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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周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江涛 朱洪园
通讯员 王智利

“书看完记不住？知识点总是搞混？学习效

率低下？”9月 6日晚上 8点，在河北大学艺术学

院讲师何楚涵的抖音直播间，一场主题为“如何

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的公开课准时开讲。

去年 12 月底，这位“青椒”把第一条作品

上传短视频平台，至今一共发布 80 多条，如今

她已成为一名短视频知识博主，靠一门通识课在

全网圈粉近 500万。

粉 丝

2 月 26 日，何楚涵第一次站在了“艺术导

论”的课堂上。那时，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

毕业生，这枚“青椒”入职河北大学艺术学院仅

一个学期，试水短视频平台两个月。

“这是一门通识课，学校有一个指导框架，

具体内容需要自己完善。”在着手备课之初，何

楚涵就在思考：如何让来自全校不同专业背景的

学生听得懂、感兴趣这门选修公共课？

“我决定用讲故事的形式，讲一些历史、人

文方面的国学知识。”根据课程要求，这位艺术

学博士希望借此向大学生们普及一些传统文化。

为了提前检验授课效果，她决定先在家录一些备

课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如果网上有人喜欢，

大概率学生们也会喜欢”。

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微信——“何楚涵博

士”开通了视频账号，认证职业为教师。

2022年 12月 27日，在家中摆上三脚架，打

开单反相机，何楚涵录制并上传了自己的第一条

视频。在这条 5分 03秒的视频中，何楚涵讲述了

苏东坡与王朝云的爱情故事，其中穿插了当时的

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苏东坡为王朝云所做的诗词。

令她自己也有些没想到的是，这条视频的点

击量很快就突破了 100万，3天时间她的微信视

频号粉丝就突破了 1万人。随后几天，何楚涵又

陆续上传了 《陶渊明，喝酒才是人生大事》《鲁

迅是如何怼人的》《李叔同，半世风流半世僧》

等视频。一个月的时间，她的微信视频号就收获

粉丝 3万人。与此同时，她还开通了抖音、小红

书、B站等平台账号。

但很快，小试牛刀的她却发现粉丝增长进入

了瓶颈期。更有网友毫不留情地留言指出，她坐

在沙发中抱着靠枕的讲述方式明显带有模仿其他

博主的痕迹。

对此，何楚涵表示：拍摄时之所以选择坐在

沙发上，是因为只有这张沙发的背后是一面干净

的白墙，这也是在她面积不大的家庭最适宜出镜的

地方；而怀中抱着靠枕则是因为沙发偏软，这样可

以使她自然地挺起腰，确保自己出现在三脚架支撑

的相机镜头中的合适位置。

很快， 2023 年春季学期开始了。第一次上

课，面对讲台下来自全校 10 来个院系的 120 名学

生，何楚涵主动“爆料”，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她

有 198个粉丝——比课堂中修学分的学生还多了 78
人。当着大家的面，她笑着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

标”：“我要努力下，看看课程结束时的 5月底，能

不能超过 1000个。”

于是，在此后每个周日的下午，设置于教室最

后排的单反相机都会记录下这枚“青椒”与学生的

“艺术导论”课。在这些视频素材中，她会选取

“有知识点、有趣味性、有情绪价值”的部分视

频，剪辑后发布在各短视频平台账号中。

这位新晋短视频博主并不“高产”，每次从近

3个小时的讲课素材中也就剪辑出五六条短视频作

品，时长加起来也不过半个多小时。回看这些课堂

视频素材，何楚涵自己也会发现，身着得体职业装

的她面对学生讲课时的状态与在家中独自面对镜头

时明显不同。

2月 28日，她上传的讲述鲁迅设计北京大学校

徽的短视频点赞破万。接下来，随着讲述汝窑、

宋徽宗、千里江山图等上课视频的发布，作品点

赞量和点击量纪录都不断刷新，粉丝数又开始快

速增长。

5月底，在“艺术导论”整个学期 12次课程结

束的时候，仅在抖音平台，何楚涵的粉丝已超过

80万人。学生告诉她：老师，你火了！

破 圈

今年 9月，随着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何楚涵的

“艺术导论”再次开讲。这位年轻教师讲授这门课

程虽只是第二学期，但凭借在互联网上赢得的良好

口碑，已被学生们所熟知。这位新晋网红教师的课

程在选课阶段就“一课难求”。

在业界赢得口碑后，再借助电视等传统媒体或

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被网友熟知，是之前不少学术大

咖的“网红”晋级之路。与此不同，如今，作为自

媒体知识博主，不少青年教师的亮眼表现很快就能

在互联网上受到关注。

在具有鲜明的互联网气质的何楚涵看来，当下

视频已经逐渐成为主要表达方式，互联网给“青

椒”们提供了更多展示和被关注的机会。

在不同于娱乐的知识“赛道”，取得 8 个月在

全网圈粉 500万的成绩不容易。究其原因，何楚涵

认为：优质的内容是核心，大学课堂的场景引关

注，老师的身份则有加分。

在几乎没有午夜 12点前上床睡觉的这 8个多月

中，只有何楚涵知道自己有多忙碌：自己不仅是要

搞学术撰写C刊论文的青年教师，还是要尽量一手

包办文案、录制、剪辑的短视频博主。

作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对于来自网友

的指正、批评甚至调侃，何楚涵自认具有一定的“耐

受力”。但大学教师的身份让她始终保持着职业赋予

的责任感，对自我的专业水准有着更高的要求。

每次备课时，这位“青椒”会做大量的案头工

作，直到确认自己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她

一面通过学术著作力求讲述知识点的专业精准，

一面向优秀的知识博主学习更具吸引力的表达与

角度。

即便如此，何楚涵在涉猎广泛的“艺术导论”

课程中也会出现专业差错，这时“潜伏”在评论区

的高手就会浮出“水面”，在留言中直接指出。对

此，何楚涵坦然面对，求证后欣然接受。她会在短

视频评论区以作者的身份留言“更正”或者“自

首”，并将其置顶。正是在与网友这样的互动中，

这位青年教师收获了来自课堂之外的“教学相长”。

随着在短视频平台上人气的不断提升，和何楚

涵一同在互联网上“破圈”而出的还有她的大学课堂。

网友们对这位上课时气场全开的大学教师不吝

赞美，大呼过瘾的他们为此纷纷留言：“遗憾的是

今生没有上过大学，原来大学里有这么优秀的老

师”“老师博学多才，要是我上学遇到你就好了，

给人感觉舒服”……

对于“破圈”，何楚涵认为，最让她有“成

就感”的还是有网友通过她开始关注喜爱传统文

化了。

作为互联网的一代，“青椒”何楚涵希望将自

己熟悉的互联网作为工具，将美好的事物、美好

的人连接起来，给网友们提供更多与这些美好邂

逅的机会。

一枚“青椒”的互联网“破圈”记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博学而笃志”，出自《论语·子张》，也是复旦

大学校训中的一句话。在今年 9月举行的中国人

民大学“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

中，复旦大学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

方向）大四学生彭若枫重新探讨了“笃志”的意思。

结合前人研究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衣镜铭

“博学而孰（熟）记”这一新材料，她认为，相对于

“笃定志向”，将其理解为“专注、切实、持续地进行

记忆”更加合理。

千百年来，注释《论语》者颇多，往往同一句话

的理解就有不少歧义。担任评委的几位古文字学

者认为，彭若枫的文章在对旧说做了详细清理的

基础上，又根据古文字资料提出了相当可信的新

说，殊为不易，值得获评一等奖。

古文字学，是一门识读甲骨文、金文等古文

字，并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语言、文献、历史等问

题的学科。由于门槛高、培养周期长、难出成果等

原因，被视为“冷门绝学”。有学者估计，参考两年

一度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的参会人数，

国内研究古文字学的核心力量有 200多人。

一项新的尝试正在带来变革。2020年，“强基

计划”将古文字学纳入高校本科招生计划，国内十

余所高校每年各招收数名至 20多名学生不等，要

为国家选拔、培养未来的古文字学家。

当古文字学的“冷板凳”遇上“热需求”

文字是文明传承的载体，研究古文字，在发

掘文化内涵、赓续文化传统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古文字学的地

位可比作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意义重大，却距离

社会生产十分遥远。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师程浩

解释说，古文字研究不光要“认字”，还是一门

涉及语言学、音韵学、文献学、历史学，甚至天

文术数、医学方剂等交叉学科。与一般文科研究

中发散性、阐释性的研究不同，古文字学对文字

本体研究的结果是可以得到验证的；在文史哲领

域，很多“增长点”都依靠出土文献资料的发

现，即先要借助古文字学对新材料进行解读。

近十几年，新材料正在“井喷式”出土。山东

大学汉语言文字学教授王辉以战国楚简为例，清

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正在陆

续出版，这两批材料的内容十分重要；秦简方面，

陆续出版的有湖南里耶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岳

麓书院藏秦简等；汉简方面，持续出版的有北京

大学藏汉简、悬泉汉简、肩水金关汉简等。

随着老一辈学者逐渐退出，古文字学需要新

一代学者加入，接续进行解读和研究。然而，古

文字学人才培养具有特殊性和高难度，使这门学

科必然成为“冷板凳”。

程浩说，从传承学脉的角度来看，自东汉许

慎 《说文解字》开始，古文字学作为研究经学的

工具和附庸，就一直有不少学者开展这方面的工

作；“小学”在清代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清末甲

骨文发现以后，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后来，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西学的传入，古文字学一

度成为冷门，甚至要“绝”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部分高校和研究机

构以研究生为培养起点，在中国语言文学、考古

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属的有关二级学科招收古

文字学学生。

有受访教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他们

求学时期，本科阶段的课程涉及古文字知识很少，

进入古文字学硕士阶段的学生人数不多，其中还有

一部分是接受调剂，误打误撞来到这个学科的。受

限于学科分类培养的方式，要做好古文字学研究，

学生必须花很多精力旁听、自学，即使在博士毕业

后，还是有一些内容没有掌握，需要在实际工作中

慢慢补充。

对于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困境，王辉直言：“就

是学的人少，接不上趟了。聪明的学生，脑子灵光，在

各个学科都能够有所斩获，又何必受罪来这儿呢？怎

样发现真正有兴趣的同学，如何他们吸收进队伍里

来，似乎一直没有解决。”

“学习古文字学是一件很酷的事”

“强基计划”古文字学纳入高校本科招生，改革

创新古文字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正是要解决“接

不上趟”的问题。据悉，这是古文字学首次招收

本科生。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在内的十余所高校，根据各自的学科传统和优

势，制定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古文字学强基计划人

才培养方案。

在中国人民大学，“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

业 （古文字学方向） 招收了第一届 14 名、第二届

21名、第三届 25名、第四届 12名学生。其培养方

案强调跨学科属性和“通专”结合，实施“本硕博

衔接培养”；汇集了一批来自该校文学院和相关院

系的优秀教师，学生从入学开始就可以得到专业教

师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全面助力。此外，“吴玉章系

列讲座”“全球语文学系列讲座”“古文字新青年系

列讲座”旨在扩展学生研究视野、锻造学生研究能

力；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旨在以赛促训，

提升学生科研水平。

在复旦大学，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

学方向）本科生在大一修习通识教育课程，大二开始

修中文的专业培养课程，古文字专业课程的学习主

要在大三、大四展开，低年级学生如果愿意，也可以

提前选修或旁听相关课程。“强基计划”为每位学生

配备了导师，给予学术和生活上的建议。

清华大学的做法是，将文史哲专业的招生和人

才培养纳入日新书院，进行一年通识教育后，根据

学生的兴趣和能力，通过双向选择和择优遴选组成

“强基计划”古文字班，进行导师制、小班化培

养。首届古文字班招收了 7 位同学，第二届有 4
位，第三届有 3位；目前，首届古文字班已有 5位
同学“转段”，明确要进入硕士或直博阶段的学习。

经过本科阶段学习，不少学生从不了解到逐渐

爱上了古文字。明年将要直博的清华大学大四学生

张弋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在高中时就

对历史尤其是先秦史感兴趣。大一上学期，《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清华简与中国

文明》等课程给了张弋阳很大启发，激发了他对古

文字的兴趣。

正式迈入古文字学方向学习后，张弋阳又学习

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的通论课和

资料选读课，选修了考古学、先秦史、秦汉史、古

代汉语等学习古文字时可能需要的交叉科目；今年

6月，他参加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开设的暑期专业实践课，课程内容是协助青海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重新拍照、整理 20世纪 70年代末出土

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简。

在张弋阳看来，“学习古文字学是一件很酷的事

情”。在自主阅读其他学者的论著和原始材料的过

程中，他会有意识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当自己

的想法与学界已有的成果刚好对上的时候，他会获

得“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般的惊喜，觉得自己实

实在在地进步了。

在这次“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

中，张弋阳的研究梳理了包山楚简中所有与“澨”有

关的内容，析出了可以确定是地名的材料，并对其地

望进行了大致推定，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如何培养未来的古文字学家

作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

2021 年中宣部、教育部、文旅部等八部委共同启动

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对深入研

究发掘古文字历史思想与文化价值作出了战略部署。

随着社会氛围的改变，近年来对古文字学感兴

趣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些都为高校招生、培

养和选拔未来的古文字学家提供了土壤。

彭若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在中学

时就和同学们参加过浙江省台州市的诗词大会比

赛、汉字听写大赛并获得奖项。她说：“认识一个

字或词，再去知晓它的来处，会发现汉字的源流演

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着深厚的文化意涵，这是

我对文字学产生兴趣的原因。”

虽然古文字学难度高、出成效慢，但彭若枫在

逐渐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只要多

读原始材料，对照释文多摸索，总会熟能生巧。比

如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和传世

的 《诗经》文本对读。如果在熟悉文本的前提下去

尝试释读战国文字，对照集释细细理解，便会有解

谜般的乐趣和更深入的体会。”

参与“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

是彭若枫第一次完整地撰写古文字学方向的论文。

在这个过程中，她接受了老师的诸多指导，进行过

几次修改，“是一次严谨的学术锻炼”。未来她将进

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继续深造。

谈及学术理想，彭若枫引用了 《荀子·劝学》

中的一句话：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

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裘锡圭先生用这句话鼓励

学生，并说：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一般不会有

什么赫赫之功，但如想做出一些实在的成绩，没有

冥冥之志、惛惛之事也是不行的。这提醒着我们，

治学要潜心笃志、戒骄戒躁、求真求实。”

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贺军铭在这次征文比赛

中以论文“《老子》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语法问

题的再讨论”获得二等奖。在学习中他同样感受

到，内心浮躁或是有投机心的人，是很难胜任古文

字学研究的。

他说：“从第一堂课开始，老师就告诉我们，

古文字学是挑战人类智慧的学问。现在我的目标是

踏踏实实地读书学习，打好基础。如果今后有机会

继续学习，我愿意刻苦钻研，深入了解古文字材料

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探索其中的奥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马晓稳注意到，“强

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 （古文字学方向） 刚开始

招生的一两年，确实有一些学生接受调剂进入这个

学科，但现在，社会上对古文字学的认知越来越成

熟，古文字学专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马晓稳说，“此次‘树人杯’一定程度上能展

现各高校培养学生的整体面貌：全国十几所设有汉

语言文学专业 （古文字学方向） 的‘强基计划’高

校几乎都有学生投稿，在研究方向上各有侧重，展

现出了古文字学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有不少文章

获得了评委们的认可，是相当优秀的。”

不过，古文字学的“强基计划”毕竟是一项前

所未有的尝试，如何培养出未来的古文字学家，还

需要更多探索。

“绝学”不绝 代有新人
让冷门的古文字学不再“蒙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航天员桂海潮的博士研究

生，体验了他们求学生涯中一段

非同寻常的经历——他们的博导

在“天上”给他们讲课。

北京时间 9 月 21 日 15 时 48
分，“天宫课堂”第四课开讲，

新晋“太空教师”景海鹏、朱杨

柱、桂海潮，在距离地面 400公
里的中国空间站，给全国青少

年上了一堂科普课。其中，桂

海潮因其中国空间站首位载荷

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

生导师的身份而格外受到青年学

生们的关注。

看着导师在画面里演示球

形火焰实验，挥舞包裹着毛巾

的乒乓球拍，击打水做的乒乓

球，握着力矩陀螺教具展示与

航天专业高度相关的“又见陀

螺”实验……苏文杰忍不住感

慨，这跟平时在课堂上讲解深

奥理论知识的导师，还“挺不

一样”的。

苏文杰和同学们正坐在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内参加

“天宫课堂”，这里是此次太空

授课的 5 个地面主课堂之一。

学 生 们 以 这 样 的 形 式 和导师

“见面”了。

实际上，在过去 4 个月里，

包括苏文杰、朱航标在内的几

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

研究生，都因为导师桂海潮成

为航天员这件事，以一种让他

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了被关

注的对象。

经常有人问“你们最近有

没有方法联系到桂老师”，家里

人也会转发各种新闻报道给他

们。也有媒体来采访，让他们

谈谈感想。很多人都好奇，“你们的导师真的会在

天上给你们开组会吗？”

“没有！”苏文杰开玩笑地说，“说实话，如果

真的要跟导师开这种‘天地对话’的组会，可能也

会安排成‘天宫课堂’这样比较公开的场合。”

她笑了一会儿，又感慨道，大概要等到年底，

才能再次跟导师面对面沟通了。

“我们作为桂老师的学生，感到与有荣焉。”

她说。

他们的导师桂海潮，是一个中等身材、国字

脸，佩戴眼镜的 36 岁男人，更是一位传统意义上

的科研人员。2017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的他回到母校，承担 《深

空探测导论》《非线性控制理论》 等本研课程教学

任务，迄今为止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10
名，已毕业 3名。

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后，增加了航

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两个类别，北航正是选拔

招募载荷专家的对象高校之一。桂海潮报了名，在

经历严格训练之后，他终于被确定执行神舟十六号

任务，成为我国首位非军人航天员，也是我国首位

戴着眼镜上天的航天员。

今年 5 月 30 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

射，并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航天员乘组

被称作“博士乘组”，由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

3名航天员组成，计划进行为期 5个月的太空科研

之旅。

将近 4个月后，桂海潮的学生苏文杰，终于又

在大屏幕上“见到”了自己的导师。

“非常开心，时隔这么多天，终于有语音之外

的联系形式，让我们除了听到声音，也能看到导师

的样子，看到导师的工作状态了。”她笑着说。

苏文杰是 2019 级直博研究生，也是桂海潮指

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她本科时就在北航就读，寻找

导师时，在北航的校园网站上看到桂海潮的介绍，

包括其论文成果。

“桂老师的科研方向比较有意思，成果也很

好。我觉得他非常厉害，跟着他学习，研究生阶

段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苏文杰回忆着说。

她印象中的桂老师，思维特别 活 跃 ， 说 话

也风趣幽默，也总能给予学生们“特别精准的

指导”。

有一次，她在复现论文结果时遇到问题，桂

海潮提醒她“调整一下参数”，调完之后“立刻

对了”。桂海潮在给博士学位论文审稿时，也会详

细列出三四十条修改意见，就连绪论中的图片引用

错误，都会被他发现并指出来。

桂海潮一直着保持锻炼身体的习惯，也会建议

学生加强锻炼。有好几次，桂海潮的学生找他问问

题的时候，发现他正在体育场跑步。

在后期封闭训练期间，桂海潮已没时间跟学生

们见面了，但他并未放松对学生的关心和指导，时

不时会抽空打电话过来，指导学生修改论文。

自从导师上了“天”，北航暂时安排了宇航学

院的其他老师来带桂海潮的学生，给他们开组会。

此外，如果苏文杰和其他同学有学术方面的问题，

就会汇总起来发给桂海潮，等桂海潮回复解答。

“在飞天之前，桂老师已经向我交代了这段时

间的科研任务，我目前按照计划积极开展博士阶

段的各项科研工作。”宇航学院 2023级研究生王世

杰说。

朱航标也觉得，自己已经从导师“上天”的激

动中沉淀下来，更加专心于学业。

学生们收到过桂海潮发的语音消息，内容是

鼓励大家好好写论文，了解他们最新情况、学业

进展等。

在这次“天宫课堂”第四课的现场，王世杰看

到导师在微重力环境中漂浮，与航天员交流，将知

识传递到宇宙中，他觉得十分高兴与激动：“我之

后也将以导师为榜样，将自己的青春与知识，融入

探索浩瀚宇宙的事业中去！”

苏文杰则忍不住设想，自己以后也能投身到

航天事业当中，未来某一天，在这个领域做出一

定的成绩，让导师桂海潮也能分享到来自学生的

荣誉。

“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让桂老师乘坐我们设

计的飞船上天。”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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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参加“树人杯”的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合影。 受访者供图

一 门 通 识 课

8 个 月 圈 粉 近

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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