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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进化，文科还有学的必要吗？

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

文科教育处境尴尬
讨论文科消失，只是跟风炒作

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写出像模像样

的公文、辞藻华丽的诗歌，甚至展现出“自

我反思的能力”时，全球范围内高校文科

专业频频被裁撤的消息不断传出。

两相“夹击”下，网上关于文科专业缩

减、甚至消失的论调不减，也让不少人、尤

其是近两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家长焦

虑情绪日盛：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进化，文

科还有学的必要吗？文科专业是否会走

向末路？未来文科发展道路何在？

“文理之争”是个老话题，近两年AI快速
发展，进一步将“文科无用论”上升为“文科
消失论”。在自媒体上，“文科消失论”甚嚣
尘上，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热点，带来了一
波又一波的流量。

在无数似是而非的观点冲击下，许多人
被裹挟其中，忐忑不安，不少学生及家长更
对文科专业前景深感迷茫。

“毋庸讳言，人工智能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在人文社科领域也确实替代了许多过去
需要人工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的基础工
作。比如其在流程化、制式化公文写作领
域，甚至超过了普通人的水平。”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刚说，“但如果就此断
言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人文学科，恐怕过
于冒失。”

“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更加需要哲学和人
文科学。讨论文科消失，只是一种跟风炒
作。”接受采访时，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
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佐文多次表
达了这个观点。

当下文科遭遇了诸多挑战，但其在人类
社会发展中的根基作用无可代替。李佐文
认为，文科教育不仅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
生命力，还帮助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这对于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
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刚表示，人文学科自有其价值，其目
标是“学以成人”，即培养具有完整人格、
能为社会服务的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培
养学生写作、翻译等技巧。从这个意义上
讲，人文学科在理解社会运转规律、协调社
会各部门、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不
可或缺。

针对AI和文科生“抢饭碗”的言论，陈刚
认为，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是全方位
的，涉及编程和数据处理等领域的理工科毕
业生，同样面临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取代之
忧，过分炒作失之偏颇。

近段时间，复旦大学优化
文科的消息引发热议。不仅
仅是复旦大学，近两年，以哈
佛大学为代表的全球多所顶
尖院校减少文科专业招生，我
国高校的减招、停招、撤销专
业中也有不少是文科专业。

对此，普遍观点认为，尽
管文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毋
庸置疑，但目前文科面临的冲
击，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智能的
出现，很大程度是文科教育自
身导致的，表现为文科课程及
其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结构
性不匹配问题突出。

“我学的是广告学专业，
你敢相信我们学校教学用的
还是卡片相机？”“一些大学设
置的文科课程不合理，部分教
师业务素质有待提升，如何让
学生学有所得，是大学文科教
育的重中之重”……采访时，
不少在校大学生吐槽一些高
校的文科课程与现实脱节，在
上大学时无奈“划水”，在毕业
后觉得“啥也不会”；同时，一
些文科研究陷入庸俗化、低水
平重复，也为人所诟病。

对复旦大学缩减文科的争
议，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表示，复

旦的文脉传统不会丢。“文科一
定要做得非常精。”金力说，“希
望能培养和造就有思想、能够
引领世界和时代的人，对中华
文化和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

“大学专业的调整，要基
于学校的定位、国家及社会的
需求而进行。”李佐文说，新技
术改变了文科的研究方法，改
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使得传
统文科教育面临挑战。“我们
应从更深层次上来反思文科
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积极探
索适应时代需求的文科教育
模式。”

大学应在社会变化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培养出更多符
合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人
才。“人文学科要保持开放态
度，要去研究变化，并根据变
化加强跨学科融合，适应新时
代需求。”李佐文认为，未来，
培养具备人文素养和大数据
处理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将成
为趋势。

有专家表示，支撑今天所
有AI应用的底座，是学术界数
十年来在哲学、理论、建模等
方面的持续投入。AI 的突破
性发展，关键要在更高的哲学
和理论层面创新。未来AI研
究最难解决的问题，恰恰在于

文科所关心的社会复杂系统，
比如人口、政策、文明演化、价
值体系等。

学科交叉正成为我国高
等教育的新趋势。目前，国内
多所顶尖大学纷纷宣布培养
多学科交叉人才。如复旦大
学增加“新文科”培养项目和
名额投放，文科与理工医学科
交 叉 的 双 学 士 学 位 规 模 占
2025 级 招 生 人 数 的 12.4% 。
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人工智
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
聚焦国家人工智能与语言教
育领域的前沿课题，推动前沿
技术赋能语言研究的突破性
进展。“文科在人工智能时代

只会越来越重要，前提是得接
受转变、拥抱改变，让文科更
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李佐
文说。

对于 2025 年即将选择文
科的高考生，中国人民大学教
育学院副教授、政策研究室高
级研究员吴秋翔建议，根据自
身的学习情况和兴趣进行专
业选择，避免盲目跟风；关注

“新文科”专业群，关注人文专
业的“强基计划”、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项目、文理交叉学科项
目、双学位项目等，做好以文
科进入大学学习交叉学科的
准备。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