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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不需要很多人学，但总需要有人

学 。”李右溪对甲骨文专业 “ 一 见 钟

情 ”， 毕 业 后 依 然 坚 持 在 这 门 “ 冷 门

绝学”里，做起了甲骨文科普短视频

博主。

学甲骨文到底有什么用？实际上，

在我国已发现的大约 4500 个甲骨文单字

中，仍有近 2/3 无法被释读，中国文字

博物馆以最高 10 万元/字重金悬赏破译

人员。

古文字破译人员成了市场上“重金

难求”的人才。

就业市场上还有一些学着传统冷门

专业的学生也意外备受青睐，成了“香

饽饽”。

在河北师范大学今年举办的家政学

专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来自京津冀

的 36 家单位一共提供了 750 余个就业岗

位，岗位数是应届家政学专业毕业生人

数的 28.8 倍。在上海电机学院材料学

院，大多数焊接专业的毕业生手握多份

Offer （录用通知）。

只谈热爱不足以成为真
正被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

大学本科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李

右溪在古代汉语课程上第一次了解到了

每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她一下子就被

吸引住了，“就会有一种好奇心，想知

道每个字最初是什么样子的”。

凭着极大的兴趣，李右溪选择了甲

骨文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可没想到，

这一专业“又难又冷门”。

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刚开

始都不认识‘字’，入门的书半天可能

只能看一页，就算看懂字了，却不知道

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读研阶段，李

右溪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学习，

“就连写毕业论文也是边学边做研究”。

去过互联网公司工作，又重新拾起

甲骨文专业，李右溪还是想“一头扎

进”自己热爱的领域。“汉字本身也是

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背后具有极大的文

化价值。”很多人在李右溪的讲解下，

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李右溪

觉得，“学习甲骨文就像在‘破案’，一

部古文字史就是一部中华远古科学技术

文化史，里面可挖掘的东西太多了”。

“ 学 古 文 字 真 的 是 毕 业 即 失 业

吗？”她在自己的短视频中回答了这一

大家关心的问题，“这一冷门专业虽然

可以找的工作没有那么多，但少且稳

定，受市场经济影响小，像考古文博机

构、编辑出版、教育科研机构，还有相

关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都会需要古文字

专业人才。”

不过，她也坦言，虽然竞争压力没

有热门专业的压力大，“但薪资普遍偏

低倒是真的，靠的主要就是热爱”。

年轻人开始依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

和择业，曾经的冷门专业“热”了起

来。北京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曾参

与发布的一份 《00 后高考志愿兴趣报

告》 显示，人文专业方向，学生最感兴

趣的前 3 个专业分别是历史学、文物与

博物馆学以及考古学。

只谈热爱不足以成为真正被需要的

专业技术人才。在深圳博物馆藏品保护

部主任、副研究馆员蔡明看来，近年

来，一些考古类影视作品和相关纪录片

的热播，带火了考古学专业。

考古学专业是一个需要“坐冷板

凳”的专业，“也不是挣大钱、挣快钱

的行业”。蔡明建议，“如果仅仅是受影

视作品影响而报考是不成熟的，真实的

工作场景或许跟想象中不一样，在考古

一线工作需要吃苦与坚持”。

河 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

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张春长坦言，之

前的考古、文博专业还属于“在象牙塔

里的冷门小众专业”，“随着我国经济实

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

和地方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等，这些专

业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人喜

欢上了考古与文博专业，这是一个好

趋势”。

张 春 长 告 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 ，

“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但目前，

我国考古行业对于人才需求仍迫在眉

睫，特别是中高级职称人才是极度缺乏

的，这一行业人才的缺口一时间难以得

到填补”。

文 旅 部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年 末 ，

全国共有各类文物机构 11340 个，但从

业人员仅有 19.03 万人，其中高级职称

12757 人，仅占 6.7% ；中级职称 24129
人，占 12.7%。

他也观察到，大量考古文物机构特

别是一些文物大省，都正在进行大范围

招聘，并采取相应人才引进政策，吸

引 更 多 有 志 青 年 加 入 文 物 考 古 事 业 。

“‘十四五’期间，河北文物考古研

究院扩充编制至 180 人，现有在编人员

仅有 60 余人，近几年的人才需求量比

较大。”

在他看来，考古学专业毕业生目前

的就业前景还是不错的。“我国力争到

2025 年 文 物 考 古 科 研 人 员 数 量 增 长

25%，壮大考古人才队伍，加强考古学

科和队伍建设，因此全国考古学专业机

构的人才需求量远大于考古学毕业生的

人数。”

“中央、各级文物考古研究机构、

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博物馆、设有文博

考古专业的高校、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以及文化旅游部门、美术馆、拍卖行、

文物鉴定机构、文物商店、海关、出版

社、报社等单位都是主要的就业去向，

所以未来的就业前景也是十分广阔。”

张春长说。

面向国家所需、行业发
展，冷门专业背后蕴含更大
的人才市场需求

报考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专业

前，陈洪英“完全没听说过”。在了解

专业情况的家人建议下，她选择了这一

专业。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她早早就

拿到了 Offer （录用通知）。

陈洪英和同学们经常会聊起“去哪

里就业”的话题。在她看来，尽管专业

名称“很冷”，就业选择却很多元。“可

以选择船舶行业、航空航天、科技公

司，也可以选择一些电子信息类专业对

口的工作等。我收到五六份 Offer （录

用通知） 都算数量少的。”

工作近一个月，陈洪英更加了解了

自己所学领域的重要性。她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研究生阶段跟着课题

组做项目，初步接触了国家战略所需的

工作。入职后更了解到，我们现在处在

海洋强国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才缺

口比较大，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机

遇，可以发挥自己所学知识”。

“严格意义上讲，水声工程从诞生

开始就是海洋声学与信息技术的交叉学

科。”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迟骋告诉记者，该领域学习

的理论和处理方法与普通信息技术专业

是一样的，也涉及人工智能等最前沿的

技术探索。

“虽然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会比较陌

生，但就业市场一点都不冷，供不应

求。”他说，从国家战略需求来说，当

下海洋领域人才缺口比较大，个人就业

选择就更多了，“央企、国企、科研院

所、高校、前沿科技企业等，都可以投

递简历。”

“社会不断发展，行业发生变化，

一些冷门专业所对应的行业其实是在逐

渐 升 温 的 ， 像 新 能 源 汽 车 、 航 空 航

天、集成电路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

的新兴产业等在快速发展下，相关高

端制造人才需求越来越大。”上海电机

学院材料学院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张静

说，既懂技术又懂智能化的人才是制造

业的紧缺人才。

这一人才紧缺在焊接领域显得尤为

突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的 2022 年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焊工排名 12 名，连续 3 年

上榜。和市场庞大的需求相比，人才缺

口显而易见。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学院焊接专业教

师杨淼森说，焊接是目前唯一能够实现

永久连接和密封连接的一项技术，用途

非常广泛，既应用于航空航天、芯片制

造、船舰制造等重大工程，生活中遇到

大多数产品都可能需要用到焊接工艺。

“与传统印象中不同，其实不少看似接

地气的技术落后，同样也会掣肘行业的

发展。”

“但大家的认识往往不够，可能还

认为焊接就是传统的迸着火花的操作方

式，劳动条件还艰苦。”杨淼森坦言，

希望社会对此类专业的认知度更高一

点 ， 这 对 焊 接 方 向 人 才 培 养 更 有 利 。

“技术是与时俱进的，比如材料技术发

展了，自动控制技术发展了，焊接也在

进行智能化改造，通过大数据、自动控

制、机器深度学习等方式，都能逐步实

现智能化的焊接。”

由于每年焊接专业仅招一个班 30
人，焊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并不成问

题。“可以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

都离不开焊接。在国家重点发展的能

源、矿产、交通运输业等 11 个重要领

域，新材料、先进能源、海洋技术、空

天技术等 8 大前沿技术，以及大型飞

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 16 个重大

专项中，有超过一半的技术实现需要焊

接人才的支持。因为抢手，他们的薪资

水平也都比较高。”

人才缺口大 这些冷门专业“热”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场内人潮涌动，场外一票难求……

今年暑假，“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与

之同样火热的还有博物馆文创。以院藏

文物青玉人首蛇身玉佩为原型，河南博

物院的玉佩棒棒糖每日销量超 1500 份；

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松鹤延年创意升降水

果签，累计销售上千件；中国国家图书

馆“甲骨文”系列文创产品销量已达 7
万余件……

让文物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让

文化遗产不再是尘封于书本的记忆，各

大博物馆正进行文创开发，让文物“活

起来”，焕发绚烂光彩。

“ 文 博 文 创 是 大 众 与 生 活 的 超 链

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化创新与

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杨越明认为，文博文

创将过去、今天和未来串联在一起，让

大众在当下的生活中感受到穿越时间的

魅力。

当前博物馆文创呈现出怎样的特

点？在新时代，博物馆应如何因地制宜

发展文创？

从打卡留念到品质品味

2020 年 4 月，一头须鲸在海南省澄

迈 县 桥 头 镇 搁 浅 死 亡 。 得 知 消 息 后 ，

中 国（海 南）南 海 博 物 馆 将 其 运 回 馆

内，请专家进行标本制作后开设 《南

海鲸灵—馆藏鲸类标本展》，并推出随

展文创“鲸喜系列”。

由“须鲸”这一元素延展，博物馆

将关于鲸的自然知识印制在笔记本内，

推出鲸喜系列科普笔记本。同时，选取

鳀鲸、抹香鲸、虎鲸、座头鲸的形象，

结合美济礁灯塔、华光礁 I 号、南海馆

建筑、玉壶春瓶等南海元素，推出“冰

箱贴”“行李牌”以及系列首饰。

在“马踏飞燕”毛绒玩偶火爆出圈

后，甘肃省博物馆再以镇馆之宝“铜奔

马”为原型，推出“铜奔马”立体拼装

积木。研发团队历时半年，在保留文物

原有特色“歪头杀”的基础上，推陈出

新。馆方出品的首款产品以 859 件颗粒

积木拼配而成，让玩家既能享受拼装的

娱乐，也能感受文物鲜活之美。

以首饰为载体，让文化回归生活。

深圳博物馆以馆藏的金漆木雕文物为设

计 灵 感 ， 设 计 开 发 出 了 “ 喜 上 眉 梢 ”

“梅竹先春”两个系列文创首饰。湖北

省博物馆则以馆藏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及

文物上的击鼓舞蹈图案为灵感，推出乐

臻圆满系列，包括箱包、渔夫帽、丝巾

等出行用品。

在杨越明看来，现在文博文创产品

大致分为 4 类：第一类是打卡留念型，

例如文具、书签、冰箱贴；第二类为颜

值趣味型，这类产品通过创意设计将原

生态的文博资源卡通化、趣味化，引起

大众对文博资源的注意力，例如公仔、

包袋；第三类是参与体验型，例如考古

盲盒、解谜书，让使用者在体验中加深

对产品的理解；第四类则是品质品味

型，即重在满足高阶美好生活的需求，

体现个性化，例如基于馆藏珍品的贵金

属饰品、高仿真摆设。

当博物馆文创变身盲盒，
是形式单一还是独具特色

作为近年来在年轻群体中广泛流行

的潮流玩具，盲盒不仅在动漫领域备受

欢迎，在文博文创方面也全面开花。

广东省博物馆推出的“南海 I 号”

水下考古盲盒，是盲盒更是 DIY 产品。

在盲盒中，不仅有水下考古发掘的瓷

器、铁器展示，还将沉船的整体打捞过

程在打开盲盒时得到展现。四川广汉三

星堆博物馆的“‘三星堆 X 号坑考古

记’教育体验盒”采用场景化的构造方

式，将考古现场等比例微缩，并设置有

在线考古报告，让体验者在体验考古的

同时了解相关知识。

不同于考古体验箱的“挖呀挖”，

鄂尔多斯市博物馆的“发现之旅——盲

盒香氛蜡烛”采用了“烧呀烧”的方式

展现文创产品形态。盲盒以博物馆建筑

外形为蓝本，内置 8 款鄂尔多斯动物纹

饰青铜件。当蜡烛徐徐燃烧，青铜饰件

逐渐浮现，未知的答案缓缓展现。

除了考古现场体验，很多博物馆还

将盲盒和文物制作过程有机结合。河南

博 物 馆 推 出 的“ 雕 刻 的 宝 物·传 拓 盲

盒”，通过拓片将文物的纹饰呈现在纸

张之上，让大众亲身体验传拓这门传统

工艺。安徽博物院将手工皂作为介质，

模仿青铜器冶铸的整体流程，推出“铸

客来了——文物冶铸盲盒”……

“ 盲 盒 具 有 一 定 的 趣 味 性 和 偶 然

性，能够激发人的好奇心。”杨越明认

为，盲盒不仅仅是碰运气，它更大的价

值在于挖掘的过程。很多考古体验盒中

配有指导手册，写明注意事项例如戴手

套、注意“文物”与空气的隔绝等。她

表示，盲盒看似小小的，实际上它将考

古挖掘的常识、中国尊重文化的精神都

浓缩其中，这是文物挖掘面向公众的一

个良好尝试。

然而，很多人对于博物馆推盲盒存

在质疑，认为形态单一。对此，杨越明

并不赞同：“盲盒作为一种成熟的市场

产品，确实具备一定的重复性，但我们

也 要 看 到 盲 盒 内 在 文 物 资 源 的 独 特

性 。” 她 认 为 ， 只 要 设 计 者 “ 尊 重 文

物”的初心不改，让更多人能够通过盲

盒感受多元的文化和文物资源，“何乐

而不为”？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文创

当国潮渐趋流行，当文博不再小

众，博物馆应如何在新时代因地制宜发

展文创，成为行业从业者关注的话题。

杨越明认为，找到最能够吸引大众

的文博资源是关键，“名气大”不等于

“合适”，“能够和大众形成沟通的藏

品才是最好的”。同时在开发产品时要

避免盲目性，“ 文 博 文 创 可 以 和 馆 内

的 常 设 展 结 合 起 来 ， 让 文 创 成 为 展

览 的 延 伸 ， 而 不 只 是一个普通的产

品”。此外，博物馆要建立健全文博机

构内部文创开发的机制，不论是内部挖

潜还是外部增量，都有可能为博物馆的

文创赋能。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助理馆员刘维认

为，博物馆因地制宜发展文创首先要创

新，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讲故事。

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凤琴表示，除了文创产品，文创类

研学科普活动、科普剧等方式也值得

探索。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坐落于湖南省宁

乡市花明楼镇，地处 5A 级景区之中。

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龙文阳介绍，纪念馆

的文博文创发展主要通过“文化 + 旅

游”的方式来实现：将文创和红色文

化相结合，推出主题党课、红色课堂

进教室等活动；在展览方面，纪念馆

多次推出主题展和特色展览，并成立

博物馆文创协会。

“博物馆因地制宜发展文创，可能

不仅需要做好文创产品，陈列、研究

等 方 面 的 工 作 都 很 重 要 。” 中 国 （海

南） 南海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朱 磊 说 ， 文 创 的 发 展 不 是 单 打 独 斗 ，

需要博物馆不同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和

融合，各个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学习和

交流，不断地创造新的认识，实现创

新性的发展和转化。

暑假文博文创火热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

8月 18日傍晚，安徽阜阳，求职者在颍州区夜市招聘会现场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