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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黄卷，聆听一个个伟大的灵魂向我们诉说绵延至今的

真理，自是无限惬意！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文学、哲学、

历史犹如浩瀚星河中璀璨耀眼的“明星”，交相辉映，放射

出奇异的光芒。古希腊思想巨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画

家和诗人喻为拿着镜子的人，向四面八方旋转就能“造”出

太阳、星辰、大地、自己和其他动物等一切东西。寓意文学

是生活的再现，而历史是凝固在岁月中的史诗，一有机会便

还原出本来面目，哲学则仿如探究“镜子”折射“真理”的

美学过程。 受从众效应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很多考生把文

史哲类专业作为从属志愿，当做遭遇尴尬分数时的备选专业

。那么，文史哲类专业遭遇报考“寒流”是否真因就业大势

所致？莫非昨夜耀眼“星辰”正悄然陨落？ 昨夜星辰难露光

芒 打开文史哲类专业的“黄金罗盘”可以看到，此类专业包

括哲学、逻辑学、宗教学、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

、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等。 目前，历史学、

考古学、哲学等专业的报考一直处于低温状态，第一志愿上

线人数不多，第一志愿报考文史哲类专业的考生亦不多。考|

试/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报考热度有所上升的情况下，与国际

经济与贸易等专业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而用人单位

对文史哲类专业毕业生似乎也不是特别“感冒”。 近两年，

在一些人才招聘会上，理工类专业毕业生的需求比例多

在70%左右，用人单位提供的60% 以上的职位都是工程技术



类，而对文史哲类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则很少，文史哲类专业

的就业情况一直不温不火。在上海市教委公布的“2003-2006

年度上海市普通高校本科就业率较低的专业科类一览表”中

，历史学、哲学类专业均榜上有名。从人才市场来看，政府

机关、科研院所、新闻出版单位曾是文史哲类专业毕业生的

主要就业出路，而目前这些单位的人才需求量也不大，再加

上地方政府机构精简的力度加大，文史哲类专业毕业生正面

临就业新挑战。 文史哲类专业毕业生在整个才市的供求状况

是供大于求，其学历需求结构也不平衡。考|试/大从历年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统计情况来看，哲学、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约为80%，民族学专业在40%左右。2002-2006年，文学

类和历史学类专业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文学类

专业人才培养供大于求的现象已在2004年显现，但2007年后

供给有所回调，今后几年供大于求的现象会有所缓解。历史

学类专业人才供给将呈逐年缓降趋势，需求变化不大，

到2010年累积的供需矛盾有望得到缓解。哲学类专业人才供

给呈上升趋势，需求未增，未来几年供大于求的现象将逐年

凸显。 中国需要文史哲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其表

现形态便囊括了哲学、文学、历史、宗教等，它能绵延流传

至今，足见其内在的生命张力与怡人魅力。中国传统文化的

思想方法十分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而对文学、哲学、历史

等的深刻了解，会促成人们的身心全面、健康地发展。这些

文化精华有利于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

自身的思想境界、认知能力与人文素养，它对一个人修养与

性格的塑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倘若一个人重理轻文，

缺少了人文素养的滋润，那么就如同将树苗从为其输送养分



的土壤中连根拔起，无异于失去了生命的源泉。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考|试/大到封建

文明繁荣的明清时期，由文学、哲学、宗教等所组成的文化

生态圈生生不息，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深入每个人的

血液，并不能从人们的生活中抹去。不知你是否了解，由韩

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

“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听到本国的传统民俗成为他

国的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你作何感想？一个缺失了人文底蕴

的人无疑是不完整的生命，而丧失了文化之根，传统人文气

息日渐减弱的国度更是令人悲悯的。中国需要建构起自身的

文化价值体系，而我们每个人更需要接受传统文化的浸润，

用以文史哲为根基的文化教育来滋养自己的心灵。 昔日之星

重现光华 文学、历史学、哲学专业是传统的基础学科，这种

基础性也造成了它们的“泛化”性。有种说法同学们可能都

听过：中文是“万金油”专业，毕业生什么单位都能去。事

实也的确如此。文学、历史学、哲学之间是相通的，其毕业

生流向出路基本一致，有在新闻出版单位担任记者和编辑的

，有报考国家机关公务员的，有选择到中学或教育科研机构

从事专业教学、科研的，也有在国企、广告公司、咨询公司

、投资公司、外服公司及银行、证券公司从事文秘工作的，

另外还有部分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可见，供文史哲类专业

毕业生选择的职业类型并不少。 文史哲类专业毕业生适应面

较广，就业弹性大，非显性的就业机会其实有很多考|试/大。

在传统的媒体构成人员中，文史哲类毕业生便占到90%以上

。像哲学专业毕业生可尝试从事记者职业。哲学专业侧重培

养同学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毕业生思辨能力较强，看问题也



很深入。同样是做记者跑新闻，新闻专业的同学开始时可能

上手比较快，而哲学专业的同学由于思维方式更深入，对稿

子的把握也就能更加深刻、透彻。历史学专业毕业生思考问

题全面、客观、有条理，可胜任市场营销、管理等方面的职

业，如市场分析员等，还可进入电视台、电台栏目组制作节

目。 随着市场的发展，文史哲类专业人才又有了新的发展机

遇。 机遇一，传媒业发展需要文史哲相关人才 国内的传媒业

对人才的职业化程度要求愈加严格，对从业者文化水平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如今传媒业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适合文史

哲类专业毕业生从事的职业在不断增加。毕业生可考虑的求

职岗位已不再局限于编辑、记者，像策划、广告、发行、网

站编辑等都可纳入自己的发展规划视野。我国的图书发行市

场正逐步放开，多数出版单位对发行人才都有需求。文史类

专业毕业生若有较强的策划意识和良好的口才，在竞争发行

工作岗位时就有很大的优势。国内广告业的人才需求也在激

增，像广告创意、文案策划、广告销售等都是文史哲类专业

毕业生可从事的职业。 机遇二，教育机构欢迎非师范类文史

哲毕业生 现在大部分师范院校已不再对口提供毕业生进入学

校工作，很多学校也不再局限于吸纳师范类毕业生作为教师

。故而文史哲类专业毕业生可不必考虑自己是否为师范专业

科班出身，只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就可成为一名教师。此

外，社会上各种民办教育机构日渐增多，文史哲类专业毕业

生不一定局限于公立学校，私人教育机构也是不错的选择。 

复合型人才“星途”坦荡 文史哲类专业就业低迷的主要原因

在于，毕业生的就业期望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产生了错位。考|

试/大很多毕业生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从事何种职业，对自



己的能力估计不足，认为专业不适合就放弃，结果错失了很

多就业机会。很多同学认为将来所从事的工作一定要与自己

学的专业相关。其实，做非所学并不意味着学非所用。目前

就业市场需要的是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学历

史的完全可在旅游公司做旅游线路开发等工作，没必要追求

专业完全对口。 文史哲类专业虽然学科跨度较大，涉及很多

方面的知识，就业弹性亦较大，但此类专业由于替代性较强

，因此缺乏独有的专业技能壁垒，毕业生能做的工作对于其

他专业人才可能更加适合。用人单位对文史哲类毕业生的考

核往往比理工类毕业生复杂，除学习成绩外，还要看其语言

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此外，文史哲类毕业生在

就业市场中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问题：一是人文素养不高，

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二是专业面略窄，与用人单位的

要求有一定差距；三是创新能力和开拓能力不够。 考虑到上

述问题，让“丛林法则”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不能适应环境，就只能被环境淘汰。考入文史哲类

专业的同学应在努力学习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注重多方面能

力的培养，文理兼学，在综合素质上下工夫。现在大学基本

上都开设有辅修、选修课程，考|试/大同学们可辅修第二学位

，广泛接触各类知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升

自己。如果在大学期间能及早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不断

补充各种证书，拓宽自己的专业视野，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那么就会避免出现“毕业就失业”的情况。像复旦大学文

史哲类专业的很多毕业生都辅修了金融、保险等专业，英语

和计算机学得也很棒，在就业市场中给用人单位留下的是专

业基本功扎实、知识全面的印象，颇受欢迎。 为适应时代发



展的需要，现在很多大学的中文、历史等专业增设了不少针

对性强的方向。比如对外汉语这个新兴专业，将成为未来比

较热的专业，该专业本科毕业生可直接免试申请对外汉语教

学中级资格证。对文史哲感兴趣的同学可选择报考文史哲类

专业中的这些“新兵”，而没必要热衷于目前的热门专业，

现在的“热”未必会在毕业后给自己带来一片坦途。而且所

谓的热门专业，是根据考生分数和划出的分数线差值后，得

出的报考志愿比较集中的专业，热门专业只是社会关注度高

、录取分数相对较高而已。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