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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转向”下的史家“构图”能力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学科，史学家的素养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的面貌，因而在漫长的学科发展过程中被反复提及

和强调。比如，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提出，史学家应具备“才、学、识”三方面的素质。英国史学家特里维廉

认为，史学家承担着史实积累、证据检验，以及对史实进行选择、排比、推测、概括并将其以恰当形式表达出来

的任务。可见，史学家的素养不仅关系到史学研究的进展，而且关乎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以及社会对史学的信

任。

　　“构图”能力决定历史研究水准

　　当代史学理论家何兆武指出，历史研究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历史学家根据素材来建构一幅历史图画的过程。

“构图”能力的高下，直接决定了历史研究的水准，也体现出史学家的基本素养。譬如，《史记》中的鸿门宴便

是司马迁建构的一幅“历史图画”，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风云，而且能感受到司马迁的史学素养。笔者所谓

的“构图”能力是一种史学家的综合素养，不仅包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能力，还包括表达和撰述历史的能力，更

包括面对已成过往或正在进行的“历史”时的直观体察和心灵感受力。

　　如果说“史观”是史学家建构历史图像的“施工图”，那么史料无疑是史学家“构图”的基本素材。史料作

为历史进程的记录与遗存，固然有其自在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却来自于其在“历史图画”中的位置，以及被

纳入“历史图画”的方式。被纳入“历史图画”中的史料之间，必然被建构起某种关联，历史的意义正是在这种

关联之间体现出来的。同一种史料与不同的其他史料关联在一起时，其意义也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整幅“历史

图画”的变化。比如，某个家庭的记账簿，在宏大叙事的“构图”者看来，其意义或许可有可无；但在新社会史

或新文化史家眼中，却是探微知著的珍宝。也正因为如此，史学家的才、学、识，运用史学方法和工具的能力，

以及感知历史的心灵，才显得格外重要，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史学的整体状况。

　　史学转向孕育新的“构图”能力

　　史学家的素养或曰“构图”能力，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性内涵的揭示，而其本身也具有历史性内涵。抽象地

看，史学家的素养固然可以归纳为“才、学、识”等若干方面，但具体来看，无论是素养的内容还是结构，都随

时代变化而更新。陈启能曾提出，“当代，即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结构

和方法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历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出现了“文化的转向”“实用的转向”“空间的

转向”“目视的转向”等，给历史学打开了新的前景。显然，这些“转向”都涉及历史学治学理念、方式和手段

的深层变革，每一次“转向”都对史学家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为其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回到“构图”的意

义上看，史学“转向”总会带来新的史料解读和联结方式，孕育出新的“构图”能力，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历史

图画”。概言之，每一次史学转向都在呼唤“构图”能力的变化与革新。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正在迎来一次“数字转向”，也就是在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史学变革。最近20年

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数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把19世纪

和20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倡导的史学运动称为“史学革命”，那么这次“数字转向”则是那场“革命”的延续和深

化。正是“史学革命”所建立的目光向下的姿态，使史学家有了“历史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信心，并努力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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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表达这种信心的史学撰述方式和话语体系。同时，“数字转向”更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它将沿着“史学革

命”的方向继续向前，进入人类历史从未抵达的领域，并建构出一幅全新的图画。显然，这将迫使史学再次走出

“舒适区”，也让“构图”能力的变革成为迫切议题。

　　协调数据库与史学研究逻辑

　　史学“数字转向”的最直观表现，或许是“数据库”代替了“史料集”。近年来，史学数据库建设高歌猛

进。以近现代史领域而论，上海图书馆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

库（1911—1949）”自2009年正式上线以来，“晚清”部分已收录期刊520余种、文章53万篇，“民国”部

分收录期刊25000余种、文章1000余万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收录民国图书18万种、

3200万余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收录晚清民国时期报纸830种、期

刊2300余种、图书23000余册。或许用不了多久，历史学系老师指导学生时，不仅要开一份书单，更要开一份

“库”单了。

　　从理论上讲，史料的数字化使史学家可以获取和运用的史料规模空前巨大。昔日的史学家或许还可以依靠个

体的勤奋，通过夜以继日地阅读，尽可能完成对史料的占有和分析。今天，海量的史料早已超越了人类阅读的生

理承载能力。面对庞大的、碎片式的数字化史料，仅靠个体的勤奋，显然捉襟见肘，因而不得不借助于制作和运

用数据库的能力。“数字转向”背景下，对数据库的使用和“阅读”成为史学家的必备素养，而每一种数据库的

建设除遵循数据库的技术逻辑之外，实际上都有其自身的结构逻辑。就像前数字时代的史学家在阅读档案、文

集、日记等史料时，总是时刻警醒隐藏在该种史料形态中的缺陷一样，数字时代的史学家运用数据库做历史研究

时，除了使用数据库的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把数据库作为“文本”来分析的能力。否则，史学研究就会落入

“数据库陷阱”，以史料数据库的逻辑冲击、改变甚至取代史学研究本身的逻辑。

　　仍以“构图”为喻，就像纸笔画图变为电脑画图后，画图的一般技能仍有其用处，只是需表现于画图软件而

非画笔纸张，也因此要重视画图软件作为工具与画笔纸张之不同。高明的画师还会根据自己艺术创作的独特要

求，设计改良专属画图软件。同样，随着史料数据库进一步完善、细分以及“数据库治学”潮流的深入发展，可

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史学家除了要更细致地解读数据史料之间的勾连，还将在数字技术帮助下制作出独具

“问题意识”和治学风格的专属数据库。在这样的数据库里，史学家才能真正自如地在史料间画出有意味的曲

线，抒发自己关于历史的理论思考，进而完成“历史图画”的绘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数据库也只有进展至

此，方能真正融入史学研究。而史学家掌握以数据库为介质的史料分析与解读能力，则是“数字转向”背景下

“构图”革新的重要内容。

　　将数字史料纳入思想框架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原生的数字史料”在“构图”中的运用。不少学者提出，由于数字时代人类活动痕迹

的电子化，“数字考古”成为史学研究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海量的数据意味着史料的扩充，确实

有利于更加完整地认识历史事件，但“历史图画”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性并不单纯取决于史料。其实，残缺的史料

与完整的历史是史学家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是史学家永远得以存在的理由。史料只有纳入史学家的思想网络

中才能参与“构图”。数据的丰富有时反而造成对事件的“粉碎”，诱使人有意无意地沉醉于把玩数据及其编织

的碎片，放弃或丧失了揭示历史总体样貌和深层结构的兴趣。

　　同时，数字时代的史料形成方式、存储介质等的变化，在带来史料存世方式全新变化的同时，也改变了其散

失方式。历史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不能仅靠逻辑推演来为自己的可靠性背书，“历史图画”必须同时在事实和

逻辑的检验中得以校正。史学家“构图”固需史料之“有”，但也不能忽视史料之“无”。史学家的“构图”能

力不仅应包括使用存世史料，还应包括观照散失史料及其散失之原因。因此，运用电子化史料“构图”的史学

家，不仅需要黏合史料缺口的“胶水”，而且需要有别于前数字时代的“胶水”运用技艺。而这一切都要求数字

时代的史学家愈发重视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大结构、大变化、大过程的思考。当然，这不意味着套用前数字时代形

成和积累的“成见”，把越来越丰富的数据变成一种验证既有看法的材料，填充到现有的历史叙述框架之中，而

是从认识和处理数字化“事实”出发，探索新的思想框架。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挖掘网络数据的人文内涵

　　当今这个时代，数据海量增长的动因来自于个人、企业、政府等多主体的行为，特别是手机等智能设备和互

联网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网民制造的数据飞速增长。对于历史学而言，这些数据承载了个体的生

命与情感，除了经济学和统计学价值之外，还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意义尤为重大。仅以21世纪而论，2001

年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接近5亿，到了2019年已是41亿。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较2020年3月增长362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7.0%，较2020年3月提

升2.5个百分点。社会数字化进程及其全面加速的趋势，使得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明显，

现实世界虚拟化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深。

　　值得注意的是，虚拟世界说到底是建立在庞大的网民数据基础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虚拟世界不仅是对现

实世界的“静态再造”，而且是对现实世界的“动态仿真”。换言之，它不仅努力再现“过去”，就像当下不断

涌现的各种史料数据库，让一度湮没的史料重新浮现，使曾被秘藏的史料更易获取，为全面勾勒过往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提供了可能；而且也在勤奋地记录“现在”，2010年全球产生的数据不到2ZB，但到2025年据预测将

高达175ZB，随着移动互联大潮的席卷，通过网络产生的数据量预计还将极大增长，而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数

据市场。科学地处理这些数据，将为绘制“历史图画”提供新的可能。对于中国史学家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机

遇。

　　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进程还在积极预测和展示“未来”。大数据显示出个体或集体的行为惯性，内在地具有

预测的冲动。其实我们从不断接到各种App“推送”的日常经验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不论承认与否，史学看

似“过去之学”，却总是怀抱“未来”之念。无论是否称之为探索“历史规律”，在“历史图画”中展现和表达

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贯通性认识，正是史学家“构图”能力最鲜明的体现。因此，当人类活动被前所未有地数据

化，而建立在行为数据处理之上的“趋势分析”逐渐成熟时，更应深刻重审史学家的“构图”能力，从而推进史

学“数字转向”结出硕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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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2021）召开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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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回到频道首页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sstoday.net/Index.html
http://www.cssn.cn/lsx/lishixuezhuanti/bwcxljsm/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5545901
http://www.cssn.cn/mkszy/mkszy_xkzx/202111/t20211113_5374356.shtml
http://www.cssn.cn/mkszy/mkszy_xkzx/202111/t20211113_5374355.s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11/t20211110_5373372.s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11/t20211110_5373365.s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
http://news.cssn.cn/zx/bwyc/
javascript:goChannel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