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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数字人文的一些困惑与思考
苗怀明

　　笔者个人是数字人文的受益者，在近年来的教学科研活动中经常利用数字

文人的成果，自己也相继创办并主持中国古代小说网网站和古代小说网微信公

众号，深知其中的甘苦，对那些致力于数字人文研发的同道，一直怀有深深的

敬意。 

　　数字人文为我们的教学科研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是毋庸置疑的，这

是未来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且不可逆转，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但同时还要看到，在数字人文的研发、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让人感到困惑和

忧虑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以下从不同角度着重谈谈这个方面，为数字人文的研发者提供参考和借

鉴。 

　　一、如何克服和纠正数字人文成果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 

　　年轻学人是数字人文成果使用的主要群体，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时常发

现，一些年轻学人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不当使用数

据库的现象，比如他们没有将大量搜索而来的资料进行很好的消化吸收，对文

本及背景缺少足够的熟悉和理解，没有经过一个融会贯通的过程，就进行简单

的复制和粘贴，论文看似旁征博引，但水准并没有实质的提升，形成新的剪刀

加浆糊现象。打个比方，这样的论文有一股浓浓的电脑味。 

　　 有不少年轻学人对数字人文成果严重依赖，离开数据库的检索已经无法写

论文，而且需要说明的是，这已经并不是个别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如何处理数字人文成果与必要的学术基础训练之间的关系。 

　　有了数据库和数字化技术，确实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便利，可以代替研

究者做一些耗时耗力的机械劳动，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大数

据时代进行文人学科学生的学术训练，有些看似机械劳动的基本技能比如分

段、加标点、编目录索引、校勘等，对初学者来说都是必须亲手去做的，这是

进行学术研究的童子功，不可省略，否则达不到进行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素养和

功底，缺少判断力。年轻学子从一开始就使用人文数字化成果，可能会给他们

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没有做好面对人文数字化的充分准备，对数字

人文带来的改变缺少足够、深入的认识，缺少必要的训练和引导，因此需要从

学科角度引起重视，比如进行专门研究，开设课程，编写教材，对年轻学子进

行基本的数字人文素养与技能的训练，正确处理学术训练与数字人文的关

系。 

　　三、如今人文数字化成果的应用比较普及，但由此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或者说是烦恼，比如信息的庞杂和冗余问题。 

　　众所周知，数据库越来越大，固然意味着获得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但其中

也有一个让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通过搜索，得到了很多无效的信息或者

说是冗余信息，也就是说存在信息过剩的现象，检索出来以后还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去筛选。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目前似乎还没有见到特别有效的解

决办法。究其根源，是不少数据库的设计存在缺陷，对用户需求考虑不够。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收藏文章

杜甫《望岳》赏析

杜甫《春夜喜雨》赏析

阳光下的罪恶（3）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赏析

杜甫《春望》赏析

杜甫《客至》赏析

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二章】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赏析

社科网首页 | 客户端 | 官方微博 | 报刊投稿 | 邮箱  

首页 >> 学术争鸣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ywsy/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xsst_112329/
http://literature.cssn.cn/xsqk/
http://literature.cssn.cn/wxs/
http://literature.cssn.cn/wxx/
http://literature.cssn.cn/bsh/
http://literature.cssn.cn/fwxz_2029/
http://wxpl.ajcass.org/
http://wxyc.ajcass.org/
http://literature.cssn.cn/xsqk/zgwxndd/
http://literature.cssn.cn/wxrlxtx_2038/
http://literature.cssn.cn/xjyw/
http://literature.cssn.cn/yctd/
http://literature.cssn.cn/sjwx/
http://literature.cssn.cn/ywhx/
http://literature.cssn.cn/xzfc/
http://literature.cssn.cn/xrft/
http://literature.cssn.cn/lzpj/
http://literature.cssn.cn/xszm/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
http://literature.cssn.cn/gjzl/
http://literature.cssn.cn/smwx/
http://www.literature.org.cn/Register.aspx
http://www.literature.org.cn/Member/Default.aspx
http://literature.cssn.cn/tgzn/
http://literature.cssn.cn/lxfs_2176/
http://hlm.literature.org.cn/
http://wlwx.literature.org.cn/
javascript:setFocus1(1);
javascript:setFocus1(2);
javascript:setFocus1(3);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21_4393265.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30_439330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yctd/zpxslz/201208/t20120807_4380477.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901/t20090105_439898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23_439327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709/t20070914_4393894.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xslwqwsjk/sljwxyj/200612/t20061212_441167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901/t20090114_4399011.shtml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e.t.qq.com/cssn-cn?preview
http://www.cssn.cn/qt/wytg/
http://www.cssn.cn/qt/lxwm/
http://www.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xszm/


　　四、近年来，人文数字化的开发及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学术增长点，但是我

们也看到一些让人忧虑的形式主义和严重浪费现象。 

　　时下申报研究项目特别是各类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有一个时髦的

做法，那就是在申报书中往往会提到建设数据库，甚至作为一个子课题。但是

到了结项时，有不少要么根本就没有建成，要么是比葫芦画瓢建成了，但既没

有进行测试，也没有公开发布，成了有头无尾的“烂尾楼”，最后不了了之。

这样就造成着数据库的重复开发，造成浪费。 

　　其实在项目申请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对数据库建设一窍不通，根本不具备这

样的知识和能力，他们之所以提出建设数据库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拿到项目，

说白了，这不过是个敲门砖。至于那些评委们，他们同样对数据库建设所知甚

少，也是外行，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地走过场，一本正经地相互糊弄。 

　　内行人都知道，数据库的建设需要相当大的资金投入，需要专门的人才，

设计、开发、运行及维护等每个环节需要大量人力、资金成本，需要专门的平

台，即便项目申请到手，将所有经费都用来建设数据库，也是杯水车薪。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包括数据库内在的数字人文的准入、

审核和评价机制，缺少兼具学术与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种情况应该引起主管

部门的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数据库建设，避免项目申请过程中以此做敲门砖的

形式主义。 

　　还有一些问题，是应该进行深入思考的，数字人文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

很多事情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和思考，打提前量。笔者认为如下几个问题应引起

研究者的关注： 

　　一、人文数字化的广泛使用会不会剥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乐趣及情

怀。 

　　众所周知，学术研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富有人文情

怀，通过研究，研究者获得发现的乐趣，获得成就感。如果我们的研究工作由

冷冰冰的搜索及智能技术来完成的话，会不会由此失去研究的乐趣和情怀？ 

　　二、当下有不少人从事人文数字化研发工作，数字人文越来越智能化，许

多简单的归纳和统计已经可以用机器来独立完成，代替很多人工，这样我们就

不能不思考如下一些问题： 

　　人文数字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样的？它给人文研究最终会带来哪些改变？

这一工作高度智能化之后是否会替代专业学者的研究？对那些研发人员来说，

他们现在各自从事的人文数字化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工作是人

文数字化无法代替的，人文数字化目前还存在哪些局限和困难？就现在的研发

情况而言，已经实现了哪些目标，还有哪些目标没有实现？    

　　不管情愿不情愿，转眼之间，我们已经猝不及防地走到数字时代，生活工

作中的各个方面深受数字人文的影响，但我们并没有做好迎接数字人文的准

备，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不管是益

处和弊端，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就现有的人文数字化成果来看，质量良莠不齐，标准不统一。 

　　当下数字人文的研发，主要以商业性为主，牟利的驱动缺少必要的监管，

势必会出现一些乱象。比如逐渐出现的行业垄断、无序竞争现象；不少数据库

内容重复，导致用户重复购买；人文数字化成果相互之间不兼容，往往使用一

个数据库就要下载一个专门的浏览器，对使用者来说，很是不方便。类似的问

题还有不少。 

　　就总体情况而言，目前国内的数字人文化开发和研究还处在各自为政的分

散状态，缺少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管理，各类人文数字化成果之间缺少兼容共享

机制，缺少必要的沟通，商业化过于严重。 

　　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做顶层设计，制定标准，将人文数字的

研发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作为和高速公路、高铁、5G等同等重要的国

家基础设施来进行规划和建设，因为数字人文是造福子孙的重要基础工作，关



乎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相当于用数字手段对整个民族的传统文献进行

一次全新的保存，意义重大。 

　　总的来说，数字人文不能完全采取商业化的方式运作，应该由国家相关部

门出面，进行长远规划，建设一批国家级的数据库，实现全民共享。现在各方

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有这种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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