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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一 届 北 大 古 生 物 学 专 业 的 学 生 毕 业

了。同样的，今年的“毕业合影”上，还是只有

一个人。

和毕业生一起成为网红的，就是那个“六代

单传”的高冷跨学科专业——古生物学。自 2008

年设立以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古生物学专业一

共就毕业了六名学生。

其实，除了被刷屏的古生物学，不少专业同

样堪称“小众”，自带神秘光环，有的光听名字还

让人满头雾水。

而亲自就读过的学生，才能告诉你它不为外

人熟知的美丽。

除了古生物学，
这些“小众”专业
也自带神秘光环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科幻文学专业，全国目前仅此一家，绝无分

店。

而且，该专业开设十几年，每年硕士生少则

一人，多也就两三人。2015 年开始，科幻文学专

业首招博士。

摘得这个“第一身份”的博士生姜振宇曾经

在知乎上回答问题“读很冷门的专业是一种什么

样的体验”。他说，读科幻的默默看着你们这些

有师兄有同学的。

姜振宇是我国第一个科幻文学博士生。他

表示，对“科幻博士”的称呼，他是拒绝的。科幻

文学其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支，他的研

究方向为科幻文学，这跟研究李白、杜甫的文学

博士没区别。

听起来炫酷的“科幻文学”，其全称应该是这

样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所儿童文学专业科幻方向。该专业方向教

师吴岩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科幻文学方向并

不以教学生写科幻作品为主要目标，更多是做理

论研究。

不管你是不是科幻迷，如果想要就读这一方

向，必须先掌握文学理论、文学史等基本知识，迈

过考研第一道槛，才有机会在吴岩老师面前侃侃

而谈你的“星际穿越”或者“火星救援”。

读科幻文学，不是为了成为科幻作家。陈宏

广已经从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方向毕业四年，

目前他是一名语文教师。他记得，以前每次上

课，总有有科幻迷前来蹭课。吴岩老师会带着学

生们一起看科幻电影，讨论气氛总是热烈又生

动。当年，陈宏广研究的是晚清科幻，听起来也

是学术气息满满。

“科幻文学学术训练让我眼界更为宽广、

思维更加严密。”陈宏广说。而该专业毕业生、

青年科幻作家飞氘这么说过——这可能是目

前为止中国唯一有官方名号的科幻研究者养

殖根据地。

科幻文学
全国仅此一家 绝无分店

在浙江大学茶学系呆了四年，叶盛珺学会了

品茶和泡茶。当然，这远不是茶学专业的全部。

茶学系属于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叶盛珺是

理科生。虽然提起“茶”，国人都不会陌生；但正

儿八经地研究“茶”，确实还算“冷门”。叶盛珺说

自己学“茶学”，别人最常给出的反应是——“你

肯定会茶艺吧，泡杯茶来喝喝？”

“我们是有实验技能的理科生。”叶盛珺常这

么强调。她在实验室研发过茶色素香肠，做过酶

活实验，也在实验室通过宵熬过夜。

当然，实验室只是茶学专业学生的主战场之

一，茶园和茶叶企业也是他们的必去之地。

大三，全专业的学生去余杭潘板实习了两

次，一次学习茶叶栽培，一次学习茶叶加工。如

今回忆起来，叶盛珺仍然觉得画面生动：在太阳

底下修剪茶树；怀揣着好奇和同学一起爬山勘探

地形；第一次尝试将手深入高温的铁锅炒茶……

秀得了茶艺，做得了实验，具备自然科学和

人文社会知识的茶学毕业生们，会去哪里呢？叶

盛珺坦言，从专业角度来说，硕博士毕业的师兄

师姐可以从事研发工作，比如针对茶饮料、茶化

妆品等做文章。至于本科毕业生——“严格意义

上来说，我们班做了对口工作的，只有一个人。”

专业三十人，二十九个人逃离“茶学”，并不是因

为不喜欢，而是因为有更多选择。叶盛珺本科现在

也是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研究生。“为什么转

行？因为大家都有能力转行。另外，本科毕业生既

不能去大公司做研发，也不愿意去那些小型茶企。

现在茶叶品牌化太差，有吸引力的大单位不多。”

尽管没在茶学这条路上走下去，但叶盛珺

说，她一点也不后悔学了“茶学”。实验室的训练

让人更有逻辑，而比起其他农科专业，“茶学”又

多了份人文气息。

叶盛珺感慨，能和这个专业相聚，就是茶缘。

茶学系
“我们是有实验技能的理科生”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都有一项特殊技能。比

如，一杯自酿的葡萄酒。

我给这些葡萄藤松过土浇过水；待到葡萄成

熟，我又仔细筛选，细心打理，将它们封存进酒

桶，怀着期待，等待着发酵过后清香溢出，再将它

倒进透明酒杯，小心珍藏……

哦，美中不足的是，这是学校财产，只能喝，

不能带走。

张延是甘肃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

业大三的学生，也是学校葡萄酒学社的社长。他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每月一次酒会让人“羡慕嫉妒恨”

每年高考一放榜，各地区的政府、企业、学校、培训机构都

纷纷为状元送上奖励。有奖励 133 平方米状元房；领导扎堆

家里探望慰问；身穿状元服、肩披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游园，

接受“康熙皇帝”的敕封和万元奖金赏赐……近年来，奖励方

式越来越奇葩，奖金也越来越高。（7月11日人民网）
早在 2004 年，教育部就明确叫停炒作高考状元，地方也

会把分数捂的很严实。但现实中，“禁令”却被一些地方忽

视。奖房奖钱奖圣旨，别毁了“高考状元”。首先，“高考状元”

只有零星几个，炒来炒去也炒不出个花儿来，无非是今年花落

你家明年花落他家。关键是，要厘清一些人对“高考状元膜

拜”的根源所在——无非因为他们是考试英雄，是千军万马勇

闯独木桥而笑到考试完的人，这种追逐分数的情结，在应试教

育框架下，颇具英雄主义色彩。同时不可回避的是，一些媒体

之所以愿意并大力炒作“高考状元”“最牛高考班”及“升学率”

等，和市场需求息息相关。试问，若无人透露确凿的状元信

息，教育部门也坚决不参与，媒体又如何能炒起来？

其次，名校争先恐后地登门拜访踏破门槛，各地区的政

府、企业、学校、培训机构也都没闲着，纷纷送上奖金奖励，以

表对刻苦努力、不断奋进的莘莘学子的鼓励，表面是“鼓励”，

实际上是在利用考生变相宣传自己，这种现象值得警惕。有

的培训机构为全省状元设立“50万”土豪奖励，刷新省内高考

奖励金额记录，表面看很“火”，实际是在和国家“禁令”玩躲猫

猫游戏，更是以考生为诱饵，以达到自己“拦人”的目的，这样

的趋利诱导容易让原本严肃的教育变得世俗化。这也难怪今

年多省高考成绩放榜后，不少网友在网上发出如此感慨：“原

来当高考状元不仅可以上名校，连买房都可以省了，简直人生

赢家啊。”

但是，高考成了状元就一定是人生赢家吗？显然并非这

样。一来，状元本不该公布，“被公布了”获奖了也只能说明这

次厉害而已，并不代表人生永远“赢”，考生将来的学业和就

业，靠的不是昔日光环，而是踏踏实实的努力和认认真真的拼

搏。二来，不妨让我们纵观一下“高考状元”们的情况，就可以

给炒状元风泼上一瓢冷水了。《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显示，

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

1977 年到 2006 年的 30 年，中国各省高考状元全军覆没，没有

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而自大陆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状元选择就读的几乎都是国内名

牌大学和热门专业。可见，一丛丛“伤仲永”的出现，深刻说

明：高考状元≠成才！

奖房奖钱奖圣旨，
别毁了高考状元

文·姜春康

7月12日，江苏镇江润州区官塘桥村十多名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走进江苏大学汽车学院，由志愿者带着他们学习体验
各种汽车模型的功能特点，亲密接触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在长
卷上描画新能源汽车，在快乐体验中感受汽车科普的魅力，丰
富“小候鸟”们的暑期生活。 视觉中国

高校里体验汽车科普

“我国大陆地区每年约有 6.6 至 6.7 万名 0 至

6 岁的视力残疾儿童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教育，解

决视力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应当上升为一种社

会责任。”电话那头，唐古月激情地谈着自己的毕

业设计产品——盲童积木，一个能够有效提高教

育质量，解决视力残疾儿童在学习生活中的乏

味、空虚感的产品。

作为西南科技大学制造学院工业设计专业

2015级毕业生，唐古月的毕业设计作品盲童积木

凭借着本身深刻的人文关怀，受到了各方的关

注。目前，唐古月在成都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产

品开发的相关工作。

点燃盲童对生活的憧憬

“现在城市发展一天比一天快，农村的发展

却相对缓慢。很多孩子都接触不到新鲜事物，特

别是弱势群体。设计盲童积木的初衷，是以人为

本，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来自农村的唐古月

感触颇深。

盲童积木产品定位于有视力残疾儿童的普

通家庭和相关教育机构，可在盲童早期教育中起

到关键作用。产品以触觉、听觉、盲文为突破口，

让盲童在玩耍中获得知识。

从前期调研到设计完成，花费了接近一年

的时间。“盲童缺乏对空间感和对形状的把控，

所以积木的形态、大小、拼砌方式都得反复考

究。”唐古月告诉记者，为了测试积木的实用性，

他 用 眼 罩 蒙 住 同 学 的 眼 睛 ，反 复 测 试 了 十 多

次。“木工、油漆工、裁缝……在设计中，我扮演

了多个角色。”

唐古月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点

燃盲童对生活的憧憬。

圆自己一个志愿者梦

“一部西藏盲童学校的公益短片，激发了我

的设计方向。”短片讲述了目前盲童的生存现状，

指出了国内不健全的特殊儿童教育制度，凸显了

对特殊儿童缺乏关怀、早教产品设计的缺失等问

题。“我从小就有一个志愿者梦，通过积木设计让

盲童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也算是帮这些处于社

会弱势地位的孩子做了一点事。”唐古月说。

调研期间，唐古月多次前往四川绵阳市涪

城区特殊儿童学校。在那里，他看到一群天真

可爱的小孩，因为视力的障碍不能拥有美好的

童年，而特殊教育学校教学方法的相对落后和

教学设备的不完善更是坚定了他的想法。从孩

子们吃饭、玩耍到学习，每一次唐古月都会在学

校陪孩子们度过整整一天的时间，充分了解他

们的生活习惯，以设计出真正能帮助到这些不

幸孩子的产品。

今年五月，在唐古月的努力下，作品盲童积

木作为国内第一款针对盲童触觉训练的产品经

过了实际使用体验。

人走茶不凉 研发仍在继续

长期以来，我国将视力残疾儿童以及部分低

视力儿童共同安置在特殊教育学校等可以接受

义务教育的教育机构里。虽然说从表面看，这样

的安排符合视力残疾儿童的自身特点，但是也存

在很多问题。

在对此类特殊儿童学校的调查中发现，听力

残疾和语言障碍的残疾儿童比智力障碍、视力残

疾儿童更容易教育和引导，从而导致了此两类儿

童受到了更多关怀，而另外两类儿童，硬件设施

的缺乏、教育方法的滞后，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会遇到不少问题。

“考虑到我们社会对盲童教育的缺失，再加

上唐古月优秀的设计方案，在征得了本人同意

后，已有三名大三的同学在继续唐古月盲童积木

项目。”唐古月的指导教师，制造学院工业设计系

副主任杨蕾称，在盲童积木的进一步开发上，目

前主要集中在情感化设计、绿色设计、文化设计

构想的完善上。

“设计积木的初衷偏向于公益，希望有慈善

家能够投资。”唐古月说道。盲童积木设计不仅

仅是为盲童提供玩耍、认知的功能，还体现出对

盲童的精神关怀。怎样能够让盲童在使用这款

积木时更好地进行人机交互体验，从情感化设计

入手，让他们感受到人文关怀是盲童积木设计的

一个最重要的意图。

唐古月：设计国内首款盲童积木
文·刘芳池 王 杰 郭 盈

7月11日，清华大学2016年录取通知书开始寄送，来自
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因生物奥赛获奖被保送
的周华瑞成为收到首封通知书的“幸运儿”。图为清华大学招
生办公室主任刘震向其颁发录取通知书。

值得一提的是，继去年清华校长邱勇向本科新生赠书《平
凡的世界》后，今年邱勇再次赠书。他为新生准备的特殊礼物
《瓦尔登湖》将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出。

邱勇在信中谈道：“相信你们通过阅读《瓦尔登湖》也将获
得你们自己的感悟与收获。希望你们在入学前能读完这本
书，期待开学后能与你们进行直接的交流。”邱勇在信中说。

张宇摄

清华寄出首封录取通知书

听力学，和英语听力可没什么关系。这是一

门与生物科学、电声学与语言学、医学等学科交

叉的复合型学科，全称叫“听力与言语康复学”。

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它开设在医学技术学院下，

创办于 2001年。

据该校官方网站介绍，此专业近三年平均就

业率达 98.6%。

吴伟（化名）2010 年进入浙江中医药大学听

力学专业。结缘听力学，纯属偶然，他是分数不

够被调剂来的。结果进校后吴伟发现，全班大

概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和他一样，是“被动”地成

了听力学的学生。“大家对这个专业确实缺乏了

解。”不过，对吴伟来说，这次调剂，让他意外“挖

到了宝”。

听力学的核心课程有基础听力学、临床听力

学、助听器学和言语治疗学等。吴伟最为推荐的

是临床听力学，因为老师会拿出真实案例和学生

一起讨论，算是对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的一次实

战检验。“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我们要探讨需要

做哪些检查帮助诊断，可能是什么疾病，如何干

预治疗。”吴伟强调，这是最难的一门专业课，也

是他临床工作后最为受用的一门课。

现在，吴伟已经在杭州某三甲医院耳鼻喉科

工作。成为听力师，能选择的去向还不少：可以

在医院耳鼻喉科给患者做听力检查，医生根据听

力师的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可以到助听类医疗器

械公司做销售、市场、培训等；也可以去听力中心

做助听器的销售、调试。当然，去聋校为孩子们

调试助听器、人工耳蜗，给他们进行科学的言语

训练，或者进入残联，都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这级就业率是 100%。”吴伟说，他们有

一半学生进入了全国各地三甲医院耳鼻喉科，也

有不少人进入助听产品公司或者听力中心。

尽管当初入校时，过半学生都没把听力学专

业作为第一选择，但离校时，“只有极少数几个离

开了这个行业”。

听力学
和英语听力没啥关系的就业“金矿”

听起来炫酷的“科幻文学”，其全称应

该是这样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儿童文学专业科幻方

向。全国仅此一家，绝无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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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专业基本上是一月一次酒会的节奏——

这确实让人“羡慕嫉妒恨”。

张延最喜欢的专业课就是葡萄酒品鉴。学

生们在学校的品酒室内，从一款酒的产地、酿造

原料、颜色、口感等多个角度对它品头论足。“每

个产区的酒，都有它的独特味道。”比如说，波尔

多葡萄酒就给张延一种“神秘、厚重”的感觉。

甘肃农业大学自带葡萄园和酒窖，葡萄园里

有二十多种酿造葡萄，大多是赤霞珠、黑比诺、霞

多丽、雷司令、贵人香、蛇龙珠。葡萄和葡萄酒工

程专业的学生都会酿造属于自己的葡萄酒。而

且，提起自酿酒，张延可是信心满满——“我们的

酒当然好喝啦！”

毕业后的学生，有的去了葡萄酒栽培基地，

有的进了酒厂从事酿造工作，还有的成为了具

有专业知识的葡萄酒销售。张延自己也做了葡

萄酒代理的兼职。对葡萄酒专业，他认可度颇

高——“这里有无限精彩”。

虽然提起“茶”，国人都不会陌生；但正

儿八经地研究“茶”，确实还算“冷门”。茶

学系属于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理科生叶

盛珺常常这么强调：“我们是有实验技能的

理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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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都有一项特殊技

能。比如，一杯自酿的葡萄酒。

张延是甘肃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酒

工程专业大三的学生，也是学校葡萄酒

学社的社长。他说，他们专业基本上是

一月一次酒会的节奏——这确实让人

“羡慕嫉妒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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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业和英语听力可没什

么关系。这是一门与生物科学、电

声学与语言学、医学等学科交叉的

复合型学科。浙江中医药大学官

网介绍，此专业近三年平均就业率

达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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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小
众”专业，不但开设院校屈指可数，有
的光听名字还让人满头雾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