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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技术词典》是以“清华大学编

写组”署名的集综合性英汉普通词典与专

业的英汉科技词典两者之长的大型工具词

典。从1978年出版到21世纪初，多次印刷

发行了400多万册，成为当时工程技术人

员、科研工作者以及出国进修人员的有力

帮手，为“文革”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这在清华大

学的历史上留下了鲜亮的一页。

缘起

1968年7月27日，党中央派遣工宣队

和军宣队进校，制止了武斗，很快稳定了

局势，接管了学校全部领导权。1969年1月
25日，由军宣队、工宣队为主组成的清华

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9年夏，校工宣队和军宣队将我从

动农系教改组调到工字厅校机关工作，后

到教改处工作，毕业分配也就自然而然留

校了。1970年1月学校成立党委会，全面

领导学校工作。教改处由军宣队吕方正副

书记带领的工宣队军宣队员三四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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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技术词典》出版前后的回忆
○张文法（1970 届汽车）

主抓政治思想工作；而教改处唯一的“三

结合”干部是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他负

责全校的教学改革工作，同时兼教改处党

支部书记。我起初的任务是负责教材编写

与出版。

1970年下半年，周恩来总理高瞻远

瞩、排除干扰，召开了数次外事部门有关

人员和高校外语教师的座谈会，对我国开

展外事工作和培训外语人才作出了重要指

示。清华大学闻风而动，于1970年10月首

先开办了英语、日语、德语三个外语班，

开始为我国正式培训科技型外语人才。

1971年4月15日—7月31日，在北京召

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由于许多人对这次

会议的主要议题不理解，争议不断，时停

时开，前后历时3个多月。我校负责教学

改革的何东昌副书记全程参加了本次会

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会议讨

论，有的学校负责人当面反映我国还没有

一部综合型英汉科学技术词典，现在急需

要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没有工具书

极不方便。周恩来总理听后立即表示，清

华大学是综合性理工科大学，能否尽快编

写一部英汉技术词典？又专门向何东昌副

书记交代，毛主席已经指示“教育要革

命”，全国已经开始招生，你们清华大学

应该挑起这个重担。要尽快启动，组织老

教授们编写词典。这项任务由你们清华大

学承担，也只有你们有能力承担，我相信

你们。为了抓紧时间，这个任务也不搞什

么文件下达了。（以上内容根据何东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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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口头传达）

1971年夏的有一天，何东昌副书记要

我跟他一起去外语教研组参加一次全体会

议，说有重要事情传达。于是我陪着他骑

自行车到了主楼三楼外语教研组参加了这

次会议。他首先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上述

指示，同时他也强调了几点，大概意思

是：1.我们清华大学不但要按照党中央和

周总理的指示把外语班的教学搞好，为国

家尽快输送人才，同时也要完成英汉技术

词典的编写工作。我们必须完成这两项任

务，义不容辞，这是党中央的嘱托，全国

人民的期望。2.编写词典只依靠外语教研

组力量可能有限，要发挥全校各系不同专

业的优势，集中有生力量来配合，举全校

之力去完成。3.克服派性，团结一致，拧

成一股绳；排除各种非议，不要怕，解放

思想，放心大胆干。4.会后要仔细研究部

署，克服困难，抽调骨干力量，成立专门

班子负责此事。5.有困难时可以直接找我

（何东昌）帮助解决；小张（张文法）负

责教材编写工作，有关编写词典的事情，

随时与他联系，也可以通过他找我。

从1971年夏到1972年初，外语教研组

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最后成立了以孙复

初老师为负责人的《英汉技术词典》编写

组，开始了这项举世之作。

三年编写，两年半出版

外语教研组抽调了以孙复初、丁孝

弘、程慕胜、詹尔震、吴琼等老师为核心

编写组的有生力量，同时也有校内各系的

老教授参加审校，如孟昭英、钱伟长、施

嘉炀、张任、李相崇、徐日新、王遵明、

宋镜瀛、孙绍先等。所以《英汉技术词

典》的作者署名一直沿用“清华大学编

写组”。

我经常与孙复初老师通电话了解编写

进度，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还经常

顺路到他那里坐一下，聊几句。在三年多

的接触中，孙复初老师从来没有说过任何

有困难的话，都是在那里埋头苦干，带领

全校几十位老教授分工合作，不分昼夜、

不分寒暑、不计报酬默默地工作着。连刚

进校不久的外语班学生们也利用课余时间

参与进来，做一些“剪刀加浆糊”的基础

工作。他们似乎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

给抢回来。孙复初老师的眼睛不好，几年

下来眼镜不知换了多少副，最后到了几乎

失明的状态。我当时就被这些人感动了，

他们如同清华大学搞科研的大多数教师一

样，工作起来就是拼。他们是清华大学

“行胜于言”优良传统的践行者，是清

华大学的骄傲和自豪，也必是中国的科技

脊梁。

该词典经过三年奋战，终于在1975年
国庆节全部脱稿。有的人一定会问，这些

人为何这么拼命？有多少额外报酬？说实

话，最早的这批人除了拿正常工资和得到

一本《英汉技术词典》的奖赏之外，再无

其他额外报酬。

《英汉技术词典》从脱稿到出版印

刷，也经历了不寻常的过程。从联系出版

社，到排版印刷，再经数次仔细校对，最

后到1978年3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前后共

耗用两年半时间。出版社印刷厂也是克服

种种困难、大力支持《英汉技术词典》的

印刷出版工作。例如印刷纸张问题，在那

百废待兴的年代，根本采购不到词典专用

纸张，他们就用普通书本用纸张，虽然这

给印刷和装订带来许多麻烦，但他们一一

攻关。因此在出版的《英汉技术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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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版本中，1978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

刷的是最厚的，达到10厘米之多，比后来

使用词典专用纸张印刷的重印本厚三分之

一，比使用词典专用纸张印刷的缩印本厚

二分之一（见上图）。这么厚的词典对读

者的使用很不方便。虽然如此，第一次印

刷的约3万册词典，一上市销售立刻被读

者抢购一空。

该词典从编辑到付印，从审校到发

行，记载着一大批人的无私奉献和认真负

责的辛劳。正因为如此，广大读者和社会

也给予了各种赞誉。1983年12月《英汉技

术词典》被新华书店评选为当年全国“十

种发行量比较大、最受读者欢迎的图书”

之一；1984年7月，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

会评为“198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

1986年6月，由中国青年报社、《博览群

书》杂志社、北京新华书店评为“1986年
全国优秀畅销书”，并获得首届“中国辞

书奖”。

《英汉技术词典》究竟出版了多少版

本，印刷了多少次，发行了多少册，现在

统计起来十分困难。我走访了国防工业出

版社、版本出版社、国家图书馆、清华大

学图书馆等，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我为《英汉技术词典》做的两件事

在《英汉技术词典》编写和出版过程

中，我主要起了一个联络员的作用，具体

编写工作没有参与。如果说我为《英汉技

术词典》做了点什么，有以下两件事倒可

以记录在案。

第一件事是孙复初老师在《英汉技术

词典》脱稿后要求我帮忙找出版社出版。

他说他曾经联系过一两家，但是都没有成

功。我立即答应他的请求，我说我来帮

忙，不要着急，我一定想办法联系出版

社。此事我向何东昌副书记做了汇报，

他就一句话：“这是你的工作，尽力去

办。”在后来的一周多时间里，我拿出全

部精力来做此事。果不其然，几天里我

联系了商务印书馆、人教出版社、高教

出版社等几十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

北京当时有一百多家大的出版社，居然

一家都联系不成，我也开始着急上火。实

际上，不是他们不愿意接此项工作，而是

由于出版社的人员大部分还在“五七”干

校，出版社还没有正式开展业务，确实有

实际困难。这种情况令我十分苦恼，也十

分无奈。

有一天我忽然灵机一动：部队的出版

单位是否可以呢？于是我第一家就找到了

国防工业出版社，当即拨通了电话，对方
左为 1978 年出版的缩印版本，右为 1985

年 9 月缩印版本的 2001 年第 17 次印刷版本

《英汉技术词典》最早版本与后期版本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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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刻满口答应。当时我还

不敢相信，一周无着落，几分钟就搞定？

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功夫”的感觉。我告诉了孙复初老师，

他也很高兴，我们立即与国防工业出版

社办理了出版《英汉技术词典》的有关

手续。

我为《英汉技术词典》做的第二件事

是起草前言。那是在“四人帮”倒台后，

《英汉技术词典》的排印稿已经过几次校

稿审阅即将交付印刷时，有一天孙复初老

师来到工字厅找我，要求我为《英汉技术

词典》写篇前言。我说我有何德何能，哪

有这个资格写前言呀。经过一番争论，最

后他说：“这是清华大学的集体创作，没

有个人署名，你也该出点力呀，你向老何

汇报看着办吧。”于是我就此事向何东昌

副书记做了汇报，他习惯性地一只手不停

地戳一支香烟，思考了一下对我说：“你

来起草吧，我来修改。”

没有用多长时间，我起草了《英汉技

术词典》的前言，主要内容有三段：第一

段阐述这本词典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

编写完成的；第二段阐明本词典收录多少

词目，涵盖多少专业，适用人员范围等；

第三段感谢兄弟单位的支持，并请读者提

出宝贵意见。然后我把草稿交给何东昌副

书记修改，他看后说，这也得要突出政

治啊，说完在草稿上加了一句话：“以华

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反党集团”，其他词句都没有修改。这句

话只有在1978年、1979年印刷的版本中出

现过，在此后的重印本和再版版本中都进

行了删改，再也没有出现。我做的以上事

情，相比编写组成员几年的繁重劳作，真

是微乎其微，不足为道。

《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主编孙复初教授

（左），编写组核心成员程慕胜老师（右）

结束语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孙复

初老师领导的编写组在《英汉技术词典》

的基础上，增订和重新编写出版了《英汉

科学技术词典》《汉英科学技术辞海》

《汉英常用词语辞典》以及《新英汉科学

技术词典》等十多种词典。孙复初老师从

1971年开始主编词典工作，到2020年12月
25日逝世，在近40年中以惊人的毅力、顽

强的精神，奋战在我校的外语教学科研第

一线，为全校师生树立了“行胜于言”的

好榜样。

《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的另一位重

要骨干是程慕胜老师，她从1972年调入清

华大学外语系，立即成为了《英汉技术词

典》编写组成员。在完成《英汉技术词

典》编写工作之后，紧接着又完成了其增

订本《英汉科学技术词典》的编审工作，

配合孙复初老师负责该词典的总审校。在

保留《英汉技术词典》的主要特色外，增

加了理化、生物等方面的新词，也补充了

新学科、新工艺、新技术方面出现的新

词。她是《英汉技术词典》编写组核心中

目前唯一在世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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