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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贴标签：试想，若小钟家庭条件比

较宽裕的话，大家还会担心吗？不会，

大家只会觉得她很有追求。其实，因

为“家境不好却报考考古专业”的标

签而产生质疑，大可不必。假如民众

只是怕学考古找不到工作，那么我来

澄清下：找工作绝对是 O.K. 的。但是，

我也承认，考古学的学科特质，导致

那些非常对口的岗位，或许无法提供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无法为你带来丰

厚的经济效益。

总的来说，大众对考古的认知，

基本还是停留在戏剧性、故事性的

刻板印象上——被一种探险神秘的

气氛笼罩。同时，又觉得，这个行

业是“清贫”的。那么，前途在何方？

归属在何方？你自己想清楚了就行。

我支持小钟的选择，人生就是需要

自己不断尝试，才能摸索到未来的

方向。何况，她那么优秀，相信她

的未来一定是多样的、精彩的。

最后，我是觉得业内也应反思：

考古学这么有意义的一门学科，需

要你多年研读，多年付出，多年辛

劳；可是，毕业了之后，收入不如

特别对口的就去了博物馆，也有转

行出版等行业的。

考古学是对体力和脑力双重折

磨的学科，对那些步步坚持的同学，

我特别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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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况描述：

我对考古学，有四个阶段的认

识。

第一阶段，是萌发兴趣的时期。

从小，我就超喜欢看世界未解之谜

之类的大百科全书，超喜欢涉及考

古的一些内容，尤其喜欢埃及，喜

欢神秘的历史，那会儿觉得考古是

神秘、浪漫的工作，十分有吸引力。

第二阶段，大一大二时期。我

们本科是没有分方向的，所以学了

博物馆学、文物学、文化遗产以及

考古学。其中，我更偏爱考古学，

因为接触到一些有趣的课程。

第三阶段，接触到考古学理论

的大三。此时，我逐渐意识到，考

古学不是简单的田野调查、文物挖

掘，它拥有精密的内核、自身的一

套价值观。它探索人类的过往，是

很酷、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研

究生的时候，我选择了考古学专业。

第四阶段，研究生时期。继续

深入学习之后，我发现考古是需要

你穷毕生心血、甘坐冷板凳的一门学

科——充满了艰巨的挑战。我认真地

思考了发展问题，反复斟酌后，找工

作的时候，没有选择考古学的方向。

我的困惑是：一、遗址、文物

总有挖掘完的那天，将来呢？将来

如何？考古的前景在哪里？二、若

将考古视为理想事业的话，有经济

保障否？三、找工作的那段时间，

我比较迷茫，不知道想做什么、能

做什么。文博专业与大部分社会工

作确存“脱节”情况，此前一直希

望自己可以继续做学术研究，关于

“踏上社会”的规划不足——但是

如果没法埋头做学术，必须踏上社

会，你又发现专业与社会是“脱节”

的，不那么“实用”，焉能不纠结？

我如今的职业选择，在班里算“小

众”的，大部分同学还是希望从事专

业相关的工作。不过，学考古的人真

的不多。据我所知，我这一届，考古

学方向的学术型硕士只有我一个人，

研究型硕士，不到五个同学……

关于“热不热”的问题，我先说

说外界对钟芳蓉的忧虑。他们是在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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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这么有意义的一门

学科，需要你多年研读，多

年付出，多年辛劳；可是，

毕业了之后，收入不如金融

领域、互联网领域远矣——

这不是我们能够自我忽视、

自我麻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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