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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考据与文史研究随想

　　一种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身应有完备的理论支撑，它诉之于学术的，不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

工具，更应是一种理念、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形而下的“器”，升格为形而上的

“道”。如此看来，问世不久的E考据方法在自身不断完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图书文献资料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利用数量巨大的电子资源进行学术考据研究给学者带来了很

大的便利，E考据在文本电子化时代应时而出，并在文史研究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围绕此一方法之是非

得失所展开的争论，一时间也热闹非凡，引人注目。是之者认为此一方法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为传统学

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非之者认为此一方法导致研究者不读原著，贪图捷径，

仅利用字词检索搜罗证据，拼凑成文，甚至败坏学风。平心而论，这两种说法都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

面，并沿着此一方面作了过度的夸张，从而形成一种貌似有理的深刻片面。

　　世间任何事物都包含利弊两端，一把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伤人；发达的互联网，可以传播海量

信息，也可以成为谣言家的乐园。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科技犹如双刃剑”，说的都是这个道

理。作为一种与高科技相伴而生的方法，E考据不可能不带有母题本即存在的某些缺憾，认识不到这些

缺憾而一味高度肯定，无疑是不明智的；但如果因为它有缺憾就无视其远超传统方法的优长，甚至拒绝

使用，那就如同让人从大机器时代回到手工作坊，其僵化、冬烘更是不可理喻。实际上，方法本身并无

好坏，关键在于人如何运用而已。与其只围绕方法说长论短，不如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如何提高使用者

自身的学养上，以及如何更科学地使用此一方法上。

　　利用E考据进行文史学术研究，粗略想来，大致可分三个层面:

　　一是进行关键词检索，为研究积累海量资料。就笔者目力所及，当下已投入市场并可供检索的大型

电子文本就有《文渊阁四库全书》(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四部丛

刊》(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合作出版)、“国学宝典”(北京国学时代文

化传播公司研制)、“汉籍全文检索系统”(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研制)、“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爱如

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制作)，以及多种多样的网络版文献资料。这些电子文本包容量大(仅“中国基本古

籍库”试用版即有10000种古籍书目，300种古籍全文数据和382个版本的图像数据)，排列方式多样(如

“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就有四部序、时代序、拼音序)，检索非常便捷(如在《四库全书》电子版中输入

关键词，在几秒或数十秒时间内，即可在其3461种著作79309卷中找到所有与之匹配的资料)。利用这

些电子文本，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一人一天的工作成效胜过此前千百人一年甚或多年的工作成效。

由此我们看到: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背景，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二是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从历史语境出发，科学地提出问题，利用E考据方法进行多角度、多层

面的词语查询。世间的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彼此关联的，这种关联有些是直接的、显性的，有些是间

接的、隐性的。倘若只将注意力放在某一时段或孤立的词语上，而忽视了它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联，进

行单一的线性搜索，固然也能很快得到某些数据，但这些数据对问题的真正解决未必有利，有的甚至可

能南辕北辙，使人深陷片面化、非学理化的泥潭。E考据的提出者黄一农教授认为:在新的历史情形下，

问问题的方式将会很大程度上拉开研究者的差距。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电子化、网络化的时代，只

有想不到的问题，很少有做不到的事情；而要想做得到且做得好，首先要能想得到、想得好、想得妙。

由此而言，如何强化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培养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度和敏感度，准确而多样化地设置

检索关联项，是用好E考据并取得成效的一大关键。

　　三是依据E考据，构建完整、全面的学术数据库。建构数据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要求学者有一

个较之一般证据搜集更为宏阔的目标，并潜下心来，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堆里摸爬滚打、排比统计、去粗

取精、不断更新。一个数据库的建构，最初往往只是围绕某些具有固定指向的问题进行的，但随着数据

的逐渐丰富，库之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完备，其所指向的问题便已不局限在一两个方面，从中还可发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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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未曾意识到的新问题，并对相关或相邻的课题做出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数据库的建构过程，就是发

现、细化和深化问题的过程。它一举而多得，虽费力而成效显著。

　　当然，一种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身应有完备的理论支撑，它诉之于学术的，不只是一种解决

问题的工具，更应是一种理念、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形而下的“器”，升格为形

而上的“道”。如此看来，问世不久的E考据方法在自身不断完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不少纸

媒尚未电子化，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E考据功能更全面的发挥。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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