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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中文系的理科生是非常刺激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对于新生来说。 

  开学的头两天，你以一个高中理科生的身份来到中文系，就意味着你要花费大量的口舌

来跟你的新同学和新邻居们解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刺激的；你也许会以为你曾经呕

心沥血学习的那些数理化知识将成为永远尘封的历史，你或者因此沮丧，你或者因此兴奋，

这是刺激的；你看着你的课表，发现你要学习的是数学 C，而其他中文系的同学只需学习数

学 D，除此以外，你的课表上还莫名其妙多出来“程序设计”或者“计算概论”一类的词汇，你

困惑，你质疑，你不平，这是刺激的。 

  开学的第三四天，你很可能被召集到一个叫做“汉语言研究中心”的地方，和七八个师兄

姐和一个导师坐成一圈，然后依次做自我介绍，接着你就要开始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去理解两

个词组：一个叫“应用语言学”，一个叫“中文信息处理”。在这个小聚会上你会慢慢意识到你

即将融入一个小集体，和别的中文系的新生不一样，你马上就会拥有一个专业的标识，而与

之同时的是，除了文学、语言和文献的基础知识，你还将额外的面对一台计算机，而这台计

算机将不仅仅给你用来灌水和玩游戏，你需要在别的同学泡图书馆看有趣的小说的时候在上

面敲出许许多多的编程语言——当你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你的中文系的生活将

是与众不同和刺激的。 

  开课以后你面对的刺激还会有很多，面对全新的课程，你可能比你的文科同学需要更多

的时间去适应。特别是第一个学期，除了高数以外，大部分课程是中文系的基础课程，这意

味着你的大部分时间将不再用于受力分析和配平化学方程式，意味着你将把原来的语文这一

科给放大 N 倍，意味着你要花相当的时间去记忆和背诵许多文字……而这些都是你高中三年

所不习惯的。这可谓一种挑战。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就感到遇上了困难，因为我高中学的

是 3+x+综合，而 x 是物理，因此我在高二之后就停止了对政治和历史的学习，中国古代史

的部分完全没有学习（只有 x 选历史的那些同学才需要学）。于是，当我大学第一个学期面

对“中国古代史”这门课时，就出现了大麻烦，因为我和其他同学完全不在一个起点上，我连

古代史的大致线索和很多基本常识都没有弄清楚，而老师的讲授则建立在学生已经具备相当

多的历史知识和一定历史观的基础上了。更让我郁闷的是，我的记忆能力是弱项，而且习惯

于高中重推理和重演算的学习方式，因此，我只好在课下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这门课，方才

在保证了最后的成绩不至于太差。在我看来，这门课的学习是我作为一个理科生的中文系生

涯中的很“凝重”的一步，不仅仅因为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更重要的是它让我认识到调

整心态和学习方法的重要性，我必须心平气和的静下来去听讲，告诉自己必须要学会记忆，

而且说服自己中国古代史是学好中文系其他课程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些自觉的强迫，

我想我的下场将是：不及格、继续做一个身在中文系的可笑的中国史盲、学习文学史和汉语

言史时手忙脚乱。 

  刺激不仅仅来自于这些对文科课程的学习，也存在于那些与众不同的理科课程中。原因

很简单，虽然你是中文系的理科生，但在全校范围来看，你只是准理科生而已，你的大环境

是中文系这样一个标准的文科院系。那么，你的思维方式必须保持在文理间切换的状态。这

可能会给你的理科学习带来一点牵制，比如你学习高数 C，一般来说是和某个理科院系一起

上（我们当时是跟着环科上的），你可能就会感到那些理科系的学生学得比你快或者期中考

试的成绩普遍比较高，我想这是很正常的，标准的理科生，比如环科的学生，他们数理化和

生物都要学习，在理科方面的思维有一种连续性，而且很多数学应用型的题也多以物理化学



生物的实例作为模型，这样一来，和你同堂学习高数的理科院系的学生就会占有一些优势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也是高考选拔出来的优秀的理科生，你不应当怀疑自己学习理科课程的

能力。文理兼修的局面一开始可能会牵制你两方面的学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调整心态

和方法的人，那么很快你就会发现文理兼修其实可以强化你的思维能力，也可以调节你的学

习心态，很快你就会发现一方面自己的理科可以学得像其他理科生一样好，甚至更好；另一

方面，你在学习中文系基础课程，尤其是语言学的课程时，你会多一些逻辑推理的能力，从

而使你的思维更敏锐。 

  总之，从不适应到适应这样一个过程是富于挑战性的，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要比别人承担

更多一些的艰辛，因为直接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专业本科阶段要求的课

程总学分远远大于其它三个专业，而所学的课程文理兼有，那些理科课程从课名上看就显得

很有强度，我记得我们大一下学期选课的总学分是 28 学分，已经超出了 25 学分的限制，而

且当时我还要应考 cet6，学习压力的确要比同期的文科生稍大一些。但是，这样一种经历，

其实能加深自我认同，你会从这些贴近专业的课程学习中更早的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虽

然你遇到的困难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能让你感到学习生活的充实，多少

还是有些刺激的。 

  另外，从我对我的师兄姐、同僚以及师弟师妹的观察来看，我感到及早定位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这一点非常重要。以一个理科生的身份进入中文系，情况总的说来有两个，一是由于

你对中文感兴趣（这体现在你对高中的语文学习或者写作感兴趣），而且你厌倦了对数理化

的学习，于是你来到了中文系；一是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志愿填报不合理的问题，使你不能

进入你原先计划的理科院系学习，而在你愿意地情况下来到了中文系。如果你的情况是第一

种，那么你很幸运，你可以在中文系的学习中获得最大的快感，而且偶尔可以重温一下理科

的学习并且毫不费劲。不过即便是这样，你也要明确自己喜欢的“中文”是不是只是指的文学，

因为应用语言学是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并非完全等于高中的语文和写作。我们 03 级刚进中

文系的时候有 10 个理科生，第一学期结束以后就有一个同学发现自己的真实兴趣在文学专

业，于是退出了应用语言学的学习行列；大二第二学期快结束时，文科学生面临分专业，而

理科生中也有一名同学决定加入文献专业，于是也退出了中文系理科生的行列，他们都能发

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的所在，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决定做得越早越好，因为虽然同在中文系，

但是文理科学习的课程差异还是很大的，如果到了大二才从理转文，那么你之前所学的一部

分理科必修课程（如数据结构合数据库之类）将降为选修，而你之后则要花更多的时间补上

你缺失的文科必修课程（如文学原理和典籍概要之类）。 

  如果你是属于非第一志愿进入中文系的理科生，那么你面临的调整心态和学习方法的任

务更重。我的建议是，第一个学期非常重要，你可以尝试着用心去体会中文系，尤其是语言

学，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真心并且相对狂热的喜欢上这个学科，一般说来，我认识的许多中

文系的理科生都能做到这一点，说实话，语言学和理科（尤其是数学），有很多相通之处，

一个理科生热爱上语言学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从而从事用计算机分析语言的工作也是顺理成

章的。我熟悉 02 级的一个该专业的师兄，他当初也不是第一志愿来到中文系，但是他很快

地就进入了语言学学习的状态，学习成绩非常好，文科和理科课程都学得很棒，在年级数一

数二，而且他现在非常喜欢他学习的专业，这在我看来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典型。但是，如

果你在一两个学期的学习之后你还不能感受到中文系学习的乐趣的话，那么你就要趁早思考

自己的问题所在，及时调整心态和学习方法。我认为没有必要一进来就急着转系，但是如果

实在没有办法调整过来，你也可以在大一下学期开始筹划转系的事宜，但前提必须是你要使

自己中文系的课程过关，我知道的 02 级和 03 级都有理科生转系（转至理科院系）成功，但

是，转系前后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很大的，转系成功后你也会面临诸多调整的问题，

所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应用语言学之中文



信息处理这个专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新兴专业，而且北大在这方面的研究居于全国的领先

地位，所以你尽可以排除就业方面的担忧，从别的理科院系（如物理系）转入中文系的学生

就有专门转入这个专业的例子。因此，不要对理科生进入中文系这一事实带有逆反心理，无

论你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进入了中文系，选择是由你做出的，你就有理由说服自己静下心来

感受中文，体验中文。 

  最后再提一点，由于应用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留给我们的创新和实践空间是非常

充裕的。02 级和 03 级的同学都在大二期间利用自己的所学，自发地进行了课题开发。虽然

取得的成果都不能说是体现了该专业的本质，但是这些课题都是对所学的文理科课程的综合

应用，也就是说，我们所学的每一门课都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刺激能力和兴趣。 

  作为一个师姐，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一个理科生，也可以是一个正宗的中文人。北大中

文的气韵，深藏在每一个热爱她的学生的骨髓里。理科生的身份，意味着你可以用一种独特

的方式去传承这种气韵。而你之所以能够胜任这种传承，是因为你热爱自己，并且热爱中文，

你能够很自豪很勇敢的说：“我是一个中文系的理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