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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与博主“李右溪”进
行了对话。她本名李莹。她说自己
因为兴趣选择了这个冷门的研究方
向，当时没有太考虑就业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把兴趣
做成工作。”对她来说，研究甲骨文
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制作科普甲骨
文视频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能将其作为一个桥梁，把自己热爱
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

“让普通大众都听得懂”

记者：研究生时为什么选择甲
骨文这个方向？当时有没有考虑到
就业的问题？

李莹：其实就是因为兴趣，刚进
大学就有读研、做研究的打算，第一
次接触文字学，是听老师讲每个汉
字的演变、历史。当时教古代汉语
课的殷晓杰老师讲得非常有趣，受
到他的影响，我在考研时就追随了
内心，报考了文字学。后来又选择
了甲骨文方向，没有太考虑就业的
问题。我的同学有些去当语文老
师，有些去报社工作，也有去考公
的，或者继续读博。

记者：在“冷门专业”上课的日
常是怎样的？

李莹：因为人少，没有开班，一
般我和师妹们一起，每周去陈年福
导师家里上一次课，下午就在老师
家里，坐在他家沙发上喝着他泡的
茶上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看导
师推荐的书籍，每周和同门一起去
老师家交流、报告、研讨，现在回想
起来觉得还挺特别的。可能和其他
专业的同学相比，我们没有那么多

竞争压力，就只有一些学业压力、发
论文的压力。

记者：毕业以来有过怎样的经历？
李莹：毕业之后，我发现没有对

口工作，有一瞬间会觉得，好像我读
研就是混了个学历，学的东西好像
对就业没有什么用处，有一段时间
有过这样的怀疑，但后来就调整过
来了。

我本来是想着，还是把兴趣当
作业余的时候用来忘记工作、陶冶
情操的途径，不过可能是运气，毕业
之后从事了新媒体相关的工作。有
进互联网大厂实习过一段时间，毕
业以后也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在一
家MCN公司上班，做一些写稿、打
磨文字的工作，后来有一次我突然
想到，反正都是写稿，比起给别人打
工，为什么不自己做内容呢？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做甲骨文
相关的视频呢？

李莹：其实最开始在平台上发
布视频，是抱着一些想要创收的想
法，我做了一个类似书评的视频，发
布之后小火了一下，这给了我很多
鼓励。我又想到，是不是也可以在
一些平台上面讲一讲甲骨文相关的
事儿，我周围的同学对这个也都很
好奇的，我就试着发了一下。

发了第一条关于甲骨文视频之
后，突然关注度特别高，我发现很多
人对这个感兴趣，可能大家的热情
激起了我的一点责任感吧。其实，
除了研究者以外，普通人对甲骨文
的了解真的很少，即使感兴趣也很
难入门，缺少一个桥梁去把知识传
递给大家。

我觉得做视频是一个很好的科

普甲骨文的契机，因为我导师之前
也一直想做甲骨文相关的科普，读
研期间我们也做过公众号，但是没
有做起来。我导师也很支持我，他
刷到我的视频，跟我说希望我能坚
持，也可以帮我审稿。

我离开学校快两年了，最近做
视频，查阅大量资料，好像又回到了
研究生时期的日子，虽然一些记忆
性的知识有所淡忘，但研究方式是
始终记得的。

发布关于甲骨文的视频也一个
多月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把自己的
兴趣做成了工作，还能有一些创收。

记者：制作视频的流程是怎样
的？有遇到困难吗？

李莹：我负责写稿子、出镜，我
的小伙伴就拍摄、剪辑。主要的难
点，一方面是选题，如何找到干货内
容，现在释出来的字有一千多个，但
不是每一个字背后都有生动有趣的
故事，我就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去
寻找一个合适的题材，如何找一个
有趣的切入点去讲字。

另外还要考虑如何讲得通俗易
懂，吸引到大家。第一次做视频的时
候，小伙伴看了我的稿子就说，太专
业了，看不懂，然后我们就一起改了
好几个小时的稿子，尽量能让普通大
众都听得懂。结合我之前的工作经
验，我会特别注意在标题、开头部分
仔细打磨，去提升视频的吸引力。

“争取将来变成研究者”

记者：“一个人，一间屋子，三十
年”，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念？

李莹：我导师就是这样子，我真

的很佩服他。其实我觉得做学术研
究需要1%的希望，如果你觉得有那
1%的希望的话，你可能就会愿意付
出99%的时间，需要你能看到一点
点出路，你才愿意一直往前走，能够
每天钻研那一件事。但做学术，大
多数时候是看不到那1%的，我在研
究生期间就有过一段迷茫期，我就
会觉得，我根本不可能做出什么研
究成果，那段时间会没办法坚持。

不过打好基础，过了那段瓶颈
期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正反馈，你
就会发现做出成果没有这么难，“一
个人，一间屋子，三十年”的信念也
越来越强。如果我读上博了，我可
能也会愿意去这么做吧。

记者：甲骨文这么古老的文字，
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李莹：汉字本身，它就是很有意
义的，尤其是甲骨文，它是最古老的
汉字，研究甲骨文可以了解我们中
华文明的源头，并且研究历史的人
也要依赖于文字，我们研究甲骨文
文字，他们才能进一步去研究殷商
时期的历史文化，卜辞上的一些记
载，对于我们去了解商朝的起源是
很有意义的。

其实国家对甲骨文也越来越重
视了，甲骨文已经走进了很多中小
学，早读的时候会读到甲骨文、课本
里有甲骨文的专题，往大了说，研究
甲骨文能更充实我们的文化自信。
那对我个人而言，研究一门自己真
正喜欢的学问，让我更沉得下心，不
会浮躁，本身就是很有意义很浪漫
的一件事。我现在还不算研究者，
只是推广者，争取将来能变成研究
者。 （综合央视、成都商报）

“每个汉字都有一段生命轨迹”

她让“全网最冷门专业”
甲骨文火出圈

近日，研究学习甲骨文方向的95后女生李莹，因发视频吐槽专业“冷门”意外走
红，不少网友在线催更，希望通过学习甲骨文了解文字背后的故事。

这个“全网最冷门专业”到底有多“冷”？晦涩难懂的甲骨文又是如何被解读的？

研究生毕业后，李莹几乎找不到和甲骨
文相关的工作，于是决定开设视频账号，成
了一位知识分享博主。

为了挖掘甲骨文所蕴含的乐趣，李莹会
特意去找背后有故事的“字”，再结合网络热
点把科普做得妙趣横生。她认为，趣味性和
专业性正是视频制作的核心。

李莹陆续发布了多期内容：“商朝人一
次狩猎上百头的秘诀”“在草丛里看日落，顺
便造了个字”“甲骨文的情书什么样”……

李莹坦言，“释字”就像警察破案一样，
首先要读懂甲骨文，查阅各类古籍，以扎实
的理论作基础，之后寻找各类线索进行串
联。“最难的一步就是将各种线索组织在一
起论证。过程很苦，但结果很酷！”

“小小的办公室堆满了书”“一个人，一
间屋子，一辈子”“99%的无用功换来1%的
突破”……在李莹眼中，甲骨文学者正是这
样做着研究。每一个字被破译的背后，都有
着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坚持。

今年2月，李莹发布了一期主题为“甲骨文
方向毕业是种什么体验”的短视频。视频中，
她向大家科普甲骨文的源头、学甲骨文的用
途，并讲到“每个汉字之所以成为现在我们看
到的样子，背后都有一段属于它自己的生命轨
迹”。

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这个被吐槽最
“冷门”的专业逐渐引起关注和讨论，李莹满是
意外和惊喜：“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对甲
骨文感兴趣！”

今年 27 岁的李莹，毕业于浙江师范大
学。本科时，第一次接触到文字学的她，就被
甲骨文深深吸引，于是，研究生期间便选择了
汉语言文字学古汉语专业甲骨文研究方向。

“我那届学古汉语专业的有4个人，但只有
我一个人学甲骨文。学校并未安排专门的教室，
我就和师兄师妹在导师家中学习。”李莹在发布
的视频中透露，导师今年就要退休，如果学校
一直招不到研究甲骨文的老师，这个专业方向
只能暂停。“我的研究方向是真的很‘冷门’。”

被吐槽最“冷门”专业 过程很苦但结果很酷

对话李莹——
研究文字最初的起源
是种跨越时空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