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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孟浩（1927—2015），平湖人，上海外国语

大学原校长。1947年进入同济大学机械系，1949

年 12 月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

校，1955 年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并获副博士学

位。历任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主任、副院长、院

长，兼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一、二届会长等

职。1988 年，获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美国滑石

州立大学授予的荣誉勋章，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

授予的普希金奖。在现代俄语句法研究的领域里

卓有建树，《现代俄语句法研究》一书中的某些内

容被语法专家乌哈诺夫和伊尔契珂娃合著的《苏

维埃时代俄语句法学的发展》所引用。

1981 年，胡孟浩代表原上海外国语学院会同

其他兄弟院校着手筹建了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

从此，冷落多年的中国俄语教学研究活动又得以

恢复并逐渐活跃和扩大起来。1986 年在他领导

下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和中国其他几所外国语学院

共同倡议组织了一个民间性质的外语院校协作

组，这为中国外语院校之间交流信息、扩大联系架

起了一座桥梁。1984 年，胡孟浩受国家教委委

派，率领中国俄语教学代表团访苏。访问期间，代

表团会见了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联合会秘书

长科斯托马罗夫院士，双方就中国俄语教学研究

会作为中国俄语教师的代表加入这一问题达成了

协议。1985 年，该组织正式邀请中国俄语教师代

表团作为该组织的集体会员单位出席 1986 年的

МАПРЯЛ年会，这无疑为加强中国俄语教师

同国际俄语教师的联系，提高中国俄语教学和研

究在国际上的声誉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85 年

胡孟浩在中国首批招收攻读俄语博士学位的研究

生。为表彰他为促进中俄文化教育交流事业发展

作出的卓越贡献，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向胡孟浩

教授授予了普希金奖章和证书。

上世纪 80 年代初，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

的胡孟浩提出了设立“复合式专业”的设想，根据

当时上外的师资条件，成立了新闻与经贸两个专

业。1984 年经高教部批准，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开

始招生，附设在英语系，这是全国外语院校的首创

之举。胡孟浩在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期间，

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

精力，他始终以卓越的领导艺术、求实的工作作

风、浓厚的艺术气质和非凡的个人魅力感染和团

结着周围的人。2010 年

胡孟浩曾担任上海平湖

经济文化促进联谊会顾

问。2015 年 9 月，胡孟浩

临终前向上外捐赠 100

万人民币设立“思源奖”,

勉励上外学子勤奋踏实，

饮水思源。（人物资料由

平湖市档案馆提供，部分

来源于网络） 阿奴平湖宁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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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孟浩：普希金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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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公园里的“中国唱片史”藏在公园里的“中国唱片史”

在有都市绿肺之称的徐家汇公园一隅，有一

栋小洋房悄悄掩映在繁茂的枝丫与绿叶之后。若

不是有心寻找，你很难找到这个挂着“衡山路 811

号”铭牌的地方。这洋房红色曲面坡屋顶,带老虎

窗，周身清水红砖墙面，转角设隅石。上海有着无

数幢红色外墙的楼宇，但能被人们称之为“小红

楼”这一名称，只有徐汇那独一无二的一栋。

“小红楼”是一处为唱片而生，为唱片而用的

地方，这里承载了中国唱片业发展的历史。与外

表灵巧丰富的形式相比，屋内的装潢显得精致考

究，楼道呈左右分开转折而上，楼道很宽，大约有

两米多。历经七八十年风雨，楼板却基本不变形，

底楼作录音及招待之用，墙上至今还挂着一个录

音须知细则的镜框。

与在空中飞翔一样，将声音留住同样曾是人

类的一大梦想，在留声机问世之前，声音不能复

制，只能模仿，而留声机和唱片的发明历程正是这

一梦想的实现过程。十九世纪末法国百代公司登

陆上海带来了留声机。这种“伶人歌唱可留声，转

动机头万籁生”的机器很快成为沪上时髦，在上海

时尚家庭中迅速普及。但凡是较为殷实的上海人

家，都置有留声机。

以“小红楼”为象征的百代唱片公司是中国最

早的唱片公司，民国时期是百代唱片公司发展的

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音乐蓬勃发展的时

期。“小红楼”开创了中国唱片生产历史，上海的第

一间录音室就曾建立在“小红楼”中。无数对中国

音乐发展影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小红楼”中开

拓自己的事业，施展自己的才华，留下了自己的记

忆与声音。许多大牌歌星当年都以能在这里录制

唱片为荣，换句话说，将百代“小红楼”视为中国唱

片的“名人堂”也毫不为过。《夜来香》《玫瑰玫瑰我

爱你》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代表作都在此录制

诞生。这里见证了中国新音乐的蓬勃发展。

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唱片的功能基本

已被数字化所替代。不过没有人能够否认唱片的

辉煌历史，唱片制作过程中留下的声音资料是宝

贵的，其文化意义非凡。

“小红楼”经历了中国唱片业世纪浮沉，记录

着中国唱片业百年的精华和精神。可如今的“小

红楼”只是一家高档餐厅，过去的一切如同过眼云

烟一般，倘若没有门口“优秀历史建筑”的铜牌，没

人知道这里曾发生了

什么。我并不认为上

海缺少那一两家高档

餐厅，希望这记录着海

派文化的建筑，能有真

正的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