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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在整個學習過程
中有哪些「後悔」之處，李
右溪緩緩說出八個字：「讀
博不易，就業好難」。
「我的導師經常對學生們
說，沒有十年的功底，考釋
不了甲骨文。這是真的，我
研究了六年，也就摸到了皮
毛，很難出研究成果，因此也
無法靠優秀論文去敲開博士的大
門。而另一方面，在就業時，所

有人聽到『甲骨文方向』，都會露
出一張肅然起敬的臉，然後以專業不
對口委婉拒絕。最終，我是靠含糊稱

自己是中文系畢業，有很深的文字功
底，才拿到了offer。」
「不過，冷門的甲骨文也有自己的高

光時刻。」李右溪在視頻中講述了「一
『字』千金」的故事：2018年，復旦大學古

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員蔣玉斌僅憑一篇論文，就
拿到了中國文字博物館的10萬元人民幣懸賞。

「他破譯的這個字，用現代文字寫作，就是
『蠢』。」李右溪笑着說，蔣玉斌通過查閱周朝金
文，發現這個字經常使用在國家和部落勢力的前
面，結合中央王朝對於周邊部落的自傲感，以及音
譯的演變和規律，他在論文中將這個字破譯為

「蠢」，並最終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聽起來這筆錢很好賺是不是？」李右溪擺了擺手

道，此後的五年裏，再也沒有學者能破譯出新的字，拿
到這筆懸賞。「要成功破譯甲骨文，靠『看圖猜字』是
行不通的，需要結合古籍，對字形、字意的演變進行複
雜的論證。」作為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年代最早的文字
系統，甲骨文目前已發現大約4,500個單字，仍有近2/3
無法釋讀。「好譯的被譯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在短視頻普及中，李右溪也遇到了意外之喜。「有一

位計算機專家找到我，他設想能否用AI來破譯那些還沒
有被釋讀的甲骨文字。雖然不知道行不行，但或許這也
是甲骨文研究的一種新方向。」此外，不少家長給李右
溪發來私信，希望她能出一套系統的甲骨文繪本，以有
趣的表達為孩子們種上一顆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心。
「雖然我才入行一個多月，短視頻也沒開始盈利，但人
們的關心和鼓勵讓我對此充滿信心。當有一天能用興趣
養活自己，就是最快樂的事。」

「說實話，真沒想到視頻能火成這樣，早知道就補個妝再錄了。」
1995年出生的李右溪長相甜美，笑起來會露出兩個酒窩，一點也

不像傳說中的「女學究」的模樣。她端起一杯咖啡，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回憶了第一次錄視頻的情形。「研究生畢業後，我應聘進入了一家
新媒體公司做短視頻編導。當時我都沒好意思寫自己的專業方向，就
填了大類『中文系』。做了半年多的文案策劃後，我突然有了傾訴的
慾望，想與大家聊一聊研究了那麼多年的專業，就這樣開始了我的第
一次嘗試。」
短視頻的文稿是李右溪逐字逐句修改出來的，每一段都讓朋友們
先試讀，務必讓「普通人」都看得懂，才能用。「這一點我還蠻感
謝在新媒體公司的工作經歷，畢竟那裏對文案的評判標準是有趣、
好看、吸引人。說實話，讀書時我的偶像是錢鍾書，他就是我心目
中學者的模樣——既專業，又幽默。但甲骨文實在是太晦澀了，
一直到研究生畢業論文，我都是邊學習邊寫作的。要想把它講清
楚，得用上很多深奧的文字，與有趣一點也搭不上邊。」

「吐槽」專業太冷門 播放量逾百萬
為此，李右溪並沒有選擇釋讀某一個甲骨文字，來作為她嘗
試的起點，而是想與屏幕前的網友們聊一聊，學習甲骨文專業
的感受。「文案完成後的某一個晚上，我跑到一位朋友家中，
借了他的書房就開始了我的錄製。」讓李右溪沒想到的是，
短短兩分半鐘的視頻，她耗費了五個多小時才弄完！「畢竟
我不是專業的傳媒生，雖然有提詞器，但面對鏡頭要把文稿
的內容娓娓道來，還是不容易。」
凌晨時分，又累又困的李右溪將最終版本上傳至抖音，
便一頭倒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提示音吵醒
的！」李右溪笑着表示，當時她忐忑不安地打開賬號，
瞬間被消息紅點淹沒——一夜之間，這條「吐槽」專業
太冷門的短視頻播放量超過百萬，也為她增長了一萬
多名粉絲。如今，這條視頻吸引了13.6萬人的點讚。
有網友在下方留言：「姑娘，以前是興趣，以後就是
責任了。堅守下去，華夏先祖和後人都感謝你。」
「坦白講，我的水平還遠遠達不到網友們所
提的——復興甲骨文的高度。但若有人因為

看了我製作的視頻，而
對甲骨文產生興趣，
甚至能萌發研究
的想法，就已經

很成功了。」今年3月，李右溪決定辭職創業，做一名全職的甲骨文科普
博主。「要把甲骨文講得專業又有趣，需要看很多的書籍，再結合社會熱
點進行融合輸出，這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兼職做，我怕堅持
不下來，所以就把工作辭了，逼一逼自己。」「你是內卷派還是躺平
派？」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的問題，李右溪歪着腦袋想了很久，才回覆說自
己是行動派。「我很幸運，父母都比較開明，雖然家境普通，但他們都支持
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選擇所謂的冷門專業。」李右溪說，從高中起，
她就特別喜歡古代文學，「跟閨蜜傳的小紙條上寫的都是自創的古詩
詞」。雖然高中讀的是理科，但大學選專業時，她毫不猶豫地在所有的第
一志願裏，都填上了「漢語言文學」，並最終來到了浙江師範大學。
大二時，李右溪在「文字學」專業課上，第一次接觸到了甲骨文。
「『文字學』主要講的是漢字的起源和發展，老師會從甲骨文、金文
一直談到漢隸，它的演變過程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中國上古史。」正
因如此，李右溪對古代的文字產生了濃重的興趣。「大學期間我基本
上每天都泡在圖書館裏查資料，有時候碰到形狀奇特的字，還會自己
先去推導一下它的讀音和釋義，再看書裏的答案做對比，有一種解
謎的快感。」

轉攻趣味性科普 一月吸逾十萬粉絲
「很多網友會私信問我是如何堅持下來的，其實我並沒有去『堅
持』，這是我真正感興趣的事。」為此，在報考研究生時，李右
溪再一次遵從了自己的內心，選擇了漢語言文字學（古漢語）專
業的甲骨文方向。「其實我在讀研時，就嘗試過科普甲骨文。」
李右溪回憶道，彼時她與師妹做了一個公眾號，每天從甲骨文的
演變過程去釋義其中的某個字。「現在回過頭看，當時我們的
出發點是好的，但內容寫得太學術了，吸引不了讀者，閱讀量
一直上不去，最終便放棄了。」
因此，在這一次的短視頻科普中，李右溪轉變了她的傳播

思路。「如果一直強調學術性和專業性，甲骨文只會越來越
冷門。只有讓更多的人首先產生了對它的興趣，才會去學
習它，研究它，中國的甲骨文專業才能迎來復興的可
能。」在這樣的標準下，「甲骨文記錄下的千年前的
愛情」、「破譯一個字10萬塊怎麼拿」、「你的姓
氏用甲骨文這樣寫」……一條條生動有趣的短視

頻，讓她的賬號在短短一個
月之內，便吸引了14.7萬
的粉絲。

甲骨文畢業生
拍片科普

一「字」千金無人識 專業或將停招盼復興
「甲骨文專業有多冷門？」甲骨文科普博

主李右溪在視頻中突然睜大雙眼，一臉震驚

的自問自答道。「我畢業後才發現，這個專

業居然快成為絕學了。因為我的導師今年退

休，如果學校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老師，這個

方向就只能暫停了。」事實上，李右溪的說

法並不誇張，作為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文字系

統，甲骨文由於艱深晦澀，目前仍有近2/3

無法釋讀，而全國研究該方向的學者加起來

不超過一百人。「2016年，中國文字博物館

曾發布『懸賞令』，破譯一個字獎勵10萬元

人民幣。這麼多年過去了，只有一位學者拿

到了這筆錢，可謂是一『字』千金卻鮮為人

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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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爆火的「吐槽」
短視頻下方，有一條
被點讚了 3,000 多次
的留言，這是網友
「心理導師梁鬆鬆」晒
出的北大古生物專業的
畢業「合影」——在這
張所謂的「合影」裏，
只有孤零零的一位畢業
生。「我的畢業照也差不
多。」李右溪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展示了她的畢業「合
影」——沒有別的同學，只
有她穿着碩士服笑盈盈地站在
母校浙江師範大學背景牌前的
照片。「那一屆只有我一個人選
擇了甲骨文方向，我的上一屆有
兩個，下一屆有三個，再後面還
有一屆也沒幾個人，就暫停招生
了——因為導師退休了。」

聊起研究生上課時的情景，李右
溪回憶道，甲骨文專業課由於學生太
少，學校就沒有安排專門的教室，而是
讓整個師門都去導師家裏學習。「我還記
得每周二或者周四下午，我和師兄師妹三
四個人一起騎車到導師家，大家並排坐在
客廳的沙發上，一邊聽課一邊喝着老師親手泡的茶，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特別，很愜意。」

聽了李右溪的分享，許多網友發出了羨慕的感慨，紛紛在線
求「入學」。「這估計比較難，因為我的導師今年就要退休
了，學校至今還沒找到合適的老師，只能將甲骨文方向的研究
生招生暫時停一停。」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由於甲骨文艱深晦
澀，全國研究該方向的學者加起來不超過一百人。要在其中找到有
教學資質和水平的優秀學者，更是難上加難。

「甲骨文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個『通關密碼』，通過文字去實現
古今對話，但現今潛心破譯這份密碼的人並不多，需要數十年如一日的枯燥
治學。」正因如此，李右溪對她的導師陳年福充滿敬佩。「我每次去導師家
裏，他永遠是坐在客廳窗戶邊的書桌前，將甲骨文字一個個錄入電腦，對甲骨片進行剔
重、合併綴合……一坐就是一整天，一坐就是三十年。」李右溪說，正是在他家的小小
客廳裏，誕生了國內最新的大型甲骨文引得類工具書——《殷墟甲骨文辭類編》。最開
始的幾期視頻，李右溪沒好意思發給導師看。「沒想到他自己刷到了，還主動轉發給
我，說做得挺好，繼續努力！」得知她辭職創業後，陳年福很認真地找她談了未來的
道路。「其實導師一直很鼓勵我們，在學習研究的同時，多向外界去宣傳、推廣甲骨
文。再有意義的文字，如果常年被束之高閣，也會被人遺忘。」李右溪說，她給自己
定下了三個月的小目標，希望在這全職創業的時間裏，能多做出一些爆款，讓更多的
人了解甲骨文、愛上甲骨文。

甲骨文因鐫刻、書寫於龜甲
與獸骨上而得名，是商代晚期
最主要的文字。殷商時期，王
室貴族處理大小事務都要用甲

骨進行占卜，祈問鬼神，得知吉凶禍福後才決定
行止。事後，卜官還會將有刻辭的甲骨作為國家
檔案保存起來，堆存於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
的卜辭成為了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
映了從公元前 1,3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的社會生
活的各個方面。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餘年，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
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也是漢字的源頭和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從 1899 年甲骨
文首次發現至今，共計出土甲骨 154,600
多片，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 4,500
個，仍有近 2/3 無法釋讀。2016 年，中國
文字博物館曾以 10 萬元人民幣/字重金懸

賞破譯人員，可謂是真正的一
「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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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期短視頻的文稿都是李右溪對着
甲骨文書籍，逐字逐句修改出來的。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由於就讀專業太冷
門，學生太少，李右溪的

研究生畢業「合影」只得她一個
人的身影。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李右溪正在錄製短視頻。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李右溪在短視頻中以通俗易懂的話語科普甲骨文。 網絡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