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四年，就读北京中医药大学生
物工程专业的张金东没少花工夫向亲戚
朋友解释，自己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未
来能找什么样的工作。“不怪他们一遍
遍问，就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专业名
字，也是一头雾水。”张金东说，爷爷是
中医，从小跟着他四处行医抓药，久而
久之自己也对中医药产生了强烈的兴
趣。于是，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北
京中医药大学。

近年来，开设医工结合新专业的高
校很多，而北中医则在专业设置上把中
医药学、生物学和技术工程等相结合。
张金东觉得工科专业发展前景好，自己
对中医感兴趣又爱动手做实验，毅然选
择了这个中医新专业。

真正走进生物工程的课堂，张金东
才发现，新专业打破了自己对传统中医
的认知。学生不仅要学生物、化学、免疫
学等基础课程，还要通过基因工程、细胞
工程、发酵工程等考核，才能毕业。“我们
学习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把重要活性成
分以细胞培养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生产。”
他解释，生物工程专业与新药，尤其是中
医药研发息息相关。

如今，张金东和一家大型综合制药
集团达成了就业意向。目前，他正在试
用期，转正后将进入科研岗工作。与他
一样，班里很多学生都找到了工作，还有
一部分学生选择了继续读研深造。“应聘

这份工作时，竞争者大多是硕士毕业
生。而我的中医药学背景成为优势。”张
金东说，当下，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对中草药
的开发和研究需求较大。比如，青蒿素
就是从中药材中提取出的。

脱颖而出的原因，还有赖于专业特
色的“精英化培养”——学生少而精，每
个人从大一开始就能分配到一名学术导
师，随后进入课题组，在导师的指导下自
主开展研究项目。张金东说，大一刚进
组时，只能给学长学姐打下手，大二就
开始自己负责项目了。“我能感觉到自
己做实验熟练了很多，进步很快，也逐
渐了解了生物工程在实际生产中的应
用。把课题研究提前到本科阶段，对我
帮助很大。”

背景

2020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面向“医
工交叉融合”的大趋势，在生命科学学院
增设生物工程专业，成为北京首家设置
生物工程专业的中医药类院校。该专业
培养具备中医药学知识背景、掌握现代
生物科学技术方法和实验技能、能运用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从事技术应用及开
发的生物医药领域人才。今年，生物工
程专业首届本科生毕业，该校将继续招
收约30名本科新生。

据中新网

高考填报志愿时，热爱书法的闻家
齐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学专业。
在她看来，古文字学是一门手艺——认
字，认别人不认识的字。“这是一件很酷
的事，认识一个字或词，并了解它的来
历，会发现汉字的源流演变是一个很有
趣的过程，有着深厚的文化意义。”闻家
齐说，这就是自己对古文字学产生兴趣
的原因。

走进大学，同班只有20名同学，专业
课老师在第一节课上就给大家“打预防
针”：古文字学人才培养有难度，同学们一
定要坐得住冷板凳，把这门“冷门绝学”传
承下去。大学三年里，闻家齐的课表中不
仅有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识读课，还
有考古学、古代汉语、商周青铜器等必修
课。她逐渐发现，古文字研究不光要“认
字”，还涉及语言学、音韵学、文献学、历史
学，甚至天文术数、医学方剂等学科。

“比如，考古课上，老师会带我们观
察博物馆里的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有的
工整好认，有的却比较难辨，这背后就是
青铜器铸造的历史知识。”闻家齐解释，
原来青铜器铸造时分为刻字和使用模具
两种呈现文字的方式，青铜器很硬，刻字
需要很大的力气，所以先铸后刻的文字
没那么规整，而使用模具呈现的文字相
对来说更好识读。

渐渐地，闻家齐也意识到“冷门绝学”

有热需求。几个月前，在一场有外国学者
参加的交流活动上，闻家齐作为志愿者中
唯一一个学古文字的学生，向嘉宾们讲述
了汉字的发展演变。“当时，大家在参观博
物馆，一位外国学者对文物上的‘孝’字很
感兴趣。正好我在课上学过，就和他讲，

‘孝’字的上下两部分来自‘老’和‘子’字，
最早用来描述儿女对长辈的敬爱和侍
奉。”她回忆，外国学者听后特别感兴趣，
请她一起在博物馆里识汉字。

尝到了“学有所用”的滋味，闻家齐
更加坚定了继续钻研古文字的决心。“汉
字是传承中华文明重要的标志，需要有
一代代人不断研究和发掘。作为新时代
的大学生，我们有义务承担起这项重任，
把古人的故事讲述给现代人听，传承悠
久的中华文明。”她说，这个暑假，自己将
准备学校的“强基计划”考核，通过后可
以继续在古文字相关专业攻读研究生。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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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强基计划”将古
文字学纳入高校本科招生计划，中国人
民大学招收了首批约20名“00后”学生，
为国家选拔、培养未来的古文字学家。

大一下学期，北京邮电大学学
生李文攀如愿转到了自己高考时的
第一志愿——人工智能专业。由于
对编程零基础，他在准备转专业考
核过程中，开始自学计算机语言。
渐渐地，李文攀发现，自己对人工智
能相关技术越学越感兴趣。“看着自
己修改了很多遍的编码文字，输出
了应有的效果，特别有成就感。”他
对记者说。

早在高中阶段，李文攀就关注
到了新兴的智能驾驶技术，“原来
开车可以没有司机，未来城市可能
会如此智能。”他便确定目标——
大学学习相关专业。恰好，2020
年，北邮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李文
攀将此作为自己填报的第一志
愿。然而，几分之差，李文攀与之
擦肩而过，被调剂到了其他专业。

进入北京邮电大学后，李文攀
把握住了转专业的机会。可是，如
愿进入人工智能专业，数学却成了
最难啃的硬骨头。李文攀回忆，和
身边已经上过一学期专业课的同学
相比，自己最明显的差距在于，原专
业与人工智能专业的数学课教学内
容和深度都不同，理解一些专业的
算法知识点有难度。“于是，我课前
在视频网站上预习知识点、课后找
老师答疑，课下多练习，整个大一下
学期，都泡在图书馆。”他说，自己还
以平日喜欢玩的抽卡游戏为例子，
进行概率计算，研究其背后的概率

算法，探索真实的计算模型。
与李文攀一起考入人工智能专业

的120名学生，成为这一专业首届毕
业生。目前，有的学生已手握工作录
取通知书，有的则选择了继续深造。

现在，李文攀已经进入一家数据
智能领域的专精特新科技企业，从事
大模型开发和运营相关工作。他说，
人工智能是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
业，“除了精进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知
识，我正在自学心理学、哲学、法学等
相关知识，争取以全能姿态拥抱人工
智能时代。”

背景

教育部 2020 年公布的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
人工智能成为最热“赢家”——共有
180 所高校新增了人工智能专业，其
中就包含北京邮电大学

该校人工智能专业旨在培养人工
智能领域高级专业技术和领军后备
人才，突出视听觉感知与认知智能技
术及其与文化、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交
叉融合。学生必修核心课程有离散
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形式语言与
自动机、机器智能等。今年，该校决
定对 2024 年入学的所有本科新生开
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养，增加人工
智能导论、计算概论、领导力与可持
续发展的通识课程，培养学生的审
美、想象、共情等超越机器的核心竞
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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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学涉及医学方剂，生物工程关联基因免疫

大学新增的这些专业是热是冷？
随着高招录取分数线的公布，考生们开始

填报志愿。近年来，人工智能、古文字学、生物
工程等新增专业引起考生及家长的关注。那
么，这些新增专业学习内容怎样？社会需求如
何？记者采访了相关专业学生。

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专业李文攀

成功转入新专业 自主学习兴趣浓

CFP供图

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张金东

基因免疫都得学 大一就能做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学专业闻家齐

潜心坐住冷板凳 冷门绝学需求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