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一见钟情”比起来，“先婚后爱”似乎才是冷门专业学子的常态。有人在
文物与博物馆学越学越带劲，直到读了考古方向的博士；有人在文物保护与修
复入了门，甚至放弃了游戏设计……

馆校合作助力科学教育实践能力提升

130余名教师集中培训

本报讯（记者 罗欢） 近日，由中国科学技术
馆主办，贵州科技馆承办的“2024年馆校合作中小
学教师科学教育实践能力提升培训”在贵州科技馆
举办，来自青海、云南、贵州三省共计130余名科
技教师和科技馆辅导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高校教授、教育专家、特级教
师、科技馆优秀辅导员通过专题授课、实操演练、
案例交流、课程设计、调研学习等多种形式，让参
训学员们打破学科壁垒，充分利用科普场馆资源，
共同探索跨学科项目式教学方法和模式，进一步提
升科学教育实践能力。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们走进贵州科技馆、贵州
省地质博物馆进行实地调研，有效提升教学创新能
力，开拓教育新思路。

培训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科技馆体系和
中小学校深度合作，馆校合作助力科学教育实践能
力提升，为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共同推动科学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资讯

我在读“冷门”专业

沉浸式参与非遗蜡染学习
安顺博物馆举行体验活动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曦

千年遗韵，由染而生。日前，安顺市博物馆举
行了一场制作蜡染体验活动，40余名小朋友与蜡染
亲密接触，沉浸式参与非遗蜡染的学习、制作中，
感受非遗蜡染的独特魅力。

活动开始，安顺市蜡染协会秘书长朱兴东耐心
地为大家讲解蜡染技艺的特点和制作过程，通过欣
赏蜡染作品，感受蜡染艺术的魅力。随后，小朋友
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在老师的一一指导下，充分发
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一件件纯白色的棉布变成了
一幅幅赏心悦目的蜡染作品，每一幅作品都构思巧
妙、图案别致。大家在围观点评中，欣赏彼此的劳
动成果。

本次蜡染体验活动还吸引了外地游客参加。从
福建到安顺避暑旅居的徐明敏从网上知道这里有蜡
染体验活动，就给女儿们报了名。

“我们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蜡染，这是第一次接
触。我觉得博物馆举办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小孩
子们都很喜欢，因为他们本身喜欢画画，再加上民
族特色的元素，让整个活动变得很有意义。”徐明
敏说。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宣传和推广蜡染这一非遗
文化，安顺市博物馆不仅在一楼开设有专门的贵州
蜡染博物馆，还不定期开展蜡染体验活动。

佛港澳青年赴黔东南
开展社会实践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蒋鸿琪 通讯员 王俊

近日，在榕江县兴华水族乡田懂村举行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青年社会实践活动，来自佛山、澳门、
香港等地30余名青年志愿者，共同参与了以“湾
区共融，携手‘黔’行”为主题的2024佛港澳青
年黔东南乡村振兴行系列活动。

为更好发挥青联委员联系服务青年作用，促进
黔东南州与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往交流交心交融工
作走深走实，创新湾区青年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
积极引导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佛山
市青年联合会、黔东南州青年联合会、澳门青年志
愿者协会、香港游乐场协会选择在这个美丽的小村
庄举办了该次系列活动。

“这里非常美，乡亲们对我们也很热情，这几
天我们都吃住在村里，教孩子们绘画、唱歌，帮他
们修足球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得到
了很多收获。”澳门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苏铭
琳告诉记者，他们组织兴华乡青年到田懂村开展直
播带货培训，在村里为村民免费拍照，开展爱心义
诊，同时开展武术、游园会、民族歌舞等文化交流
活动。

活动为期5天，湾区青年们不仅收获了丰富的
知识和经验，还与田懂村的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通过实地考察、文化交流、志愿服务等多种形
式，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推动乡
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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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张沐旸从本科热门的汉语言文
学专业跨考到北京服装学院，目前是中国古
代服饰抢救传承研究方向的在读博士，这个
专业既需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服装史，也要做
一些古代服饰的修复工作。

在张沐旸做研究生跨考这个决定之前，
文博、文保专业的“冷板凳”还没有变热的
势头，他对汉服感兴趣，大二就开始到处找
人询问如何才能转去学“服装史”。

在北京服装学院，张沐旸也算是特别的
存在。这个皮肤黝黑的男孩开始学习针线活
儿，拿起两块布就开始练平针，尽量缝到针
脚均匀，再练回针，各种针法不停地练习，

“唯手熟尔”。
像张沐旸这样从热门学科转专业到文博

文保专业的人近些年来不在少数。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党委副书记刘超发现，这两年该校
历史学院都是转入的比转出的多。他问学
生：“你们当时填志愿时为啥不选历史专
业？”有些学生回答这个专业当地省份招生

计划有限，只能先被其他专业录取，大一下
学期再申请转到这里。也有喜欢历史相关专
业的学生在填报志愿时，按照父母的意愿填
报了其他专业，但入学后发现对所学专业实
在不感兴趣，最后还是申请转专业。

博物馆热，国家重视了，考古和文保会
成为热门的专业，编制在扩充，商业化考古
公司更加完善，未来将是一个就业趋势。

即使考古仍然大有可为，比如位于河南
省洛阳市的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至
今，60多年，仅发掘了遗址总面积的2%。
各级编制在扩充也确有其事，但袁博和身边
的朋友都不敢做“冷板凳正在变热”的预
测，也不轻易劝人学考古。

如今，文博事业迅速发展带动着全国博
物馆数量与质量持续提升，对历史学类尤其
是考古文博方向的学生需求较大，考古的方
式越来越丰富，人类学、民族学甚至计算机
等学科参与其中，业内有一句话叫“如果只
懂得考古的知识是干不了考古的”。

“冷”“热”交替4

这几个读“冷门”专业的年轻人都在寻
找着自己谋生的位置。

打算直接就业的李子涵是个能折腾的
人，参加品酒会；在实验室自己酿果酒；学
校办足球赛。

葡工专业的学生在课堂上其实缺乏品鉴
葡萄酒的机会，大二的时候李子涵和同学们
重启了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的葡萄酒文
化协会，联络在行业内站住脚的学长学姐作
讲座，张翛翰是李子涵在这些活动中结识的
大师哥，在他的帮助下，葡萄酒协会争取来
了“捐酒”。

2011年从中国农业大学葡萄酒专业硕士
毕业后，张翛翰就进入了葡萄酒拍卖行业，
工作之余也会回学校给本科生授课或讲座。

“为爱发电”是坚持在葡工行业的人共
同的特点，在回答学生提出的就业问题的
时候，张翛翰没有回避“葡工毕业之后转
行的比例还是蛮高的”，这并非一个今天才
有的现象，从事本专业直接对口的栽培和
酿造的人不多，但其中有的成为了中国最

年轻的酿酒大师，也有人摘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明年就要就业了，李子涵还是喜欢自
己的专业。“哪怕葡萄酒的岗位没那么好，
但只要能接受我就会选择”。如果不如愿，
他想在别的行业多挣几年钱，去看看国外
的葡工专业如何培养人才，“再找机会回
来”。

普什图语的就业几乎是定向的——外交
部、边检，还有一些中国驻阿富汗的工厂需
要随行翻译。临近毕业，陈滟鹭觉得自己的
普什图语不够好，她问师哥师姐这门语言该
如何用在工作中，得知他们都是在工作中每
天看当地的报纸、收听广播以及和当地人交
流才渐渐用好。陈滟鹭决定读相关专业的研
究生，未来她可能会选择从事普什图语相关
工作。但是当下，陈滟鹭希望让人生方向再
开阔一些。

俞明锐则希望自媒体还能再做得好一
些，他对非遗手艺感兴趣，除了书画和古籍
修复，以后没准儿还会尝试点儿别的。

寻找坐标3

专业选择也并非一成不变，为了更好地
“培养人”，一些高校尝试为学生提供专业选
择的二次机会。

2005年教育部发文同意高校允许学生
转专业。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实行自由转专
业政策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
等众多高校纷纷宣布专业转出无门槛。今
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这项政策。

一位在高校任职多年的招生老师说，如
果学校实施自由转专业，一些学生会抱着冷
门专业进，再转到热门专业的想法，但是，
以她的经验，不少人“学个一年半载就会感
受到学科的魅力，而选择留下了”。

但是，不论是冷门专业，还是热门专业
的学院，很多老师都不太赞同完全自由转专
业，需要一定的比例控制。

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发布《关于规范
本科生涉农专业转专业的若干举措》，提出
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涉农学院净转出人
数一般不得超过当年学生数的3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沈睿文在
说起“考古变热”这个现象时提到，对于自
己真正喜欢的专业不存在什么冷门、热门。

“人不能只钻到‘孔方兄’里面去，还应要
追寻自己内心所爱，并要对国家和社会有一
些正向回馈。”

很多冷门专业的学生寻找自我坐标，如
那幅被俞明锐修好的书法作品：“夕阳红
霞，晨曦白露，短暂光阴何曾误，闻鸡起舞
鍊身心，引吭唱晚横槊赋。情寄山水，意托
花树，玩味人生惜朝暮，长江后浪推前浪，
聊慰此生未虚度。” 来源：《中国青年报》

坐标的导向5

陈滟鹭形容自己与普什图语是“先
婚后爱”。

这门小众语言的使用者分布于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西北地区，加起来大概有
2000万人。

陈滟鹭于2021年被录取至中国传
媒大学普什图语专业，选这个专业是为
了够得上中传的分数线。

在学习的过程中，陈滟鹭发现本土
习俗会掺杂在语言符号中，给予她看待
世界的别样视角。这个民族勇敢好战，
所以表达也不似中国人这样含蓄，她开
始理解普什图族的精神规范和一些行为
背后的文化动因。陈滟鹭向他人介绍自
己学普什图语专业，总能引起对方的好
奇，“他们觉得你很特别，久而久之自己
也觉得很特别”。

一家车企的实习销售人员李子涵总
是有意无意地和顾客透露自己的专业，
这是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兴趣的最快捷方
法。前不久他靠着给顾客推荐葡萄酒，
卖了一辆30多万的车。他的专业名称
是葡萄与葡萄酒工程——2021年，中国

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重启葡萄与葡萄酒
工程专业（以下简称“葡工”）的招生。

李子涵从小就被父亲带着感受酒的
风味与文化，他还在报考前查了资料，互
联网告诉他当下葡工的专业人才缺口很
大。

一年读完，葡工专业60个人中13
个人选择转专业，市场营销是转入最热
门的选择之一。

但李子涵选择留了下来——在酒厂
实习时，他曾经在发酵桶里看到这样一
个画面：一朵朵像梅花一样的淡紫色酒
花漂浮在酒体表面，拿手电一照，下方的
气泡“咚咚咚”地往上顶，这是酵母菌在
活跃反应，产生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泡，
他感受到，酿造是“微生物的艺术”。

以上种种学科的“趣味”是李子涵选
择继续学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的原因。但
是，与“一见钟情”比起来，“先婚后爱”似
乎才是冷门专业学子的常态。有人在文
物与博物馆学越学越带劲，直到读了考
古方向的博士；有人在文物保护与修复
入了门，甚至放弃了游戏设计……

“有心理预期，但没想到……”有学生
说。

没想到40多个普什图语字母就学了半
学期；没想到学葡工还得学电焊、机床，进
了酒厂才知道“厂里的活儿都得用上”；没
想到考古工地这么缺水，15天不能洗澡，有
时候连洗脸的水流都不能满足，一下雨就下
个大的。

2021年4月，袁博跟随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河南荥阳做田野考古，这是袁博学考古专
业以来第一次正儿八经下田野。他挖到了一
根人骨，并由此发掘出一座普通人的墓葬，
哪怕研究价值不大，也没有陪葬品，但对袁
博意义非凡。

荥阳市是郑州边上的一个县级市，7月
20日大暴雨前夕，袁博和同事给工地盖了
布，等袁博他们再去工地，盖布上积满了
水，渗下去的雨水将四方的挖掘现场冲成了
一个又一个小斜坡——骨头被泡在水里，连
同其他被发掘出来的文物一起。

首先要把水抽干，工地里没有电，他们
用小型抽水机，连着电瓶车的电瓶，慢慢地

抽水，其他人则拿着盆和桶，将水舀出去。
哪怕在农村长大的袁博，也觉得这实在

不是个轻松的工作。
袁博说，博物馆里那些精美的或者极具

历史价值的文物，可能一个田野考古的工作
者一生都挖不到一件，他们日常找到的都是
古人的“垃圾”，各种各样的碎片废弃物，要
把这些东西耐着性子整理出来，编撰成“枯
燥无聊”的考古报告，然后存放在仓库里。

俞明锐今年25岁，两年前毕业于上海
视觉艺术学院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的书画
修复方向，他的电动车上印着一个 LO-
GO——亚洲顶级修复师，他那一届书画修
复方向的学生有13个人，最后真正从事这一
行的加上他只有两个人。

俞明锐读书的时候没有教材，和同学们
在工作室围成一个圈，站着看老师操作，一
站就是一整天。他站在老师的身后观察，有
的时候一个步骤没跟上，后面的就看不懂
了，“和学高数差不多”。

谈起这些专业里“艰难”的部分，这些
学生的语气大多带着调侃和轻松。

意外1

袁博现在是西北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
在本科毕业的时候，他首先选择了就业。
2018年从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大学毕业之
后，袁博加入了一家教培机构的中学部教授
历史。

2019年，他裸辞回家，备考研究生，他
考取的仍然是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考古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袁博发现常常
有考古队被呼唤到基建的现场做抢救性考
古，工程停滞的时候，有施工方会说：“别
让死人拖住活人的脚步。”

袁博现在所在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是已
知面积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诺木洪文化大
型聚落，它的发现首次揭露出柴达木盆地复
杂的功能。作为面积最大的史前大型荒漠绿
洲农牧聚落，为全面研究诺木洪文化提供了
丰富的物质实证，是探讨早期人群适应定居
高原荒漠环境的珍贵样本。该遗址的发掘也
展现出柴达木盆地的文化十字枢纽地位，见
证了早期人群向青藏高原渐进式发展和古代

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程，更是欧亚大陆早期
农牧互动与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缩影。

相比袁博，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的俞明
锐所从事的工作更加具体。

几年前，俞明锐成为社交平台上小有名
气的修复师，有一些观众把自己家的东西拿
给俞明锐修。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遗
作。一名男生将过世外公的书法作品通过私
信发给他，询问能否修复，作品因墙体渗水
未及时处理而长了霉，部分字迹也因霉斑而
模糊不清，但这是外公留下的唯一作品。

为了保护本身的墨迹，在用“魔法药
水”去除霉斑之前，俞明锐用特殊的药剂一
笔一画，重新描了一遍外公的字迹。作品修
好后，寄回男生。不久后，男生的外婆也去
世了，走之前看到了这幅作品恢复了本来的
样貌。

后来，俞明锐还帮人修过地契、族谱，
这些具体有用的修复让文保这个行业走进了
寻常人家。

价值2

2024年的一天，俞明锐在修一幅六尺长的碑帖。受访者供图

李
子
涵
在
葡
萄
田
里
调
研
学
习
。
受
访
者
供
图

袁博在考古工地发掘。
受访者供图 王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