服务。”

密山“的哥”左洪雷对记者说出了他再忙也要学习俄语的理由。密山市
血管病医院院长王海林也是学习班的一员，他今年60多岁，平时不论多
忙多累，依然坚持自学俄语。他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患者来中国求
医，尤其注重中医康复理疗。这次俄语学习班，他决定带领医院全体职
工分批参加学习，以便在工作中与俄罗斯患者更好地交流。王海林说，
在边境城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员会些俄语口语应该是必修课。

俄语学习班开课第一天，密山市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刘晓玲担任
主讲教师，她将课程从初级的日常交流沟通展开，以促进密山市旅
游经贸、中医康体理疗等服务行业发展为培训课程重点，教授学员
实用性很强的俄语知识。在课堂上，学生们踊跃发言，学习热情浓
厚。目前，第一期160余名学员经系统学习现已顺利毕业。今年，密
山市旅游局计划开办10期免费俄语学习班，每期学员人数120人以
上，主要是为全力打造旅游名市、商贸重市，提高密山市旅游、商贸
俄语交流水平。

边境城市掀起学俄语热潮

边境城市对俄交流与合作更为广泛，让俄语学习成为必修课，在
被俄罗斯人称为疗养胜地的五大连池，很多医疗从业人才都能说上一
口流利的俄语。当地一家康复医院的医生说，这源于工作中的“自学+
实践”，有的医护人员从未学过俄语，却能与患者很“溜”地用俄语交
流。与很多行业对于俄语只是“入门级”的口语交流不同，一些对俄企
业对于俄语人才的需求更为高精尖，这也更加凸显了俄语翻译人才的
巨大缺口。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我省“龙江丝路带”建设的推进，国
内企业对俄业务增多，俄语翻译需求随之增加。已经举办了26届的
哈洽会对于俄语翻译人才的需求逐年增加，去年的第二届中俄博览会
暨第26届哈洽会召开期间，小语种翻译供不应求，俄语翻译更是千金难
觅，很多公司开出了日薪千元以上的优厚待遇，仍然很难找到俄语翻
译。而作为推荐展会的同声传译，既要能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也要求

翻译人员懂专业知识，对俄合作中高端俄语翻译成为稀缺型人才。哈
尔滨师范大学俄语教师宋景立对记者说，每年哈洽会期间，作为俄语专
业的老师，要承担很多翻译工作，不但自己被“预订”出去承担大量翻译
工作，俄语专业在校学生也成为大会志愿者，几乎全员参与到哈洽会的
对俄翻译工作中，还没出校门就已经开始了实战型“大练兵”。一家在
广州从事国际物流的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因为公司对俄业务份额很
大，专门高薪聘请了一名高级俄语翻译，从最初的每年100万元涨至200
万元，就怕留不住既熟悉业务又非常专业的俄语人才。

对俄贸易火爆，让很多公司开始未雨绸缪。这段时间，在朋友圈
不乏招聘俄语人才的启示，以招聘专职和兼职俄语翻译居多。哈尔
滨市道里区一家企业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公司今年新增
了对俄业务，这次招聘就是为储备俄语翻译，以防公司开展业务时找
不到人。

俄语高级翻译成稀缺型人才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同声传译,日进斗金,按秒计酬的高薪职业。于玲玲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高翻，俄语翻译中的塔尖儿人才，口传、笔译样样精通。20
余人的圆桌会议，于玲玲一人分饰多角轻松驾驭。

一名高级俄语翻译的成长之路是怎样的？记者采访到于玲玲，
请她用30余年的从业经历来诉说。

高翻的成长秘籍
于玲玲 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成为高校

一名俄语专业的教师。如今，她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俄
语口译方向的硕士研究所导师，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经贸俄语、旅
游俄语、俄语翻译等课程。于玲玲说，课堂教学和翻译工作相辅相
成，课堂教学给了很大的能量，俄语翻译工作是实际运用，又促进了
课堂教学，二者合一才成就了今天的她。

在她毕业的那个年代，社会上需要俄语翻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
学校找人，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不同的是，随着中俄从政治、
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与日俱增，除了高校培养俄语专业学
生，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专业翻译公司向外输送俄语翻译人才。

于玲玲是最早参加哈尔滨土生土长的盛会——哈洽会的一代
人。她向记者回忆道：“我从 1991年就开始参加哈洽会，当时是第
二届哈洽会，还不像现在这样大型，在博物馆附近举行，可以说，我
见证了哈洽会的成长，当然，哈洽会也让我在专业上不断进步。”

于玲玲的高级俄语翻译生涯得益于像哈洽会这样的“高大上”
的场合。哈洽会举办了26届，于玲玲参加了25届，每届哈洽会于玲
玲都承担着大量的翻译工作，既有同声传译，也有交替传译。此外，
于玲玲多次担任俄语大赛评委，并多次获得俄语口语大奖。

高翻的职业修养
一名高翻的长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于玲玲说，想成为高级俄语

人才，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学习，有专业的俄语知识作为积淀，才能
有成为高翻的可能。她说，真正的高翻应该是全科人才，不能将一
个翻译仅仅定位在旅游、医疗、艺术、经贸等行业上。一名高级翻
译，需要的是良好的语言功底，而不是在于会不会专业词汇。此外，
高翻还需要快速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和组织语言的能力。这就要
求要了解俄罗斯人的语言习惯，你所翻译的语言要像俄罗斯人的母
语一样，要让人家听得懂，不能翻译歪了，要不然无法达到顺畅的交
流和沟通。

这些年，于玲玲的翻译工作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旅游、医疗甚
至是影视等各个方面，每一场翻译工作于玲玲都能得心应手，二十
几人的大场子，她一人撑全场担任交替传译，靠的就是多年的积累
和专业素养。交谈中，于玲玲说，她从小就喜欢俄语，在懵懂的时候
就喜欢听人说俄语，后来将俄语当成了大学学习的专业，现在成了
她热爱的职业。虽然每天都在从事俄语工作，仍然觉得需要“充
电”，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不断涌现新词和热词，不充实自己不
行。2014年，于玲玲还担任了刘德华的翻译，在电影《我的特工爷
爷》拍摄片场当翻译。于玲玲说，今年4月1日，这个电影就要上映
了，到时候我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看。打开手机里她和明星们的合
照，于玲玲说，高级俄语翻译这个职业很好，不但能够接触各种高端
人士，还能追星呢！

高翻的经济观点
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中俄经贸往来一直是于玲玲接触的重要

方面。她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俄经贸往来呈现这样几个
节点：上世纪 90年代初，中俄的经贸往来主要以易货贸易为主，后

来开始走向中俄合资。2010年以后，中俄经贸合作的趋势是俄罗斯
来中国寻求投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了，俄罗斯
非常愿意与中国合作，有的俄罗斯州政府以政府的名义来“招商”，
看中的就是中国这块市场。她说，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和我
省建设“龙江丝路带”后，她承接的很多案子都是经贸往来方面的。
作为一名高级俄语翻译，于玲玲说，当谈判双方将目光都聚集在你
的身上时，你就是中俄交流的大使，当因为你在场当翻译而达成一
个合作时，内心很自豪很激动。她说，随着中俄政治、经济、文化等
层面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翻译人才有更多的机遇，希望俄语
专业的在校生能够努力学习俄语专业知识，练就一身真本领，成为
一名高级俄语翻译人才，补充高级俄语翻译需求的缺口。

于玲玲 高级俄语翻译长成记

“天下俄语半是黑”，这句流传在国内俄语界几十年的
美谈，曾代表着一个时代对黑龙江大学作为新中国俄语人
才摇篮的推崇，而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理念的
不断创新，“黑大制造”则凭借着坚守高层次、高质量、高规
格的人才培养标准，向新的时代需求做出有力应答，延续着
属于黑大俄语的美誉和辉煌。

黑龙江大学前身是 1941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国人民抗
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俄文队。建校以来五次易地、十次更
名：1946年初，原延安外国语学校北迁至哈尔滨；1958年，
经扩建、更名成立黑龙江省第一所综合型大学——黑龙江
大学。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是黑龙江大学最久负盛名的
学院。该院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俄语专业实力雄居全国第
一，享有“全国俄语根据地”之美誉。

黑大俄语学院

于玲玲（左）和她的学生。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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