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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eth Cayley，Gale 原始档案项目副总裁

“创始神话”是技术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它如何无

意中诞生或忽然间豁然开朗，亦或它的创始人如何住在集装箱中将其从零发展壮大。

创始神话著名的例子有史蒂夫·乔布斯在车库里成立了苹果公司、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创立了微软。

将它们称之为“神话”并非因为他们是虚假的，而是说他们简化了复杂的历史，忽略了其他人和机构

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自己也承认“车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的代表了我们，

但我们并没有在那做设计……很少有超过两个人同时呆在车库里，而且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是坐在那，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1 同样，围绕比尔·盖茨的退学故事掩盖了他（及他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

优越的出生背景，在美国最著名的一所私立高中上学，很幸运在此就接触到了计算机。

这些神话的结果是放大了天才个体（通常是白人男性）的理想典范作用。

数字人文也有自己的创始神话。1949 年前后，耶稣会信徒罗伯托·布萨（Jesuit Roberto Busa）

联系到了 IBM的CEO托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 Sr.），说服他资助自己的《托马斯著作索引》（Index 

Thomisticus），这是布萨设计的一个工具，能让用户对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

全部作品开展文本分析。在布萨自己的叙述中，就像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一样，谦恭的耶稣会教士说

服了资本主义的大主教支持一个纯学术的研究项目。2 从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开始，“人文计算”

运动诞生了。根据 Julianne Nyhan 的观察，这个弱势者的故事帮助数字人文界团结在一起，区别于主

流的人文研究领域。3

并非要诋毁布萨无可置疑的成就，但布萨的创始神话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学者提托·奥兰迪（Tito 

Orlandi）指出，其他从事翻译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也应被认为是数字人文的先驱者。4 同样，布萨并

非独自一人工作。即将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依靠一队穿孔卡片操作

员（女性）让他的愿景成为了现实。5 只着眼于布萨，我们忽略了团队合作对他取得成功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也忽略了推动数字人文发展的国际学术环境。

2019 年的数字人文已经更加多元化，远超出了布萨创始神话所蕴含的意义。这一领域强调合作、

跨越学科界线，并且具有真正的国际视野。在本文写作时，追溯历史报纸中全球信息网络的研究项目“海

洋交流”（Oceanic Exchanges）有 39 位研究者参与，他们分别来自 6 个国家。6 近期的国际数字人

文组织联盟大会在不断努力邀请来自南半球的参会者，2021 年该联盟在亚洲的第一次大会将在东京召

开。7

正如 Nyhan 所说，布萨的神话可能是“有用的虚构”，8 但数字人文正在超越它的边界，融入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该领域内大量的对话围绕如何开展数字人文教学。在过去的两年中，不断有论文发表

和图书出版，探讨如何将数字人文整合到课堂与课程中。9

我个人从 2012 年开始涉足数字人文，当时我为 Dallas Liddle 主持的一个研究项目提供支持，这

个项目对《泰晤士报》上数千篇的社论进行遥读。通过分析字数变化的规律，Dallas 的研究挑战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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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人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报纸发展缓慢的观点……无需他实际阅读任何一篇社论。10 这一研究项

目也挑战了我对“历史”是什么的想象。文本可以作为数据来处理。我被吸引了。

自那时起，Gale 经历了文化的转变，让潜藏在 Gale 原始档案下的数据更能为全球范围内的这类

研究项目所用。我们已经为多个数字人文项目提供了支持，看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想法，例如都铎王

朝的权利网络（Ruth Ahnert 主持 11）、十八世纪印刷商装饰图案（花形装饰图案，Hazel Wikinson

主持 12），并且追溯了十九世纪英语母语世界中新闻再版的方式（剪刀与粘贴，Melodee Beals 主持
13）。2018 年我们发布了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一个基于云存储的文本

和数据研究环境，设计的初衷就是要降低各个层级上研究者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入门门槛。14

因此，此时正是一个大好时机，将学者、图书馆员和学生汇聚一堂，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演讲者

那里了解数字人文的最新研究项目和研究趋势。《数字学术、数字课堂》精选 2019 年 5 月 2 日大英图

书馆 Gale 数字人文日活动上展示的八篇论文。

这一活动分为四个环节：（1）文学与遥读，（2）计算机读新闻，（3）教室中的数字人文，和（4）

院校的数字人文支持与基础设施。每一环节都旨在突出数字人文中的不同主题，前两个环节围绕最新

研究项目，而后两个环节探讨教学问题及图书馆的作用。

在本卷中，你将会看到活动中展示的四篇论文。

在第一篇论文“论原则和价值：挖掘 1785-2010 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保守言辞”中，荷兰乌特

勒支大学的文化史教授 Joris van Eijnatten 呈现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如何使用 N 元语法和其他文

本分析工具实现全新且有趣的发现。在他对道德语言和历史报纸的研究中，Joris 探讨了“《泰晤士报》

数字典藏”中保守言辞的发展。他记录了在政治新闻报道中特定词组的出现和消失，例如从“保守主

义原则”变为“保守主义价值”。将这些发现置于历史背景中，他注意到“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政治

观点开始明确的蕴含在道德词语中，”而新的修辞方式则“出自现代化带来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

的形成因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放任型社会而尤为明显。

不配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开展这类研究是不可能的。在“对挖掘十九世纪新闻数据的基础设施的

反思”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的副主任、数字信息研究副教授 Julianne Nyhan 探讨了她

的团队尝试从零开始建立大型文本挖掘项目的经验。她强调，即便研究者已有大量的数据并且身处资

源丰富的院校，例如伦敦大学学院，在能够开始分析数据前仍有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挑战。尽管有来自

大学 IT 研究服务小组的支持，Julianne 仍指出“计算设施并非真正为支持人文研究而建立，”而且每

天的成本高达 350英镑，日复一日的数据加载耗尽了项目预算。她在论文结尾建议大学应当如何应对“数

字转变”，以及公私合作可能发挥的作用。

Ryan Cordell 论文的主题是“人文数据分析教学”。Ryan 在美国西北大学同时开设研究生和本科

生课程，在本文中深入反思了他自己的教学理念。15 用他的话说：“我作为教师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反对‘数

字原生代’的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毁灭性的教育学后果……我相信未来几年中最迫切的学术问题将

需要真正的跨学科视角。我并不是说学者自己需要涉足多个学科领域，而是一组学者能够贡献他们各

自的专长，形成持续而坚固的合作体。我正是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具备创新精神和无限活力去迎接这样

的未来。实现这一点不仅仅需要建立在某些技术或工具基础上的教学法，也需要丰富的学术和技术想

象力。”Ryan 的论文拓展了这些想法，探讨了我们不仅仅需要传授编程技巧，而是要传授思考数据的

思维方式——用他的话说就是“编程式的思维”。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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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主题的另一个演讲中，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埃及古物学家 Sarah Ketchley 探讨了她自己在数

字人文入门课程中指导本科生的经验。Sarah 阐述了她所面对的学习目标和教学难题，以及她用于克

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学和技术解决方案。以她 2018 年秋季课程为研究案例，她解释了她的学生如何使用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整合他们的数据集，使用得到的分析结果建立令人

印象深刻的数字展览。Sarah 在演讲最后反思了教学的成果以及数字人文教学如何帮助学生培育可用

于大学以外生涯的技能：“这些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他们正在课堂上锻炼和使用的特殊技能与

他们就业的市场竞争力密切相关。”

当天的其他演讲者包括：美国斯坦福文学实验室主任 Mark Algee-Hewitt，他概述了该实验室的“微

体裁”项目，探讨小说家吸纳其他学科的方式，例如将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与叙事相结合；日本大

阪大学语料库语言学副教授田畑智司，他阐述了自己如何使用计量文体学分析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文

学作品，并向听众们揭示了查尔斯·狄更斯最喜欢用的词组是“他的手揣在兜里”（his hands in his 

pockets）；英国拉夫堡大学数字历史讲师 Melodee Beals，他探讨了对文化遗产和历史数据出乎预料

的利用；以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服务主任 Lisa McIntosh，她阐述了她所在的大学图书馆正在如何

发展基础设施以支持最新研究。尽管他们的论文没有发表在本卷中，但建议你自行搜索他们的作品。

感谢所有演讲者分享他们的研究项目和想法。

注释：

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
mix/wp/2014/12/05/steve-wozniak-refutes-apples-
creation-story-the-garage-is-a-bit-of-a-myth/.

2. R. Busa, “The Annals of Humanities Computing: The 
Index Thomisticus,”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4, no. 2 (1980), 84.

3. Julianne Nyhan and Andrew Flinn, Comput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Towards an Or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270.

4. Julianne Nyhan and Andrew Flinn, 79. 

5. Julianne Nyhan and Melissa Terras, “Uncovering 
‘Hidden’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 Index Thomisticus’ Female 
Keypunch Operators,” Digital Humanities 2017 
(Montreal, QC, Canada). See also the authors’ paper 
presented at DH2017: https://discovery.ucl.ac.uk/id/
eprint/10052279/9/Nyhan_DH2017.redacted.pdf.

6. Oceanic Exchanges Project Team. Oceanic 
Exchanges: Tracing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s in 
Historical Newspaper Repositories, 1840−1914. 2017. 
DOI 10.17605/OSF.IO/WA94S. Available at osf.io/
wa94s.

7. List of ADHO conference locations available at http://
adho.org/conference.

8. Julianne Nyhan and Andrew Flinn, 80. 

9. For example, Claire Battershill and Shawna Ross, 
Using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Classroom: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for Teachers, Lecturers and 
Students (Bloomsbury, 2017), and Anna Wing-bo Tso, 
editor, Digital Humanities and New Ways of Teaching 
(Springer, 2019).

10. Dallas Liddle, “Reflections on 20,000 Victorian 
Newspapers: ‘Distant Reading’ the Times using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17, no. 2 (June 2012), 230–237.

11. https://ahrc.ukri.org/research/case-study-archives/
tudor-networks-of-power-1509-1603/.

12. https://fleuron.lib.cam.ac.uk/.

13. http://scissorsandpas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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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ttps://ryancordell.org/statements#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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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则和价值：挖掘 1785-2010 年伦敦 
《泰晤士报》的保守言辞

Joris van Eijnatten，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文化史教授

j.vaneijnatten@uu.nl

摘要：本文探讨了 1785 年至 2010 年伦敦《泰晤士报》保守言辞的本质。报纸撰稿人有意采

用了哪些语言表达可以被称之为“保守主义”的道德观念？通过检查常用词簇追溯历史上的

这类道德语言，它们反过来又折射出这一研究中的“保守”思想。词簇更迭频繁，通常长度

较短，非常适合于对较长的一段时期进行计算机辅助分析。方法学上，本文利用了两种经证

实的、简易的文本挖掘技术：N 元语法（Ngrams，特别是二元语法）和词语嵌入。研究追

踪了整个时期内的二元语法词组，其中最重要的是“conservative principles”（保守主义原

则）、“conservative values”（保守主义价值）、“traditional values”（传统价值）和“permissive 

society”（放任型社会）。

“保守主义原则”一词被当做一种道德和政治表达，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

保守言辞的重大变化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和之后。新的词语开始用于表达道德立

场，特别是所谓放任型社会出现之后。但与此同时，识别一种特殊的保守言辞也变得越来越

困难。首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保守主义必定要强调的，也成为了更大范围内公

共辩论的一部分。其次，所有的道德语言都变成了“道德说教”，事实上，很多的语言中都

充满了像“价值”、“传统”这样的词语。最终形成了左翼和右翼言辞的融汇，意识形态差

异的共存共生。

关键词：保守主义、道德语言、伦敦《泰晤士报》、数字历史、原则、价值

Copyright © Joris van Eijnatten。本文在《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际许可协议》下授权。查看协议全文，

请访问：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保守言辞

1997 年 9 月 25 日，迈克尔·波蒂略（Michael Portillo）——1995 年起任约翰·梅杰（John Major）政

府国防大臣但刚刚失去议会议席的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为《泰晤士报》撰写了一篇书评。他探讨了《保

守主义死去了吗？》（Is Conservatism Dead?）一书，这本书是由两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哲学家约翰·格

雷（John Gray ）和下议院议员大卫·威利茨（David Willetts）共同撰写的。文中波蒂略引用威利茨的话“布

莱尔先生在刻意逢迎‘价值’，保守派是有‘原则’的”。1 显然，威利茨已经发现了保守党和工党（或

至少他们中的布莱尔派）之间政治言辞的差异。左翼谈论价值，右翼谈论原则。威利茨是否真得曾经

这样说仍存争议。但有趣的是，保守主义与“原则”一词之间的历史关联事实上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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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语词典》定义“原则”（principle）一词为“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被采纳和承认的通用法

则或规则，行为或实践的固定基础或根据，行动的基本动机或理由，特别是有意认可和遵循的理由。”2   

《牛津英语词典》的一个例句是极端保守主义者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康宁

斯比（年轻的一代）》（Coningsby，1844）中的一句话：“在我支持保守主义原则前……我仅仅想要

知道这些原则的目标是要保存哪些东西。” 3 “原则”对于十九世纪的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4 遵

循一项原则意味着毫不含糊地秉持坚定的道德信念做事情。原则相互之间互为对照，让不同行为方式

的可能结果更为明晰，一些行为可能是正确的，一些行为可能是错误的，为道德规范提供了一个起点。

迪斯雷利在《康宁斯比（年轻的一代）》中使用词组“保守主义原则”（conservative principles）不

下十三次，有一次将其与“让步原则”（concessionary principles）相对比。5 后者是错误的，因为

一个人不应向原则让步，让步原则导致的行为只能是不幸的。

本文探讨 1785 年至 2010 年之间《泰晤士报》对保守言辞的使用。6 撰稿人有意采用了哪些语言表

达可以被称之为“保守主义”的道德观念？ 7《泰晤士报》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中间偏右立场，因此

这一资源以刻板印象描述保守言辞的可能性较低。当然，刻板印象的情况也有发生，例如在 2001 年的

一封读者来信中，一位读者讽刺地指出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伊恩·邓肯·史密斯（Duncan Smith）不仅仅“ 

‘绝不’使用欧元”而且“赞成体罚、绞刑和猎狐”。8 本文也考察了保守言辞（与保守派或保守主义

的言辞不同）作为一种“道德语言”，也就是在尝试论证社会和政治行为时的一种假定修辞形式，对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做出基本判断。这种充满道德含义的语言的重要性很少被低估，因为他们影

响着决策并鼓舞着行动，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

保守言辞是极有帮助的、通向过去语言的入口，但仅是众多入口其中之一。在后文中，我并非

主要对保守主义本身感兴趣，或想要论证保守主义是统一的政治语言，即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两百多年来思想的传承。9 我首先且最感兴趣的是构成历史上道德语言的词簇。这些词簇更迭

频繁且常常长度较短，使得它们成为了大众文化基因或声音记忆。因此它们指向了更大的语义场，储

存了有着标准内涵且随时间发生了复杂变化的思想与信仰。因为这些文化基因是更迭的，所以可以使

用计算机追踪它们。本文充分利用了计算机辅助分析，但我主要着眼于内容而非研究方法。接下来的

核心部分是两种经证实的、简易的数字技术：N 元语法（Ngrams，特别是二元语法）和词语嵌入（word 

embeddings）。同时，数字化分析结果被放在了对原有资料传统精读的背景之下。注释中简单概述了

研究方法。

保守主义原则的衰落

“原则”一词在保守党历史上显然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保守言辞的第一个例子——显而

易见的起点。为了呈现二元语法“conservative principles”（保守主义原则）在历史上的使用，我们

可以简单利用这一二元语法在《泰晤士报》中出现的次数统计（图 1）。10

显然，这个词在该报两个多世纪的报道中持续被使用。考虑到该报倾向于报道政治事件，大部分

的使用场景应当与政治新闻相关。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泰晤士报》与 1800 年至 2005 年的英国议会辩

论来验证这一点（图 2）。

这一二元语法在上议院出现的次数多于在下议院，但出现规律与《泰晤士报》非常相似。十九世

纪的议会议员特别青睐这个词，规律显示出一些起伏，但自 1850 年后呈稳定下降趋势。



3

论原则和价值：挖掘 1785-2010 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保守言辞

研究与教学的全新国际视野

那么《泰晤士报》在 1785 年至 2010 年间提及 1,780 多次的“保守主义原则”到底指什么？总

体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与基本法的通过有关。图 1 和图 2 中的曲线高点或多或少对应于 1832 年、1867

年和 1884 年的《改革法案》以及 1870 年的《教育法案》和 1919 年的所谓蒙太古 - 切姆斯福德改革

（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换言之，当自由改革提上日程时，保守主义原则就会重被提起。

1820 年至 1850 年间这一二元语法较高的出现频率是由于对参加议会议员竞选的候选人的报道。他们

可靠的品性常常在讲台致辞和晚宴演讲中被肯定，演讲者保证候选人严格遵守“保守主义原则”。这

类新闻报道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逐渐消失。

“保守主义原则”一词最常用在政治语境中。仅在少数情况下，它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产生

或决定特定结果的基本要素、力量或法则”的含义被用在文化和社会语境中。11 例如在 1907 年，人类

活动被描述为“两种互补原则的结果”：模仿——保守主义原则，以及创造——进步主义原则。12 在

1930 年，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及知名保守主义思想家基思·法伊林（Keith Feiling）尝试将保守主义意识

形态归结为某种形而上学。根据法伊林的说法，保守主义原则的基础是一种连续性，体现在“持续的

实体力量”以及“内在的精神品质”。因为国家力量的形式各有不同，所以“不同的品质而非整体的

体积，才是国家安康的保守主义标准”。保存这种品质差异的一个方法是通过保存阶级，因此必须保

图 1. 1780-2010 年《泰晤士报》中二元语法“conservative principles”（保守主义原则）的相对出现频率，

n=1,985。相对出现频率是每年出现次数与当年词语总数的相对数值。曲线是根据局部多项式拟合函数（loess）
计算的“平滑”曲线，便于我们更好的识别规律。



4

On Principles and Values: Mining for Conservative Rhetoric in the London Times, 1785–2010

数字学术，数字课堂

护阶级“不被普遍的民主所取代和消灭”。尽管法伊林对差异和不平等的偏爱，他仍强调了保证所有

人福祉的家长式责任。保守主义区别于社会主义的地方并非对集体的关心，而是它的宗旨，并非平等

而是“生命的持久价值”。13

1785 至 2010 年，这一二元语法在《泰晤士报》中的最严格政治用途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30

年以前，“保守主义原则”一词不常出现，而出现时则是指革命思想和行动语境下的外交政策。1823

年的新闻报道称（法国的）“合法性保守主义原则”和（西班牙的）“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原则”。14 

这样的表述显示出早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中立和反对革命的主旨。的确，“法律和秩序”的思想仍然是

核心的保守主义信条。它基本上排斥了所有提出快速、激进变革的意识形态，从法国大革命和十九世

纪自由改革到共产主义和工党社会主义。

第二阶段（1830-1950 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改革和改革运动更加负相关，比与革命的负相关性

更甚。一位评论家简化了保守言辞，定义其原则为仅仅是“否定任何全面的改革”。15 对当时保守言

辞的更多评判是将这些原则总结在四个相关标题下：王位（throne）、宪法（constitutional）、教会

（church）和帝国（empire）。法律和秩序是核心信条，通常处于光荣革命（1699-1689 年）期间达

成的宪法协议的庇护之下，而光荣革命正是大部分保守派想要保存的。在 1841 年，《泰晤士报》将“保

图 2. 1800-2005 年《英国国会议事录》（Hansard）中二元语法“conservative principle(s)”（保守主义原则）

的相对出现频率，n=777。相对出现频率是每年出现次数与当年词语总数的相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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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主义的主要原则”保护起来，形容它是“对古老宪法权利制衡的保存”。这一原则的目的是“维护

所有阶级和构成立法权的社会各界的完整与行动自由，各自在自己的界线内，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受

到其他阶级的侵犯，也不会令整个阶级与人民大众相脱离。”16

这个时代被称之为本杰明·迪斯雷利的“一国保守主义”（one-nation conservatism）——这个词

组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泰晤士报》无意间开始定期使用。17 这是一种合作国家的思想，其中国王、

贵族和平民保持着完美的平衡，每一片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和特权，造福整个国家。论据有时利用了

对历史或国家身份的参照。这一“古老的宪法原则及对其的实践”基于“众多个体的共同智慧”。18 

它保存了“法律、机构、用法、惯例和风俗的构成体系，推动塑造和形成了英国人的特性”。19 立宪

主义者和法学家共同向其中加入了更多的保守主义原则，即教会和国家的联合以及维护大英帝国的完

整性。

在所有这些中宗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位教士在 1838 年伯明翰的一次保守派晚宴中提出，社会

最佳的保存方式是教育和启蒙穷人，传授他们“道德责任的课业，具备健全愉悦的精神，一种基督教

精神而非奴性的服从”。这将让不幸的人们“作为有价值的社会一员站在分配给他们的位置上，成为

基督教会的感恩之子”。20 这样的家长作风是在女性参政权受限制的情况下由代表表达意见的必然结果。

因此一位评论家将保守主义原则定义为“授予某个坐在王位上的人绝对的权利”以及“几百个特权家

庭……拥有几乎同样的绝对权力”。21 当然，十九世纪保守派真正的意思是“不同阶级和不同利益群

体的公正代表”，而非将“对国家的控制给予数量居多的人群”。2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泰晤士报》中的保守主义原则特别对立于社会主义和工党。在保守言

辞中“同志关系的保守主义原则和所有阶级共同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者想要将同志关系的表达限定

在一个阶级中”形成对照。23 一群保守主义“死硬派”将帝国包含在他们相当标准的原则列表中，大

英帝国在全世界的存在让英国确保“与我们相比欠发达的人们享受到正义和文明政府的无价礼物”。24 

当时较为重要的保守派领袖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也同样重述了四条“永恒原则”：宗教、

王位和宪法、帝国及人民福祉，即迪斯雷利曾多次主张的原则（现在由樱草会提倡）。25

第三阶段（1950-2010年）见证了二元语法“conservative principles”（保守主义原则）使用的衰落，

表明政治领袖正在寻找一些方式，赋予这一表达新的含义。温斯顿·丘吉尔仍然非常传统地讨论了“供

需法则的自由和灵活运用”，认为这一原则应当与另一项原则相平衡，即“同情和帮助那些无论是因

为年龄、疾病还是不幸而无法跟上社会前进步伐的人们”。26 但在爱德华·希斯 1965 年的“英国权利优

先”项目中，变革和改革完全被主观化，家长作风表面看来被放在了一边。大英帝国正在衰落，而社

会阶层已经变得不太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到“英国在现代世界中的真实地位”将是非常明智的。

现在被认为是保守主义原则的思想是“人类个体”是“变革、现代化和改革的主要动力”。27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个人主义仍风头正劲，但也出现了朝向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定位。随着新右

派的出现，二元语法“conservative principles”（保守主义原则）的含义开始弱化，不再是政治团结

的呼声。很明显，“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强有力的国际领导力、自由贸

易、缩编政府、降低说率、撤销管制和文化保守主义”现在都被认为是一套“新保守主义原则”。28 

然而，这段引述来自于 20 世纪 90 年代，此时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已经退出政坛。总体上，这些岁月

见证了美国道德多数派的兴起以及老布什治下右翼政治的转变。老布什提出的“赋能美国”（Empower 

America）项目被视为替代了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倡导的“孤立主义者、保护主义者的‘古

老保守主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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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了，原则远去了。20 世纪 90 年代约翰·梅杰试图复兴传统的“一国保守主义”，而迈克尔·波

蒂略建议保守党领袖用“同情心和宽容心”“重新凝聚”保守党。30 这是撒切尔新自由主义败落的明

显信号。读者来信证实了一些保守主义思维的读者对撒切尔政治抱持的疑问。“长久以来保守党都被

自由市场信条所劫持，受到美国大学享受终生职位的学者们的深刻影响”，一位《泰晤士报》的读者

写到。他嘲讽一种经济学说显然更多归因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而非任何已知的保守主义原则”。

保守党所需的是“富于同情心的、灵活且包容的政治，保持最佳的保守主义传统”。31 如果《泰晤士报》

中日益混淆的词语用法还可用于参照的话，20 世纪 90 年代的保守主义者们需要一种新的措辞。

从原则到价值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元语法“conservative principle”（保守主义原则）一直是非常常见的措辞，

为保守主义发言的人们偏爱这个词，保守主义的评论家也认可这种表达方式。但是否保守主义作家有

其他的方式阐明基本的信仰并表达出类似的道德意图？是否有与二元语法“保守主义原则”相近的词

组正在被使用，其中表示意识形态（例如“保守主义”）的形容词用于限定表示基本事物的名词（例

图 3. 与“principles”（原则）最相近的词语，基于《泰晤士报》（1951-1955 年）的一元语法嵌入。径向图表

明每个词相对于“原则”一词的相似度分值，所有数值等于或大于 0.5，分数越高，相似度越大。红色圆圈代表每

个词在所探讨的年代内在数据集中出现的次数，出现次数小于 30 的词并未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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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原则”）？我们可能预期“conservative beliefs”（保守主义信仰）或“conservative tenets”（保

守主义信条）都曾被使用，但在我们的研究中是否的确如此呢？

理想上，我们应当能够利用二元语法嵌入自动探测到类似于“保守主义原则”这样的词组。32 然

而 2001 年至 2005 年“保守主义”最常出现的同义词是“winning elections”（赢得选举），而二元

语法“hard-line minority”（强硬的少数派）和“tasted blood”（尝到甜头）紧随其后。尽管明显

与政治相关，这些相当不具特定性的结果表明，二元语法“保守主义原则”仅仅是出现的次数不够多，

使得词语嵌入无法得到有意义的结果。1876-1880 年（“保守主义原则”二元语法最常出现的时期）

与“保守主义原则”最相近的二元语法则更有意义，出现了“liberal principle”（自由原则）和“political 

convictions”（政治信仰）这样的词组。后者似乎更有希望，但“conservative convictions”（保守

表 1. 与“principles”（原则）最相近的 20 个词，基于四个时期的词语嵌入，复数形式造成的重复已经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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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所有年代（1785-2005 年）以“conservative”（保守主义）开头的最相似词语的出现次数，标注了它们出

现的大致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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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二元语法“conservative idea(s)”（保守主义思想，n=195）、“conservative belief(s)”（保守主义信仰，

49）、“conservative value(s)”（保守主义价值，216）、“conservative philosophy”（保守主义哲学，151）
和“conservative tradition(s)”（保守主义传统，252）在 1785-2010 年《泰晤士报》中的相对出现频率。

主义信仰）这样的二元语法仅在整个语料库中出现了十几次。

一元语法“principles”（原则）出现的频率高得多（1785 年至 2010 年出现 300,000 多次），因

此更有意义的做法应当是使用一元语法嵌入找到哪些词与“原则”含义相近。为了简短一些，我们将

仅考察在四个较短的时期内前 100 个最为相似的二元语法，四个时期之间相隔半个世纪：1851-1855 年、

1901-1905 年、1951-1955 年和 2001-2005 年。第三个时期（1951-1955 年）的结果显示在图 3 中。

表 1 显示出每个时期的前二十个同义词。

这些词语中是否有哪些用在保守主义言辞的语境中呢？检查以“conservative”（保守主义）作

为限定形容词的二元语法是检验这一点的做直接方法。通过将每一时期内前 100 个最相近词语（总共

400 个词）中的每一个与形容词“conservative”相组合，然后去除所有的重复项（包括每个单词的复

数形式），我们就得到了表 2 中的结果。

前十个二元语法并没有像“principle”（原则）一词那样传递出强烈的道德价值含义。的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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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785-2010 年《 泰 晤 士 报》 中 一 元 语 法“principles”（ 原 则，n=335,326） 和“values”（ 价 值，

n=295,752）的相对出现频率。

出这一含义且在较长时间段内出现频率也较多的二元语法是“conservative tradition(s)”（保守主义

传统）、“conservative value(s)”（保守主义价值）、“conservative philosophy”（保守主义哲学）、

“conservative idea(s)”（保守主义思想）和“conservative belief(s)”（保守主义信仰）。保守主义

传统、保守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理想在十九世纪已经出现（图 4），而蕴含更多道德意味的二元语法则

大部分发生在二十世纪。

 “beliefs”（信仰）一词并不十分突出，但有趣的是，“philosophy”（哲学）在大约 1970 年

之后变得相当流行，而“values”（价值）则是在 1980 年后流行。后者可能是与“保守主义原则”的

道德意味最接近的二元语法。因此我们转而将“conservative value(s)”（保守主义价值）作为一个历

史印记，它在保守主义原则几乎消失后成为较常见的保守言辞。

保守主义价值的兴起

“价值”（values）一词在十九世纪末逐渐开始被有规律的使用，此时一元语法“principles”（原

则）的使用已经开始消退（见图 5）。



11

论原则和价值：挖掘 1785-2010 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保守言辞

研究与教学的全新国际视野

然而，作为二元语法的一个元素，价值主要但并非完全与经济、金融和贸易相关联，例如“关盘价值”

（closing values）或“市场价值”（market values）。《牛津英语词典》定义价值的道德而非经济

或货币的含义为“一个人或社会团体秉持的原则或道德标准，大众接受的或个人认为的对生命中珍贵

和重要事物的判断”，起源于美国。33 但它在英国英语中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普通的词。根据威利茨的说法，

它不是一个仅用于左翼言辞中的词语。

二元语法“conservative values”（保守主义价值）最早的相关用法起源于 1961 年一次“保

守主义大会”的议程记录。“我希望大会让保守主义价值接受检验”，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首相时期的外交大臣霍姆勋爵（Lord Home）在新闻报道中说，“并且看到这些价值为人

民指出一条清晰的道路”。34 战前的保守主义精神的确如此，他所提及的价值意味着所有的行动应当“都

出自基督教的原则”，“充满了对君王、宪法和法律的忠诚”以及“受到服务全体人民之愿望的鼓舞”。

与保守主义原则一样，保守主义价值多半都指代政治价值，保守党拥护者支持的那些价值，或保

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剖析的那些价值。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正是在 1982 年发起有

关保守主义价值深度讨论的人（如果我们追随《泰晤士报》的报道），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论及“为什

么撒切尔夫人应当加入真正的保守党”以及“回到传统保守主义的价值上”。他用在这一论述中的词

语包括一些保守主义常用词，例如比例和平衡，暗含实用主义意味的价值一词在彭定康眼中也意味着

群体。他认为，人是“社会动物，仅在组成比他自己更大的团体——例如他的国家、他的教会或他的

家庭之后才能达到真正的高度。”35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将在六年之后回应这一定位，尽管她将家庭放大为保守主

义价值的核心。而且，这一特殊的群体显然是由女性掌控的领域。“对于家庭”，她在 1988 年保守主

义女性大会上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是社会的组成元素。它是幼儿园、学校、医院、休闲中心、避

难所和休息的地方。它囊括了整个社会。它塑造了我们的信仰。它让我们为余生做好准备。而女性负

责运营它”。36 然而，不单单是女性，“传统”家庭都成为了保守言辞的核心。在 1980 年至 2010 年

的报纸新闻报道中，二元语法“保守主义价值”被用在三种语境中，都指向要将“传统”约束在保守

主义范畴内的趋势。

第一种语境涉及更年轻一代的“后放任型社会”，他们不再觉得“激进的抗议”有意思。相反，

他们偏爱保守主义的价值，例如“老式爱国主义、宗教信仰以及支持‘法律和秩序’政策”；或者，

他们对婚姻和同性问题采取了更为保守的立场。37 这样的评价将会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确实相当常见的。第二种语境是美国，在此里根和“新权利运动”正在努力“恢复”保守主义价

值并清除“堕胎、亲吻、色情作品的罪恶，扭转歧视与制度化的无神论”。38

第三种语境是英国政治。在撒切尔夫人 1988 年关于女性是经实践考验的管理者演讲中，她提到了

自立、个人责任、睦邻友好和慷慨都是“保守主义价值”。除了她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39 她的想法

仍受大众欢迎。不时有人会重提“自由、国家、家庭和责任的旧保守主义价值”，正是在这一基础上，

保守党政治家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构建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撒切尔政策。40 然而约翰·格雷很

快终结了撒切尔主义。在一篇多少带有预言性质的文章《为什么保守党应投票给工党》中，他哀叹了

保守党摈弃传统保守主义悠久目标的方式，“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培育以及民间机构的延续”。撒切尔

的新自由主义仅仅提高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幸的是，保守主义现在正在嘲

笑“英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公平和正派的准则”。撒切尔主义导致了“分裂和道德败坏的社会，犯罪

成风，家庭生活缺失或破碎”。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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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没有一位保守党政治家，无论他或她支持或反对撒切尔夫人，敢不提及自己

如何看待传统家庭（和始终如一的核心家庭）。“我们相信家庭”，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

一次次的重申。但根据记者在 2005 年的观察，工党如今也相信家庭。卡梅伦列出了他所有的保守主义

价值——个人责任、降低税率、卫生与教育高标准、有限政府、国家主权——传统家庭对左翼和右翼

同样具有吸引力。显然，价值还不是替代原则的最佳选择。

道德说教政治

所有这些有关“保守主义价值”的保守主义言论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说教，显然也是高度规范化

的。这就对这些词语所处的更广泛语言环境提出了问题：价值是否与原则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同样，

图 6. 创建第一级和第二级最相近词语网络图所用方法的图示，基于“文明的”一词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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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使用词语嵌入找到 1785 年至 2010 年之间存在的与“保守”（conservative）有意义的关联。

因为在《泰晤士报》中“保守”一词本身几乎总是围绕政治（“保守派”和“保守党”极为常见），

我们需要找到更多值得考察的词语。这些词语需要在整个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的含义，以便于比较。

我选择了九个词语：”conservative”（保守的，中性词）、“constitutional”（宪法的，与保

图 7. 第一级和第二级与“conservative”（保守）、“constitutional”（宪法的）、“traditional”（传统的）、

“customary”（习惯的）、“Christian”（基督教）、“religious”（宗教的）、“spiritual”（精神的）、“moral”
（道德）和“civili(s/z)ed”（文明的）最相近词语的网络图。基于 1901-1905 年《泰晤士报》中所有词语的一元

语法嵌入（无 OCR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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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第一级和第二级与“conservative”（保守）、“constitutional”（宪法的）、“traditional”（传统的）、

“customary”（习惯的）、“Christian”（基督教）、“religious”（宗教的）、“spiritual”（精神的）、“moral”
（道德）和“civili(s/z)ed”（文明的）最相近词语的网络图。基于 1951-1955 年《泰晤士报》中所有词语的一元

语法嵌入（无 OCR 修正）。

守主义相关的政治词语）、“traditional”（传统的）和“customary”（习惯的，与形容词保守的含

义相关联）、“Christian”（基督教）、“religious”（宗教的）、“spiritual”（精神的）和“moral”（道

德，指保守主义作家经常会提及的宗教和世俗道德的来源），以及“civilised”（文明的，道德品质的

标志，另一个我们预期保守主义者会青睐的词）。42 对于每一个词在 1901-1905 年、1951-1955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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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5 年每一个时间段内，我生成了前 50 个最相近的词，这 50 个词的每一个我又计算了另外前

50 个最相近的词（图 6）。

最终得到的共计 22,500（9 x 50 x 50）个词中，独立单词的数量约 5,000 至 7,500 个。这些数据随

后被可视化为网络图，每个独立的单词都作为一个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相似度分值”（表示

两个词之间的相似程度）。

图 9. 第一级和第二级与“conservative”（保守）、“constitutional”（宪法的）、“traditional”（传统的）、

“customary”（习惯的）、“Christian”（基督教）、“religious”（宗教的）、“spiritual”（精神的）、“moral”
（道德）和“civili(s/z)ed”（文明的）最相近词语的网络图。基于 2001-2005 年《泰晤士报》中所有词语的一元

语法嵌入（无 OCR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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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强制将网络图自动聚类为三组，我们可以看到大致的规律。43 在第一个时间段（1901-1905 年，

图 7），两个词簇清晰可见，按他们各自的语义判断，明显为“政治”（蓝色）和“文明”或“道德”

（橙色）。半个世纪后（1951-1955 年，图 8），可看到三个词簇。我们同样看到一个政治词簇和一个

文明词簇，而暗绿色的词簇中的词语与“传统的”或“习惯的”两词更相近。第三个时间段（2001-2005

年，图 9）则出人意料，同样的算法和同样的设置仅识别出一个词簇，根据大部分词语的语义，我认为

它关乎“文明”。

这种方法并不精确，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规律表明我们也

许可以将历史上的“道德说教”（moralisation）称之为政治：在 1955 年至 2001 年间“政治”（political）

与“文明”（civilisational）之间的语义关联变得更加强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从保守主义

原则到保守主义价值的过渡也符合这个规律。这表明，如果我们想要彻底探讨保守言辞的性质，我们

的视线必须超越“保守主义价值”，我们应当检查承载价值的词组，其中有政治意味的限定词（例如“保

守的”）不一定会出现。检验这类词组出现次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仅查看二元语法“traditional 

values”（传统价值），因为对传统的保存正是政治保守主义想要做到的，而价值现在则处在政治言

论的核心位置。这一二元语法的确是有意义的。1950 年以后，“保守主义价值”出现 165 次的情况下，

图 10. 1950-2010 年《泰晤士报》中二元语法“traditional values”（传统价值，n=2,095）、“national values”（国

家价值，412）、“British values”（英国价值，252）和“English values”（英国人价值，61）的相对出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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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值”的出现飞速上升，总计 2,095 次（图 10）。

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是，与国家身份相关的二元语法（“国家”、“英国的”和“英国人的”价值）

都远远落后。让我们来全面的审视二元语法“传统价值”。

传统与现代

二元语法“traditional values”（传统价值）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哪些语境中？它在二十世

纪上半叶形成，例如在 1934 年，位于英国多塞特郡的布莱恩斯顿学校校长索罗尔德·科德（Thorold 

Coade，1896-1963）将教育形容为“将过去的文化传递到新生一代的手中”。他认为这种方法意味着

性格的塑造，“传统价值的长存”、自律的学习、有组织的游戏和学长制。44 无论科德投票给保守党

的行为是否直接与此相关，关键的一点是他呼吁的价值可以被称为保守主义价值。而这种对传统事物

的呼吁是与现代化相对立的，或与现代化形成了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

有时候这种摩擦会直白地用意识形态类词语表达。据报道，阿道夫·希特勒曾在 1935 年说，布尔

图 11. 1785-2010 年《泰晤士报》中一元语法“modern”（现代的）、“modernity”（现代化）、“tradition”
（传统）和“traditional”（传统的）的相对出现频率。注意 Y 轴的数量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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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维克主义为其无阶级社会的理论牺牲了“数百万人类及无数文化和传统价值”，但取得的进步却甚

小。45 但更多的情况下二元语法“传统价值”被用来说明非信条的问题。二十世纪是前所未有的时代，

快速的变革可能是陈词滥调的说法，但它的确见证了很多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一去不返。大部分人对这

种变化感觉不适，无论他们是否是明确的保守主义者（见图 11）。

1970 年被公认为“致力于复兴帝国统治” 、彻底的保守主义者、日本小说家三岛由纪夫甚至因传

统价值的丧失而切腹自杀。46 《泰晤士报》中这类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言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特别盛行。

例如，巴基斯坦的新宪法需要和《古兰经》中的世俗法保持和谐一致。《泰晤士报》指出：“调和传

统价值与现代需求的任务是复杂且微妙的”。47

现代与传统以多种方式发生关联。这种联系通常发生在社会或国家层面，例如在巴基斯坦宪法中，

有时现代特指西方社会。如关于东南亚的一篇报道所述，传统价值“被大量的西方产物扫荡一空”。48 

无论传统和现代的戏码被看作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或中立的，它都在世界各地上演，从赞比亚、斯里兰卡、

加拿大和撒丁岛，到扎伊尔、伊朗和摩洛哥。49 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并不代表对传统价值的否定，

而更多的是传统价值的转型：“团结一致、集体所有和工作分担”简单地变成了“民主、平等分享资

源及合作”。50 例外的国家显然是智利，它在 1970 年仍保持了完整的传统价值。“这些价值支撑着宪

法和有序的政府，尊重法律、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与好客、教育，以及密切关心所有智利的事情”。51

商业价值是一项重要的国内话题。1965 年《泰晤士报》警醒了所有的经理人。技术变革正在引发“工

业领域基于科学的新文化演变，与传统价值直接冲突”。然而，人们的自然反应（特别是英国人的反应）

是“更坚定的固守他原有的且曾经卓有成效的风俗和习惯”。52 从经济的角度讲，传统价值成就了英

国的伟大。但老派的品质——“很高的技术技能以及绝对的正直和公正”，仅在英国商业实现了现代

化之后才能在今天仍是一项资产。53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主题是大都市成为了现代盘踞的地方，相反农村则成为传统价值的堡垒。法国

西部倾向于支持罗马天主教和保守主义，证明“乡下生活和观点较为平淡，更接地气，更显示出内在

的稳定性。”。54 性别角色是《泰晤士报》中的另一条线索。法国女性主义者伊芙琳·苏莱罗特（Evelyne 

Sullerot）认为女性对于公民生活的参与刻画出男性担忧的传统问题。“在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中，令

男性安心的是将女性作为连接他们与传统价值的链条，女性像他们的母亲和祖母那样围着锅台转”。55

当性别与对乡村生活的敬畏相结合时，乡愁将会战胜解放。“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一位（男

性）艺术评论家写到，“想到传统价值在一些地方得以保存”。波兰的马佐斯歌舞团是这一事业的拥趸。

它表现出“所有的老派美德”，“腼腆而漂亮”的女性穿着蓬松的衣裙，小心翼翼地不露出衬裙跳着

玛祖卡舞，身边的男性“活泼而体贴”，手里拿着农具。56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生机勃勃的景象看似

是永恒的：传统总是好的，而乡愁总是畅销品，即便有时价格昂贵。英国坎布里亚郡凯斯维克的一家

旅店提供了重返传统价值的高价服务，包括刚刚“熨平的早报、晚餐着装规范、老式的六便士硬币小

费和原版《笨拙》杂志”。57 在德文郡西德茅斯的另一家旅店，客人可以享受到“乡村绿地上蟋蟀的低鸣，

乡间漫步或草地上的传统英式下午茶”。58 同时，野餐篮人士的礼品篮子庆祝着“现代世界中的传统

价值”。59 广告中传统价值一词的盛行是社会变化的信号。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传统价值已经从一项责任变成了一项资产。从分类广告中我们明显可

以看到它们开始被随意地使用。寄宿学校宣扬它们对传统价值的坚守。60 汽车生产商召唤高风亮节

的过去。一位评论人赞美 200 系列是“结合了传统价值与不仅一点点气派的一辆罗孚汽车”。61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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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公司 Mowlem 成功混合“传统价值和技能与对当今挑战的远见卓识”。62 英属马恩岛则以“强

调友好与独立传统价值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低很多的税率）吸引着公司。63 继邮局和 1997 年

正值辉煌的斯萨克酒庄之后，地产（Hillier Parker）、法律（Walker, Smith & Way，Reynolds 

Porter Chamberlain）、住宅（Beazer）、医药（Bayer）、游艇制造（Westerly）和咨询（ADTI 

Consulting、Connaught）等领域内的公司都纷纷展示它们调和传统与现代的能力，直到 2010 年之后

仍是这些公司的一个独特卖点。

在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中，任何人都可能站在任何立场上，它主要是关于社会 - 文化变革的争论。

因此什么时候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摩擦突变成了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间的冲突呢？《泰晤士报》中的

一些文章尝试进行不带感情色彩的分析，结果指向了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在西方民粹主义再次出现

以及无社会归属感的中产阶级开始抗议活动之前很久，激进自由主义记者内斯塔·维恩·埃利斯（Nesta 

Wyn Ellis）就曾警告“法西斯主义”就潜伏在周围。“传统价值破碎导致社会错位”的感觉鼓动着“爱

国主义与种族身份”，特别是在“小企业主、商人和职员等看似受困的中产阶级中间，这些人的地位

和安全因此而岌岌可危”。64 但在重视传统价值的人们的头脑中，主要的元凶并非移民或全球化，而

是抗议的一代。六十年代做派的现代化是动摇传统价值的罪魁祸首。

加拿大总督乔治·凡尼尔（Georges Vanier）和他的妻子保琳（Pauline）在 1964 年创立了加拿大

家庭联盟（后来的凡尼尔家庭学院），以重温对社会至关重要的传统价值和精神遗产。65 然而一旦所

有这些都被打乱，一旦“长发、短衫和下流娱乐节目”带来了大规模的“对传统价值的践踏”，66 从

意大利到英国的右翼评论员和政治家都开始亲自攀越障碍。有时评论极为微妙。《泰晤士报》的保守

派编辑威廉·里兹 - 莫格（William Rees-Mogg），因责备英国司法体系对“贾格尔先生”贩毒的严厉

指控而令读者印象深刻。“谁在小题大做？”社论标题写道：“如果我们要让一起案件成为合理的英

国传统价值与新快乐主义之间矛盾的象征，那么我们必须保证合理的传统价值中包含了宽容与平等”。
67 但社会在变化，而且在飞速变化。

反对放任型社会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有自封的“传统与道德卫士”在谴责“放任型社会”，这是与权威始料

不及的正面冲突，是对“健康社会建筑其上的精神现实”的蓄意破坏。为了防止传统价值的永久失落，

“我们都应当知道对主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68 毫不意外，保守派拒绝屈从恣意自我满足的思想常

常表达为宗教言辞。英国国教主教积极地加入了这一辩论，尽管其中几位，例如拉塞尔·巴里（Russell 

Barry）明智地采取了中立立场。“目前公众舆论的态度认为绝对的道德规范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如果进步派削弱传统价值，道德家们会”将绝对道德规范等同于强硬的、不变的道德规则”。69

无论是宗教还是其他类型的道德家们始终都会存在。宗教组织也纷纷登场，想要保存他们认为已

经失落的东西。Pro Fide，一个在英国罗马天主教教会中反对“进步”影响的宗教组织，重新主张传统

价值。70 基督教团结会“发誓保卫英式生活的传统价值”，71 家庭团结联合会坚持“传统价值和文化”，

实际上是谴责计划生育和离婚。72 当艾滋病疫情变得异常严峻时，一个保守主义但不切实际的派别中

的人士（男性和女性）举行了一天的室外活动。正如《泰晤士报》的一位读者所提出的：“长期关系

中纯洁和忠诚的传统价值以及一生一位伴侣的高度理想状态应当被积极推崇”。73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和托马斯·阿奎那精神中纯洁的友谊以及“英国修道院院长艾尔雷德”，是另一封担心传统价值

丧失的读者来信中提出的艾滋病解决方案。74



20

On Principles and Values: Mining for Conservative Rhetoric in the London Times, 1785–2010

数字学术，数字课堂

一位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在 1973 年评价到，“意识形态之战”已经在保守主义激进分子和马克思

主义进步人士之间爆发。前者相信过去的高雅文化和传统价值，而后者认为所有文化都是等价值的，

但更青睐“简单的”文化。75 这场战争持续了一段时间。当英国童子军领袖、前授勋军官迈克尔·沃尔

什（Michael Walsh）在 1982 年提出“回归传统价值”（更多的参加人数、更出色的运动员精神、更

有礼貌以及更多的野外冒险而不仅仅是擦拭奖杯）可能会令英国童子军总会受益时，争议出现了。76 “放

任型社会”一词充满了道德暗示，包括与性相关的暗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则特别牵扯到从

保守主义视角会引出负面评论的意识形态（见表 3）。

政治家们很快就开始尝试利用涉及传统价值的言论。在 20世纪 70年代的美国，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通过提出“复兴美国传统价值”将对激进主义的指控转向民主党的使命。77 “美国中产阶级”

的传统价值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是“爱国主义、宗教虔诚、独立、乐观和自强不息”，78 而尼克松支持

者的传统价值则是“法律与秩序、个人品德、冷静节制、自立和爱国主义”。79 最终吸引了每个人注

意力的右翼现象是罗纳德·里根，他用“上帝、国家、家庭和传统价值”项目征服了美国。80

这也是美国传统价值联合会的鼎盛时期，获得了许多美国的保守主义福音派的认可。为了击退同

性恋、色情文学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放纵，该会的主席宣布“我们必须让基督徒遍布各个联邦机构”。81 

这是在 1983 年，大约十年后，该联合会发起了反对克林顿“反上帝议程”的宣传活动，支持电视福音

布道者帕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他定义女性主义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反家庭政治运动，鼓励

女性离开他们的丈夫、杀死他们的孩子、练习巫术、破坏资本主义、变成女同性恋”。82 这种措辞甚

至是大西洋彼岸伦敦最强硬的保守派也难以忍受，特别是在该联合会将注意力转向《哈利·波特》（其

中的“巫师相信堕胎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之后。83 

美国人转向了在西欧引起共鸣的道德正确，西欧同样见证了道德说教性质的保守言辞的兴起。德

国的基督教民主领袖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开始强调应当适度奖励女性留在家中，因为家庭

是“传统价值和道德品质”的堡垒。84 在法国，右翼政治家雷蒙德·巴尔（Raymond Barre）赞扬劳动、

家庭、祖国的传统价值。85 而在意大利，右翼联盟青睐基督教社会、“国家优先”以及语言和服装中

蕴含的传统价值。86 在英国，当上议院通过一项教育法案的修正案时，有关“体面、健康传统价值”

的保守言辞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重获新生。其中规定了性教育应当灌输到年轻人的“道德意识和家庭生

活价值观中”。87 不久之后，撒切尔夫人启动了她的“清除英国十字军”运动，以恢复“公平、政治、

诚实和谦逊的传统价值”，并消灭“社会主义的错误价值观”。88

当然，英国保守派（相比美国共和党）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宗教的诉求在社会上的基础极其薄弱。

曾几何时英国国教被称之为“祈祷中的保守党”，到 2004 年传统宗教价值观的坚定维护者仅剩下罗马

天主教。89 一位记者在 1991 年观察到：

大部分的保守党大会成员——尽管他们大声疾呼着传统价值，以及大部分的内阁成员可能都

是无神论者。他们对英国赞美诗、《公祷书》和《圣经》的怀旧之感非常美好、值得尊敬，

但从宗教意义上讲是完全空洞的。无神论保守党摆脱这一困境的简单方法是坚持基督教是我

们社会中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力量且必须代代相传。（……）他们渴望在民众普遍认定宗教

并非真实的氛围中复兴宗教这一社会团结的力量。90

这真是一针见血。这也是人们对自己所处世界向道德说教政治转变的担忧：如果我们不再相信基

督教，至少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只有那些已经转变思想的人能够泰然自若的接受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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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与二元语法“permissive society”（放任型社会）最相似的前 20 个词组（去除停止词），基于 1961-2010
年《泰晤士报》每五年时间段的二元语法嵌入。与现代化相关的单词 / 词组标注为红色，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词语（大

部分词尾是“ism”和“ist”）标注为蓝色，与性文化相关的词语标注为绿色，所有其他词语为黑色。Camille 
Paglia（列在 1991-1995 一栏中）是主流女性主义性思想评论家，Tim Luckhurst（2001-2005 年一栏）作为《泰

晤士报》专栏作家撰写了有关性教育的文章。还可以看到（2001-2005 年一栏中）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

役之路》（19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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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的期待“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明价值的存亡取决于我们心中发自内心的神圣感的存亡”。91

不仅是保守派独有的传统价值如此，工党亦是如此。对于托尼·本恩（Tony Benn）而言，它们包

括坚持“英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经协商的社会主义主张”。92 对于工联主义者比尔·瑟斯（Bill Sirs）

而言，它们相当于“民主、宽容、公平心和理解”。93 然而这些对保守言辞表达目的和意图方式的早

期挪用与 20 世纪 90 年代左翼对保守主义道德语言厚颜无耻的劫持仍相距甚远，就是在此时，“新工党”

开始将传统价值“置于现代语境之下”。94

平凡化传统

1993 年《泰晤士报》报道了约翰·梅杰在布莱克浦的著名“回到民生”（Back to Basics）演讲。

这位首相发出了鼓舞人心、复兴主义的呼声：“传统价值、家庭责任、语法和拼写及无犯罪街道”。

报道这篇新闻的记者观察到这次演讲的确打动了人们的心弦，尽管它“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其语气和风格，

而不是其主旨”。它不仅仅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和放任型社会的抗议。“它更是对过往岁月的祈求，

那是《图画邮报》和伊林戏剧的世界，萨里队总是赢得郡板球冠军的年代，黑白电影而非彩色大片的

时代”。95 保守党右派为之欢欣鼓舞。“基本价值”、五十年代风格已被提上国家议程，尽管一位专

栏作家明智地预言，重新“强调责任与义务而不是权利”将主要是修辞意义上的。96

传统价值，包括“自律和忠诚”97 无疑在议程当中，但并不是以梅杰预期的方式。其中存在两个

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梅杰的内阁很快就不得不应对保守党内部一系列的通奸和各种性犯罪指控。第二

个问题是传统已经比过去更为社会接受。例如《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并非一本普通的杂

志，而是宣称男性沙文主义和女性牺牲品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未来取决于女性的“新传统主义者”。98 

传统显然已不再是保守派的独家特权。

这是托尼·布莱尔登台的时刻。1994 年他发布了一项声明，“高瞻远瞩但不轻易承诺”，他在其中

展现了他的雄心“维护工党的传统价值但将它们放在现代语境之中”。99 一年后《泰晤士报》转载了

布莱尔另一次演讲的节选：

家庭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正是在家庭中学会了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正是在家庭中我们第

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界线和责任的根源来自何处。家庭是狭隘自私的对立面。从家庭出发，我

们构建出更宽广的社会。我相信我们有道德义务去帮助那些生活境遇每况愈下、体弱多病或

失业的人们。这是左翼人士的传统价值所在，理智且实用地运用于现代世界，展现它的力量。

它能够为国家塑造新的德育目标。100

如果这段引述中的“左翼人士”替换为“右翼人士”，货真价实的保守党会发现这段文字完全是

赏心悦目的。工党用保守党自己的立场击败了保守党。

胜利并未持续很长时间。“英国中产阶级努力、奋斗，直截了当地呼吁”更好的生活，他们可能

变得离不开传统价值，但却没有兴趣聆听政客们对传统价值夸夸其谈。101 诚然，布莱尔的措辞无可挑

剔。《泰晤士报》常将托尼·布莱尔描述为极有天赋的演说家，他的演讲总能让所有听众找到真正的归

属感，但应当归属于什么却往往不得而知。分析布莱尔语言的专家发现他明显偏爱“进行显而易见的

对比，用‘和’或‘但是’连接对比双方，传递出的含义好像它们是共同发生的而不是替代发生的”。

利用两面讨好的修辞方式，布莱尔能够将包罗万象的信息压缩在仅有 839 个单词的演讲中，包含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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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的对比：

• 野心和同情心

• 头脑和心灵

• 投入并且也改变

• 社会公正和机会

• 联合商业但追求社会公正

• 不同但更合理

• 继续但保证

• 惩罚但提供善后

• 快速但稳妥

同时，布莱尔（及他的演讲写手）通过连结分歧融合左翼和右翼语言的这种能力的一个著名例子

仍是工党对两个对立面的升华“现代语境下的传统价值”。102

一位评论员（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米克·休姆）注意到表面上的右翼言辞如今已被知识精英们摈弃，

因此“传统价值的战士已经在文化相对主义、差异和身份政治面前撤退”。“西方文明已经变成一种

肮脏的表达”。103 但适用于知识分子的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社会。尽管“媒体圈子里自由至上，普通人”

仍坚守着传统价值。整个社会公然地陶醉于社会价值，以至于一些二十一世纪的保守派将复兴这些传

统的希望寄托于“信仰、旗帜和家庭”。104 

在《泰晤士报》中，二元语法“traditional values”（传统价值，以及必然伴随而来的“家庭价值”

这个词在 1980 年至 2010 年之间非常普遍，值得进行单独的分析）如今被所有想要表达对生活“保守”

展望的人挪用。约会广告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对传统价值平凡化的倾向。在 1990 年前后这些广告开始提

及传统价值。“这将会改变你的生活”，刊登广告的是一位“有着体育爱好的乡绅”，正在寻找一位“受

过传统价值培养和教育的年轻女性”。一位“坏脾气的怪老头”寻找一位“顽强的、善于察言观色的寡妇”，

中年、聪明、良好教育、良好背景且具备传统价值。105 不久之后，因为保守思想的单身人士对灵魂伴

侣的憧憬，对传统价值的引用达到了峰值（图 9）。这个词成为了日常用语的一部分。

由于《泰晤士报》的读者可能相当大部分是精英人才，所以除了我们所能预期到的，很难分辨在

这些提及传统价值的广告中存在什么样的特定规律。刊登广告的男性和女性分享了他们的高雅爱好，

例如音乐、戏剧、艺术、旅行、烹饪和乡村活动。他们十分重视外貌。他们期待未来的另一半是有教

养的、优雅的、成功的、专业的、身心健全的、善交际的、幽默的和聪明的。有时人们介绍自己是基

督教徒、希腊东正教徒或其他宗教信仰，但通常寻找伴侣的人并不说明自己的意识形态。一个很值得

注意的例外是一位“有魅力的作家”，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女士寻找“一位聪明、有文化和传统价值

的男士”，她期待他“和善、对政治感兴趣且是彻底的右翼”。106 这位问题女士显然在寻找配偶上发

生了一些困难，她在 2007 年开始刊登广告时 39 岁，奇怪的是仅两年之后就变成了 44 岁，然后直到

2010 年始终 44 岁。

保守主义之外

追踪几条保守言辞的线索，从“保守主义原则”到“保守主义价值”再到“传统价值”，我尝试

勾画出我们可能称之为“保守”的道德语言的一隅。这一研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特定的词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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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遵循特定的历史轨迹。原则被价值替代。政治选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开始明确地表达为道德词

语：政治言辞似乎从道德角度被人们解读着。左翼和右翼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结束了这一切，这种紧

张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因大众言论中保守言辞的同化而得以升华。整个英国社会都惊人地转向传统，

或者至少转向了推动传统价值的通用保守言辞。

到 2010 年，这种表面上的保守言辞实际上已经成为主流。阅读《泰晤士报》，我们会看到仅有小

范围的政府和国家身份讨论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能够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而即便这些观点

也不会总是被认为是“右翼”。事实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保守主义思想的人们就发现很难找

到一种措辞方式能够替代不证自明的“保守主义原则”言论，但它的吸引力不如另一个事实，即这些

新的措辞方式出现自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则主要是由“六十年代”激发的。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放任自身也变成了一个相对概念，因此到底哪些需要被保存仍不清晰。但这种与现代的

角力不仅仅适用于保守主义，也应适用于所有脱胎于“现代”这类问题的道德语言。

我们倾向于按意识形态分类道德语言，例如“启蒙的”、“自由的”、“基督教”、“民族主义”

或“保守主义”，但这些简单的标签更有利于订购礼物而不是理解过去，反之亦然。我想要明确的是，

数字历史技术帮助我们找到最终形成道德语言的不断变化中的词簇。本文的关注焦点是原则和价值，

既有保守主义的也有传统的，这让我们触及了这些变化领域的复杂性。挑战在于将它们分解为构成它

们的规范修辞元素和动态修辞元素。这将让我们能够领会一个不同的、更为复杂、模棱两可和多样化

的过去，帮助我们在似乎已经失去承载的当下想象不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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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此研究中我们比较和对照了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以及数字人文和信息研究者）利用

大学提供的高性能计算设施开展大规模历史数据挖掘的经验及利用外部云存储平台和工具挖

掘同样数据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反思了我们在近期两大跨国数字人文项目中的经验：“不

对称的相遇：引用 1815-1992 年欧洲文化的数字人文方法”，该项目由欧洲人文研究基金资

助（2013-2016 年）；以及“海洋交流：在 1814-1914 年历史报纸馆藏中追踪全球信息网络”，

该项目通过 2016 挖掘数据挑战项目社科人文跨大西洋合作小组资助（2017-2019 年）。作

为这两个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尝试挖掘从 Gale 的文本数据挖掘（TDM）硬盘安装到伦敦大

学学院高性能计算设施上的十九世纪历史报纸 OCR 文本。我们将其与我们后来通过 Gale 数

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开展的类似挖掘工作进行了比较和对照。我们将

我们的经验和观察置于对人文大数据分析支持设施的更广泛探讨和建议的语境之下，并讨论

了两种方法的优缺点。我们的讨论围绕之前提及的设施问题，并反思了开展这类研究时人员

自身的经验，代表了（数字）人文领域众多研究者研究步骤的变化。最后，我们以探讨公共

和私营领域的研究投入结束，这些投入是支持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对大型数字档案的访问及

批判性分析所必需的。

关键词：数字设施、文本挖掘、历史报纸典藏、高性能计算、重要文化遗产、数字人文、

《泰晤士报》数字典藏、伦敦《泰晤士报》

Copyright © Julianne Nyhan, Tessa Hauswedell, and Ulrich Tiedau。本文在《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

际许可协议》下授权。查看协议全文，请访问：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前言

在此次演讲中，我们将比较和对照作为历史学家、数字人文学者和信息研究者，我们尝试利用院

校的高性能计算设备挖掘大型、数字化历史报纸典藏的经验以及我们利用外部、云存储工具挖掘同样

数据的经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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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这些反思的背景是我们近期参与的两大跨国研究项目。“不对称的相遇：引用 1815-

1992 年欧洲文化的数字人文方法”，该项目由欧洲人文研究基金资助（2013-2016 年），合作方来自

英国、荷兰和德国，由乌特勒支大学协调。该项目利用数字技术对大型数字化报纸和杂志典藏开展纵

向分析，并考察在 1815 年至 1992 年之间欧洲身份的文化层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AsymEnc, n.d.）。

我们也利用了我们至今在“海洋交流：在 1814-1914 年历史报纸馆藏中追踪全球信息网络”（OcEx）

项目中获得的经验，该项目由挖掘数据挑战项目跨大西洋合作平台资助（2017-2019 年）。这一项目

汇集了芬兰、德国、墨西哥、荷兰、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者，由西北大学协调。它“考察了跨国家和语

言界线的信息流动规律，并与在大型数字化报纸典藏中的研究相关联”（Oceanic Exchanges, n.d.）。

在此次演讲中，根据一些文献，例如 Susan Leigh Star 和 Karen Ruhleder 的文章（1996 年）和

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资料（2006 年），我们定义基础设施为包含一套复杂的动态系统，同时也受其

影响，不仅仅包含物理结构，也包含社会、文化和院校流程和背景。正如 Wolfgang Kaltenbrunner 所

论述的：

基础设施的出现是在全球通行的标准和局地背景之间的矛盾以及自动化的技术程序与人类行

为者执行的任务之间存在的矛盾可以被成功解决的情况之下。这一基础设施定义的重要结果

在于，它是循序渐进地发展的，并非创造出的，而是逐步形成的。（Kalterbrunner 2015， 

211）

其他数字研究基础设施的定义使用了“数字生态系统”的类比，它提供“围绕社区构建的服务”

（Blanke, Kristel, Romary 2015）。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社区需求是人文学界的需求，特

别是历史和传统研究领域的需求。相应的，在本文中，我们没有限定我们的观察对象仅为我们用于开

展研究的计算设施，也反思了院校、技术、法律、社会文化和劳工组织等因素，这些因素有时助力我

们的工作，有时阻碍我们的工作，但都是在人文研究的语境中需要考虑的。陈述了这些因素之后，我

们最后反思了不断进步的、用以对文化遗产资源和文物进行大规模数据挖掘的基础设施，以及它们可

能的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从描述我们寻求计算机分析“《泰晤士报》数字典藏”的经验开始，这一典藏是 200多年伦敦《泰

晤士报》的在线、全文扫描复本，“包含 1785 年至 2010 年这一报纸每一期的每一页，是最受赞誉的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新闻报道来源之一”。（Gale, n.d.）

获取对“《泰晤士报》数字典藏”的挖掘访问权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各国图书馆和商业公司启动报纸数字化项目（例如 Gooding 2014 历史项目）

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数字化报纸典藏的创建和全球访问呈指数级增长。大量的历史报纸已经由公共机

构（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商业公司（例如 Gale/Cengage）和公私合作（例如大英图书馆参与的英

国报纸典藏）数字化。尽管覆盖范围存在很多断档（Hobbs 2013，Milligan 2013），以及诸如 OCR 转

录质量的差异这类问题（Smith and Cordell 2018，Tanner et al 2009），现有的国家图书馆、商业公

司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公私合作典藏已经为研究者和其他人群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供钻研（见 Milligan 

2019）。通过提供这些资料的平台，研究者可以进行简单和高级关键词检索。一些人更感兴趣进行较

为复杂的检索或探讨令这些数字符号的结构性或其他组成元素（和关于它们的信息）可机器读取的元

数据，他们面前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欧盟数字图书馆（Europeana）等数据提供方提供的 API 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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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转储 3 服务，允许研究者制作开放许可数据和查询的副本，或根据他们各自的需求转化数据。对

于想要利用许可数据和元数据开展工作的人们，Gale 和 ProQuest 都为已采购产品的用户提供文本和

数据挖掘硬盘（Gale 此项服务的背景资料参见 Fyfe 2016）。

挖掘“《泰晤士报》数字典藏”是我们参与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必须

获取对典藏内含全文数据和元数据的访问。虽然我们的大学图书馆多年来一直订阅“《泰晤士报》数

字典藏”，但我们仅能以标准检索的形式访问这一典藏。2014 年与圣智旗下 Gale 公司员工的一次偶遇，

使得我们了解到通过外部硬盘，也就是文本和数据挖掘硬盘或 TDM 硬盘，我们可以获取《泰晤士报》

数据的副本。硬盘上有近 2 TB 的“《泰晤士报》数字典藏”，时间跨度从 1785 年至 2010 年（并可扩

展到 2013 年），一个 XML 文件为一期报纸，每一页有一个 TIFF 图像。我们为硬盘支付了三位数的适

中价格，费用的产生主要是因为 Gale 公司为了让我们能够进行文本和数据挖掘而重新设置数据格式所

做的工作，以及将硬盘递送到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以便我们访问。按照我们的理解，许可协议实际

上视硬盘为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已订阅 Gale 公司产品在订阅访问期间的服务延伸，这解释了合理、适

中的收费。Gale 授权伦敦大学学院“免版税、非独家、不可转让 [ 原文如此 ]、不可转发许可的全球访

问权，受协议中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允许授权用户仅为非商业目的开展文本和数据挖掘活动之用访

问数据”（Gale 许可协议）。 

在继续回忆我们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即加载数据并设法挖掘之前，我们将暂停一下，反思这种方

式获取数据的优缺点。首先是优点：通过数字化项目创建封闭内容从而货币化文化遗产的风险担忧近

年来已经被提出且很具说服力（例如 Prescott 2014，Darnton 2010）。例如，《智者委员会的新文艺

复兴报告》（New Renaissance Report of the Comite´ des Sages）提醒人们，如果公共、私营及公

私合作数字化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就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数字黑暗时代（Comite´ des Sages 2010）。

然而，报告中清晰指出且大量的经验表明，互惠互利的公私合作方式将获益良多。除了这种方式在院

校层面和馆藏层面上的益处，作为需要可靠十九世纪报纸文本和元数据以开展工作的个别研究者而言，

我们发现与 Gale 公司合作的过程是高效且直接的。作为大学里的研究者，我们的本能是尝试通过大学

基础设施或其他公共机构保证对我们所需数据的访问。私营提供商能够推动对资源的第一层级访问，

提醒了我们开展这项研究所需基础设施的分散性。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我们享有足够的特权，能够获

得采用这一路线所需的经费。也就是说，这种开展研究的方式存在某些限制条件。其次是缺点：我们

是在一项多国合作研究项目中寻求使用 TDM 硬盘，但我们签署的许可协议是按国别划分的，并且与一

所大学的收入来源相关联——让许可协议范围超出国家界线被证明存在更多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工

作方案无法扩大到跨国范围，即便研究项目本身是多国合作的。

数据加载与查询

无论如何，我们设法获得了“《泰晤士报》数字典藏”的全文数据和相关元数据，我们在伦敦大

学学院已经做好了利用它开展研究的准备。与伦敦大学学院研究 IT 服务中心（RITS）建立联系也是在

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组织的一次数字科考中的意外收获。4 伦敦大学学院 RITS 5 那时常常与开展

大量计算研究、涉及大量数据的学科合作，迫切需要向这些学科以外的院系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提

出的目标是“帮助研究者超越理工科边界”（UCL 2017），那时他们刚刚首次与人文项目合作：“实

现对大英图书馆与伦敦大学学院合作大规模数字化典藏的复杂分析”，该项目作为 JISC 研究数据源

（JISC Research Data Spring）的一部分得到资助（Terras 2015）。伦敦大学学院研究计算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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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伦敦大学学院研究 IT 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之一，提供“支持……伦敦大学学院的计算密集型研究，

提供高性能和高计算产量的专业平台”。6 他们建立了三个计算集群（Legion、Myriad 和 Grace），

向伦敦大学学院研究者开放，使用时无需为运行脚本或存储所耗费的时间付费。除此之外，服务中心

对其他研究项目收取每天 350 英镑的费用，例如编写和运行自定义的文本挖掘脚本。毫无疑问，在研

究 IT 服务中心同事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够在 Legion 上加载“《泰晤士报》数字典藏”的数据并运

行查询，Legion 是“主机位于伦敦大学学院布鲁姆斯伯里数据中心的一个多用途计算集群。”7 

第一步是将数据上传到伦敦大学学院研究数据服务中心的基于规则的集成数据系统（IRODS）中

的一个保护账户中（参见 Wilson 2017），在此分配给我们 5 TB 的空间。但几乎从一开始，我们就明

显看出这一系统并非专为支持人文数据和研究而建立。与以计算为基础的学科常常查询的大批量、高

度结构化的数据（例如 Stevens 2013）不同，我们的数据如前所述包含无数的 XML 小文件和 TIFF 文件，

以多重路径的形式分组。因此上传数据需要数天的时间。上传完成后，研究 IT 服务中心必须重新组合

数据，以便我们能够将每一期报纸的 XML 文件按月、季度或年合并在一起。我们理解这一做法的必要

性不仅仅是用于支持我们想要对数据开展的纵向分析，也是从计算的角度出发。此外还必须为 XML 概

要添加一个解析器类，好处是从 JISC 研究数据源“实现复杂分析”项目（如前所述）中获取的代码可

以在此重新使用。

数据最终安装好后，就可以重新使用代码和其他特别编写的 R 和 Python 脚本挖掘数据了。然而，

我们仍要指出，计算设施并非真正为支持人文研究而设立。例如，在 Legion 上建立参考数据集背后的

想法是它们一旦存储后不应发生变化。正如 David Smith 和 Ryan Cordell 指出的，“十九世纪报纸中

错误单词的比例超过 40%，其他语言和更早期报纸上的错误率甚至更高”（2018，5）。在我们的许

可协议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 OCR 转录文本进行一些后期修订，或者甚至采用自动和手动修订相

结合的方式，但重新安装数据所需的时间是令我们打消这些念头的重要因素。

继续到我们试图查询这些文献的经验，尽管我们非常感激伦敦大学学院研究 IT 服务中心，但我们

发现我们使用大学内高性能计算（HPC）开展文本挖掘的努力从多个角度来讲都是问题重重的。我们

将会呈现的例子仍然与我们想要开展研究的文化遗传数据集的特殊性有关，与我们想要从中找到答案

的问题相关。如前所述，数字化的报纸文本结构相对较为混乱，OCR 错误更多。当根据特定语言规则

处理多语言文献资源时，这一点特别具有挑战性，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人文研究者和研究软件工程师都

是挑战，需要多种计算语言学的技能。甚至对于单一语言文本的简单查询都可能涉及不可预料的因素，

因为这样的查询可能返回不可控数量的结果或无法返回任何有意义的结果，预设被证明错误，需要更

进一步的优化或拓宽检索参数。

例如，我们想要使用“《泰晤士报》数字典藏”数据硬盘开展的一项关于十九世纪报纸如何报道

女性移民的研究。我们特别关注这些报纸如何讨论和报道那时女性向英国殖民地的移民，目的地例如

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我们最初的查询中，我们检索了包含女性移民社团名称的文章，这些社

团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运营。在这段时期，移民逐渐得到了慈善团体的帮助、援助和管理，而慈善团

体将其视为自己的使命，运送女性到海外，充实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的人口（Constantine 1991, 

95，Bush 1994）。我们最初的查询集中于绘制出在 1850 年至 1914 年之间报纸文章中这些移民社

团被提及的次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调研并提取了移民社团的名称清单，并将此发送给了与我

们合作这一研究项目的软件工程师。由于这些社团名称的长度（例如，“英国女性移民协会”）以及

OCR 质量的差异，每一个名称都根据各自的词密度被手动分配了一个固定的“容错度”。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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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表显示出 1850 年至 1914 年“《泰晤士报》数字典藏”数据集中词组“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Women”（促进女性就业协会）的标准化出现次数。

一方面是避免结果的低度匹配，而另一方面是确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引入过多的误报。然而，当

我们收到第一张绘制的曲线时，每个移民社团的结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Women”（促进女性就业协会）的结果表明这一社

团在几十年间一直被报纸文章提及和讨论。而“Female Middle Class Emigration Society”（中产阶

级女性移民协会）的曲线呈现出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几乎不曾被提及。然而，关于这一协会的现

有历史研究表明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非常活跃（Chilton 2007）。但这为什么没有表现在曲线上呢？

很快我们就明白我们必须重新优化和调整“容错度”的设置，以产生更多可靠的、有代表性的结果。然而，

没有对每一年每一期“《泰晤士报》数字典藏”OCR 质量的清晰了解，显然这个过程需要对这大约 25

个移民社团的列表迭代运算多次。

许多需要处理噪音数据的数字人文项目都强调，研究过程应当包含迭代阶段，调整清理方式或优

化数据、创建和修改查询条件，以及进一步优化研究的预设假说（参见 Schöch 2013）。但要记得这

项工作每天的花费是 350 英镑。尽管整个项目的研究资金充裕（高达六位数），但刨去院校收取的日

常管理费用，项目经费在多个项目合作方之间平分后，资源仍是很紧张的。事实的确如此，现实很快

表明如果要采取我们理想中的迭代方法，花销可能超出项目经费。因此，我们以这种方式开展研究的

经验是在试验和错误中前进。当 TDM 硬盘送达时，我们感觉充满机遇的世界正在打开，拥有了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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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的内容。然而，正如我们总结过的，应对随后出现的院校、后勤、财务、官僚主义等障碍花费了我

们大量的时间，而这些都无法充分体现在项目的发表成果中。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那么，从多个角度看，像“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这样的云存储工具提供了前进一大步的动力。

以上描述的困难，例如保证和协商对下层数据的访问、安装数据、思考数据的独特性或限制因素以及

如何在计算中给予相应的考虑、对数据进行查询以及尝试开展迭代运算整合不断出现的新见解，都在

不同程度上得以解决（假定你所在院校订阅了恰当的产品）。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DSL）提供了高度实用性的界面，可以对数据

应用多个主要的文本挖掘工具：聚类、N 元语法、情感分析和主题建模。平台也支持命名实体识别和

词性标注，且添加了标签的数据可以下载后进行更多变换，例如网络分析。实验室平台使用方法简单

直接，因此吸引了探索性的研究和有趣的文本探讨。它以普及这些数字方法的形式出现，降低了数字

学术研究的入门门槛，特别是对于不熟悉文本挖掘的学生而言。“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提供的有关

这些工具的解释是简洁而实用的，不会给更为随意和经验不足的用户造成过大的压力。因此，这一平

台适用于教学目的。我们也注意到“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带来的更多可能性，它可以帮助将数字研

图 2. 图表显示出 1850 年至 1910 年词组“Female Middle Class Emigration Society”（中产阶级女性移民协会）

的标准化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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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手段进一步嵌入到一些人的学术研究中，没有这一平台工具这些人可能不会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为提高数字人文在各个学科中的可见度做出了贡献。

此外，“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更资深用户和研究者的需求。我们注意到，

实验室平台的功能包括创建自定义内容集以及个性化设置包含相关文章子集的文件夹，管理和组织形

式都简单且直观。这些个性化语料库的检索历史都可以保存。在取得实验室平台的试用访问权限时，

我们曾对它仅提供对授权文献资料的访问感到担心，并关注实验室平台是否会加入可同时分析开放内

容和授权内容的新功能。但按我们的理解，平台将很可能会稍晚增加外部的开放许可资源（当然，一

些人不愿看到在这类专门平台上使用开放许可的文献资料，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而且，因为一次文献原文图像和 OCR 文本并排显示，用户可以直接对比二者，评价 OCR 与原稿

相比的质量。此外，用户能够获取详细的元数据信息和 OCR 置信度评级，为如何解释和处理他们得到

的结果提供一些指引。

关于 OCR 置信度的信息通常不会出现在标准的数字化报纸检索界面上，但好消息是“Gale 数字学

术实验室”将这一信息整合其中，帮助研究者更好理解存在问题的典藏文献。我们相信，这种对转录

文本质量和数据出处的公开透明，在培育对数字资源的批判性使用中至关重要，我们希望未来更多的

内容提供商能考虑加入这类功能。

而且，导出表格数据的功能便于更资深的用户管理他们的结果并将数据用于其他可视化程序或仅

仅只是记录他们的工作流程。这对于想要发表他们的结果以及需要可重复和可重现他们的研究发现的

研究者非常重要。同样，按照现在的情况，当研究者使用标准检索界面时，通常很难按他们需要的方

式记录工作流程。因此“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学者实现这些目标，因为它可以实

现研究的透明度，呈现出研究者如何获得文本挖掘分析结果的过程。

无论怎样，我们并非要暗示这是 Gale 的主张，像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这样的云存储工具的存在

并不能免除使用高性能计算或其他基础设施开展深入文本挖掘研究的需要。

为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我们使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的经验，我们将回到之前关于女性移民社

团的例子中。我们对“《泰晤士报》数字典藏”进行了全文检索（用户也可以选择在文档标题或出版

地点等字段中检索），限定时间为 1850 年至 1914 年。我们进一步将检索的内容类型限定为“报纸和

期刊”。与词组“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Women”（促进女性就业协会）完全匹

配的结果数量是 54（不完全匹配的话是 58）。这与我们从“《泰晤士报》数字典藏”硬盘上获得的结

果（162 个匹配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显然是实验室平台设置的容错率与我们

手工对“《泰晤士报》数字典藏”硬盘设置的容错率不同。我们无法改变“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的

容错率，但在检索中我们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强制调整实验室平台容错率的方法，

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数量较多的查询。

对于返回的结果，我们发现实验室平台的界面和对元数据的呈现有助于我们快速概览这 54 条出现

检索词的结果中包含哪些类型的文献资料。我们能够快速看到检索结果中存在的文档类型：文章（34篇）、

广告（10 篇）和读者来信（10 篇）。涉及的主题也分别列出：共计 11 个主题，前三个主题是工作女性（9

篇）、协会（5 篇）、商会（1 篇）。用户可以分别查看每个主题下的文章。结果中还返回了一个插图

作品，具体而言是一个表格。出现检索词的文章的时间跨度是从 1860 年到 1913 年。OCR 的置信度水

平参差不齐，从高于 90% 到低至 40%。在将文档加入到一个内容集中之后，我们看到这些文献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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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0 位。在探讨这些结果时，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使用实验室平台生成这些数据的可视化图形，可以

为我们读取数据提供一些有趣的方式。例如，我们可以生成从 1860 年到 1914 年文章情感的图表，可

能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见图 3）。

然而，实验室平台目前没有提供路线，能够让我们按研究所需的方式绘制数据。实际上，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中，我们无法写下具体的问题，因此实验室平台对我们想要开展的研究用处有限。

也就是说，我们显然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研究者使用实验室平台探讨和批判性评价他们的数据集，

而这一过程将辅助和提升后期使用更昂贵、更定制化、基于高性能计算的研究方法分析他们的数据。

对于实验室平台，我们也要指出目前它无法实现一种工具的输出结果作为另一种工具的数据输入，

形成串联的数字工作流程。实现这一目的需要的是高性能计算设备上的自定义脚本，正如我校研究 IT

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或亚马逊网络服务这样的商业方案）。同时，“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目前对协

同工作的支持较少。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基础课程的教学和个人使用，它会非常有用，但目前

并不适合较大规模且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研究团队开展的长期文本挖掘工作。这些项目将需要专为较大

团体账户设置的功能，各个团队成员均可以存储和访问研究结果，而每个人也都可能需要一些自定义

的功能。

当然，我们也知道没有哪个工具能够满足每一类型研究者的需求，更不要说每一类型研究团队的

图 3. 图表显示出 1860 年至 1914 年发表文章的情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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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因此，事实上很可能是这样，基于云存储的平台将作为一名研究者能够信任的媒介，在此按照

严格且可靠的标准进行“标准”文本挖掘工作。对于绝大部分的用户，这已足够，而需要自定义脚本

的复杂操作则会继续在其他设施上开展。

结论

最后我们将对我们寻求使用大学高性能计算设施挖掘大型、商业数字化十九世纪历史报纸典藏

的经验做总体的反思。我们显然不是最早提出在尝试开展这类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的研究者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更大规模的泛欧洲项目，例如 CLARIN 行动 [Wynne 2013]，以及开源的网络

工具 Voyant[Rockwell and Sinclair 2016]）。然而，即便如此，“数字人文研究需求已经变得更为

复杂，因为人文学家与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比以往更可能需要应对大型数据带来的研究问题”

（Dombrowski and Lippincott 2018），支持这类计算密集型人文研究工作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形势并

不稳定。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本文曾提及的“实现大规模数据分析”项目提出的建议如下：

1. 投资提高研究软件工程师的能力，以部署和维护开放许可的大型数字典藏，覆盖美术馆、图书

馆、档案馆和博物馆（GLAM）领域，支持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研究

2. 投资培训图书馆员，与人文教师合作开展这些初步的查询，以支持对所收集数据子集的研究工

作，并记录和管理生成的代码和获得的数据（Terras et al. 2018, 463）。

这些建议很有帮助，我们希望它们能够被采纳。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对于我们的经验中以及这

些建议中所谈及的计算密集型人文研究工作，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更加关注如何拓宽研究策略和预见

性的视野。

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字实验室罕见地在专门的部门长期聘用了研究软件工程师，他们都具备清晰的

专业发展路径，许多拥有丰富的人文和数字人文研究经验以及与人文和数字人文研究者合作的经验，

能够为文化遗产和艺术及人文资源进行研究软件的建模与执行。8 而在其他地方，这项投资则相当的不

均衡。因此，是的，在这个例子中需要研究软件工程师的参与以开展对开放数据集的研究，但在更多

的情况下，随着人文研究逐渐向数字化方向发展，研究软件工程师（以及他们所参与和实现的基础设

施）的作用将变得至关重要且涉及面更加广泛。目前，人文研究者很难在大学院校中发现研究软件工

程相关的职位，考虑到大学中这类职位往往不清晰的职业路线以及研究软件工程师能够在大学以外得

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这样的职位的流动性可能会很高。这一点对于涉及其中的个人而言是令人遗憾的，

从管理限定期限经费的角度也是困难的。

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尝试挖掘大型数字化开放或封闭文化遗产典藏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

难，代表了许多大学面临的困境，如何充分地响应数字化转变带来的更大范围的投资要求。回到

Kaltenbrunner 对基础设施的讨论以及这一话题中涉及到的全球和局部问题的纵横交错，显然我们在

局部环境中面临的问题也相应影响着全球的研究者。从更大范围的对话和语境中看，在尝试挖掘大型

数据集时面临的困难可能是全球性的，人文学者在努力为其做出贡献时遇到了阻碍。研究工作中的困

难不仅仅限制了人文学者需要大型资源的问题，也降低了人文学科的存在感，甚至可能阻碍大学之间

及其与商业公司和创意产业等外部参与者之间发展合作关系的计划。这些困难也限制了我们在更大范

围的数字化产业中建立和从事数字文化遗产经济项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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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到“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它最令我们关注的方面之一可能就是启发我们思考数字人文

领域的创新与开拓，以及与行业合作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不利之处，以找到较为少见、超出大学

范围的方式推动开展研究所需基础设施的重大进步，例如在对数字文化遗产数据进行计算密集型分析

的研究中。在这种环境下实现的互惠合作可能会产生新的方法，让大学相信研究软件工程师这类职位

的价值，继续投资支持人文领域数字研究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以及数字人文在多个方面的积极影响。

通过公私合作对文化遗产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公私双方都获益良多，了解了共同工作的益处与不足。

我们必须继续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同时仔细思考我们对大型、开放和许可文化遗传典藏数据开展的数

字化研究，还需要哪些类型的基础设施和访问权限。

注释：

1. The views that we present in this paper are our 
personal views as individual researchers; they should 
not be taken to express the views or opinions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 https://pro.europeana.eu/resources/apis [accessed 
May 1, 2019].

3. https://pro.europeana.eu/post/experimental-text-
dumpsfrom-europeana-newspapers [accessed May 
1, 2019].

4. https://www.ucl.ac.uk/digital-humanities/.

5. https://www.ucl.ac.uk/research-it-services/ 
[accessed May 1, 2019].

6. https://www.ucl.ac.uk/isd/services/research-it-
services.

7. https://wiki.rc.ucl.ac.uk/wiki/Cluster_Computing.

8. See https://www.kdl.kcl.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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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论文主张“数据人文主义”，与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向人文

专业的学生仅仅传授数据科学的技能会错失我们的研究领域和我们的学生为更大范围内的数

据和文化探讨做出独特贡献的机会。构想这一与众不同的数据人文主义的最重要原因是希望

走出校园、迈入广阔天地的学生能够反过来改变它，而不是固守在现有的框架之内。这一数

据人文主义应当是探索性的、往复前进和对话性质的，可以认为它的目标是将学者的注意力

引导至数字化典藏之内和之外出其不意的地方，同时提出有关这些典藏及其在研究中缺席的

新问题。本论文的最后提出了四项具体的建议，如何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堂中培育人文视角

的数据处理。这种教学工作包括从创造性出发，利用人文主义而非预先打包的数据开展教学，

研究语料库的视野需超出计算方法的范围，以及数据处理思维方式的培养并不仅限于某一特

定的方法。

关键词：数据、计算分析、编程、教学法、数据科学、数字人文

Copyright © Ryan Cordell。本文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下授权。查看协议全文，请访问：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前言：人文学科数据

Lorraine Daston 和 Peter Galison 在 2017 年出版的《客观性》（Objectivity）一书中，尝试追溯

客观性作为一种科学家们的概念、理想和道德框架，在十九世纪出现之后的发展轨迹。这一著作主要

围绕在这一时期内科学家形象的变化。Daston 和 Galison 认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科学理

想是“自然的真相”，其中某些自然样本特别有用，因为它们呈现出并帮助构建了理想型：并非独独

这片叶子，而是这一类型的叶子。在这种体系下，科学插图并没有尝试去重现单个、不完美的样本，

而是从多个样本中归纳总结，并描绘出一个理想型。

因为摄影的出现，“自然的真相”框架发生了一些变化，推动科学家转向新的机器客观性理想。

在早期关于插图与照片各自优点的辩论中，插图被标榜为优越于相对较为原始的照片，因为绘画和雕

刻技术能呈现比十九世纪模糊不清的照片更多的细节。然而，照片在十九世纪逐渐占据了科学图片这

一领域，因为它被人为涂改的可能性更低，对艺术家（或实际上的科学家）想象力的依赖性更低。正

如 Daston 和 Galison 所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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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意志控制的内部斗争，这一意志给予机器客观性很高的道德论调……照片是一种类

型的机器图片，成为了不干涉主义客观性各个方面的象征……这并非因为照片显然比手工绘

制的图片更忠于自然——许多绘画如果使用了色彩，比早期的照片更接近它们的记录对象，

而是因为照相机显然消除了人类的介入。（187）

科学家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顽固意志可能会玷污他们研究发现的真实性，而机器方法的图片制作则

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最终，照相机也终于能够看到仅用人眼无法观察到的自然。例如，随着拍照所需曝光时间的缩短，

它重新解读了运动。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在 1878 年至 1884 年拍摄的著名赛

马照片，证明了马匹在飞奔过程中的某一个时刻的确四蹄同时离地。在这一系列照片和随后的照片中，

摄影技术令科学家对自然的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科学家们能够冻结住运动，单独分析运动的

每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这些照片将流动的动作或一个过程转换成了数据：可观察、测量或分析的

离散单元。

科学史上的这一时刻让在人文学科领域从事计算文本分析的人们回想起一篇试金石般的文章。在

《文本：可批量寻址的对象》（Text: A Massively Addressable Object）一文中，Michael Witmore 认

为“将 [ 数字 ] 文本对象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的”是：

它在不同规模级别上都是可以批量寻址的。可寻址（Addressable）在这里意味着人们在一定

埃德沃德·迈布里奇的“运动中的马匹”，1878 年末拍摄。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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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级别上可以查询文本中的一个位置……那么，书或物理实体就是众多地址级别中的一

个。退回到更大的范围内，我们可能将一种体裁的作品当做相关的地址级别。或者我们可以

探讨印刷书籍中的单个行，每一行中的所有名词，每隔两行的每第三个字母。所有这些变量

都意味着地址级别的巨大灵活性。而且更具吸引力的是，当我们创造数字化文本集群时，我

们的地址模式变得越来越抽象：例如，集合中所有项目中的具体名词，或被赫明斯（Heminges）

和康德尔（Condell）在《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中认为是“历史”的所有项目。每一

个级别都是一个临时的统一体：为了地址而稳定，也因为是地址的对象而稳定。书籍是这样

的临时统一体。电话簿里所有的专有名词亦是如此。

正如 Whitmore 承认的，通过一些学术手段，例如目录索引、词语索引或旁注，“文本实体在被

数字化之前就已经是可批量寻址的”。地址的灵活性则是全新的概念。突然之间，书本甚至是图书馆，

不需要转变为新的形态就成为了数据：书本或图书馆本身就可以是数据。

显然，其他形式的人文数据在计算机出现之前也已经存在：例如图书馆目录卡片或主题书目就是

数据库的一种形式。但就像迈布里奇的照片，计算机重新塑造了我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让它可彻底

分离并可操作：一个统一体可以按其组成部分在各个层级上重新分解，就如 Whitmore 所描述的。很

多人文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文本仅是其中之一，因为我最为了解它，所以在此我一直围绕着它——

可以被认为是可观察、可测量或可分析的离散单元。

走向数据人文主义

本文提出并尝试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作为人文课程一个教学领域的“数据分析”到底意

味着什么？其次，我们如何区分人文数据分析与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类似研究方法？正如 Datson 和

Galison 所述，科学家转向使用机器是为了避免人为判断的失误，在数字人文的一些节点上，计算的使

用是为了解决数十年来困扰人文学者的一些意志问题。我们知道，英国文学的经典地位是由其守门人

的身份以及这些书中所蕴含的美德所共同塑造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及其他理论流派让我们认识

到我们的偏见限制了我们的批判视野，导致了经典的萎缩，不足以代表所有的人类身份或文学。

诸如遥读、宏观分析或文化解析这样的方法，有时作为能够绕开不可靠的人类意志的方法而被提出，

正是人类意志通过一种机械客观性建立了现有的经典。人类因为各种原因而选择性地仅看到某些方面，

其中就包括我们一直尝试尽可能减轻的、有意或无意的偏见。相比之下，计算机则不受这些先入之见

的干扰，专注于寻找文本规律。从这个视角看计算研究，机器更不容易受到社会、政治或身份操控塑

造经典的影响。

当然，如果我们更近距离地去看，我们发现这一论点只是将问题转嫁到了书写代码的人身上，而

不是塑造经典的人身上。正如 Safiya Umoja Noble 1、Cathy O’Neil 2 和 Virginia Eubanks 3 等多位学

者充分展示的，计算机程序常常满载了它们创造者的偏见和疏漏。无论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设

计用以提高商业或政府效率的软件通常复刻了结构性的不平等，例如白人至上。Ben Fagan（2016）

等学者们已经证实，许多大型数字化项目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文献选择的过程复刻了主流文化的主导

地位。在这样一种现实下，我建议我们不能指望以自动化的方式实现更公平的经典塑造。相反，我们

应当倡导人文数据分析（HDA），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注意到数字化与批判性分析之间的空缺。对我而言，

这一可能性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于 Lauren Klein 对主题建模的描述（2015）“搅动档案资料的一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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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在一种双向关系中，它也会被档案资料搅动（需旁注的是，Klein 与 Katherine D’lgnazio 正在

写作的新书《数据女性主义》（Data Feminism）4，完成后将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检验标准）。

在 2015 年 Klein 的阐述中，人文数据分析的方法让研究者和学生们能够发现数据集合中的关联或

路径，而这在现行阅读中并不易被发现。同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所使用的数据集的性质决定

了我们能从中发现什么样的关联和路径，因此“领域专家们……必须能够探究模型呈现出的语义关联”。

为了理解主题建模，研究者必须理解工具训练所使用的数据集，才能明确模型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并

注意到缺失了哪些可能性。

Klein 描述的基本计算分析结果并非统计模型——尽管他们在分析过程中可能使用了这种模型，

而是研究者与数据之间的推测性对话。我们可以在 Stephen Ramsay 的《阅读机器》（Reading 

Machines）一书中找到类似的人文数据分析概念（2011a）。Ramsay 因一篇争议性的三分钟意见书而

为人所知，“谁入局、谁出局”（Who’s In and Who’s Out）这篇论文发表在 2011 年 MLA 大会的一次

圆周会议上。这次会议令人难以忘怀，所有的与会者都被要求起草一篇争议性的意见书，以发起讨论——

而他就在意见书中提出数字人文学者应当了解如何编程。然而，在《阅读机器》一书中，Ramsay 对文

学研究中构成“算法考证”的要素可能有哪些，提出了深入细致且坦白地说更具特色的观点。Ramsay

尤其排斥计算工作的科学框架，而青睐于对话框架：

如果文本分析以事实核查之外的方式参与文学评论研究，那么它必须帮助评论人揭示各种可

能的解读……（10）无论科学辩论的范围可能有多广，无论多少种诠释被提出，我们仍假设

有待我们解决的问题仅有一个答案（或唯一一组答案）。文学评论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在人

文学科中，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多寡常常严格取决于它对我们待解决问题所提供的不同解

决方法的分歧程度。我们并非尝试解答伍尔夫。我们在努力确保对《海浪》（The Waves）

的讨论能够延续下去。（15）

在这些段落中，Ramsay 强调各自不同的诠释方式支撑起人文研究。在本文中，我会依循 Klein 和

Ramsay 的框架，探讨探索性的、迭代和对话式的人文数据分析，目的是将我们的关注点引向数字化资

料集内外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同时对这些资料集以及它们在研究中的缺席提出新的问题。

这种“数据人文主义”并非完全不同于“数据科学”一词所囊括的研究方法。至少在美国，全新

的数据科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似乎每天都在涌现，随之而来的是对于这类文凭能够获得高回报工作机会

的承诺。仅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数据科学似乎类似于、但并非完全等同于计算机科学：需要编程，可

能用到更适合统计学的编程语言，例如 R 语言，但焦点并非搭建系统或编写软件。相反，数据科学家

擅长“适时”编程，探讨经济、政治或民众数据集，找出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新闻业或其他行

动方立即能够使用的趋势。数据科学家的重要特质是灵活性，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在各个领域和各种数

据集中寻找有意义的规律。尽管这些特质在人文数据分析中也很有帮助，但我建议数据人文主义必须

从想象和实践上都有别于数据分析，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学。

数字人文学者常常被指试图将文学、历史及相关领域转变为计算机科学的分支。这一指责在很大

程度上并非如此。特别是，数字人文研究工作的诠释目标与计算机科学截然不同，许多将这两个领域

相提并论的言论来源于对计算机科学家工作的错误假设。而且，我们传授计算能力的方式、我们使用

的特定计算技术，以及我们描述计算工作结果的方式，都完完全全来自于语料库语言学、数据科学和

相关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很大程度上未能建立起专门的计算数据分析的人文方法，这类方法的严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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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领域发展的拦路虎。将数据科学技能简单强加于人文专业学生的企图丢失了我

们这一领域的独特属性，而我们的学生则可能被带入了关于数据和文化的更宽泛对话中。设想出一种

完全不同的数据人文主义的最重要原因是，这样做又会进一步设想出一些学生，他们将会进入学术界

之外的世界并对其作出改变，而不是简单挤进现有的框架中。我并不主张数据人文主义与数据科学相

对立，而是一种补充和（偶尔的）修正。

实践

那么在实践中数据人文主义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培养学生的相关技能？本文的剩余部分

将阐述我在美国东北大学英语系开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数据分析教学的经验，主要是通过“数字时代的

阅读和写作” 5、“文本技术”6、“人文数据分析”7 和“阅读机器：技术与书本”8 等课程。在我为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2019 年数字人文暑期讲习会的人文数据分析课 9 备课时，这些问题也常常萦绕我

的心头。我从这些课堂教学中总结出的原则体现出了我自己想法的变化，如何创建一个数据丰富的人

文教学方法以及它可能需要实现哪些目标，也就是说我会同时反思哪些失败了的方法和取得了成功的

方法。我列出的“理想”并非是我认为我的教学已经达到的，但我尝试在每个学期都努力更靠近它们。

在列出这些理想时，我也并没有暗指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和数字人文或文化分析领域内没有人遵循

这些实践原则。很多人已经在这样做，我的建议几乎全部都基于他们的榜样（我会尝试合理的引用）。

1. 从创造力开始

很多年来，我都从文本分析开始我的课堂编程教学单元：文本计数、关键词上下文、N 元语法

（n-grams）、主题建模（topic modelling）。在花费数周时间（较大课堂的一个教学单元）或几乎

整个学期（人文数据分析专业课堂）在这些教学活动上后，我们可能用最后一周的时间从事更具创造

性的编程活动，例如创造一个推特诗歌机器人。然后，在近几年中，我已经认识到这恰恰是一种错误

的方式为人文学生介绍编程或数据。去年我调换了教学活动的顺序，我认为我课堂上的所有学生都极

大受益于此。

在我的“数字时代的阅读和写作”课中，我从 Giorgia Lupi 和 Stefanie Posavec 的项目“亲爱

的数据”10 开始我们的数据教学单元，这个项目始于一个网站，后来成为了一本很漂亮的书。Lupi 和

Posavec 用一年的时间记录每周他们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创造出一种的新的方式将这些数据以图形

呈现在明信片上，然后互相邮寄这些明信片。这本书汇编了他们的 104 次实验，外观设计非常漂亮。

我们从这里开始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首先理解数据是比数字数据更大的分类，搭建在现有计算机

程序中的系列可视化工具仅是数据可视化无限可能性中的一部分。然后学生的作业 11 就是花一周的时

间记录然后可视化他们自己数据的某一方面，思考他们从数据中了解到什么、他们为呈现数据而做出

的选择，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呈现方式能够（不能够）让他们从数据中了解到什么。这样的练习帮助学

生们从有效批判的视角做好准备，迎接计算数据的研究工作。

今天我也在两项课程——本科生 “文本技术”课和研究生 “阅读机器”课的编程教学单元中将之

前总结环节的推特机器人作业用作课程的开始。总体来说，这一练习相当简单：学生选择一首诗或其

他短文，然后编写一个程序，用恰当词性的词语代替诗中的相应部分：类似于儿童游戏 Mad Libs。得

到的结果有时毫无意义，有时甚是滑稽，有时又有莫名其妙的深奥感。实际上，学生通过这一课程学

会了几种重要的技能，包括如果操作 R 语言中的文本串，如果使用应用程序接口（API）查询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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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将 R 程序的结果输出回网络服务，例如推特。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一个生产性的和创

造性的过程学会这些技能，同时也用到了他们现有的技能，例如理解和分析一首诗歌的能力：至少足

以判断哪些替代词语可能会起作用，以及可能会是有趣的。尽管简单，这一练习符合学生们所熟知的

剪辑诗歌和实验主义诗歌的悠久传统，帮助他们从一开始就将编程理解为比他们想象中更有创造性和

表现力的事情。

我们介绍数据分析的方式很重要。如果你在Courser或Codeacademy这样的网站上调研现有的“学

习编程”公开课，你会发现，无论何种语言的讲座，他们都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教学生如何做数学。

我并不是说数学不会用在人文数据分析中——尽管我会在下文进一步做探讨，而是我认为，考虑到在

2019 年的今天编程的应用范围如此巨大，我们不一定非要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它可能会立即成为横亘

在人文学生面前的障碍，他们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没有足够的技能，或对此并不感兴趣。

目前大部分教授编程或数据分析的课程都假定这项工作必须扎根于计算机科学，但我赞同 Annette 

Vee的尝试，将编程作为一种实践方法从计算机科学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学科，可以令二者均从中受益。

在 2017 年她的《编程素养》（Coding Literacy）一书中，Vee 认为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方，“计算

机代码属于基础设施”，一种被重视和善加利用的素养：“位于技术写作的上层和下层，计算机代码

如今构成了我们当代交流沟通的大部分”（3）。

当我们将编程当做一种书面沟通模式时，它就不再与计算机科学领域捆绑在一起。它不再仅

仅扎根于数学、工程和科学，也同样包含写作沟通。从计算机科学中剥离编程不仅仅帮助我

们理解作为一种沟通方式的编程，也将计算机科学解放出来，不再仅被看到其中的一种方

法……无论是编程还是计算机科学，二者完全相互对应的想法都没有起到积极作用。（41）

Vee 在她的书中提出了“编程从不是技术专家专属的领域”，并倡导我们将编程视作一种可以以

多种方式应用于许多领域的素养。这也是我的目标，是我向学生们展示处理数据的人文方法可以从一

开始就有迥然不同的目的的主要原因。扩展开来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学资源向人文学生开展

数据分析教学，从问题、数据和编程等能够引起学生共鸣的任务开始。

2. 使用特定领域的数据教学

我的下一个建议非常直截了当：当教授学生人文数据分析时，我们应当使用人文数据。这一点可

能看似显而易见，但实际中并非总是这样，部分原因是它的实践难度可能比想象中更大。坚持用人文

数据开展教学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另一个补充的想法：我们不应当回避复杂且杂乱的数据。计算机科学

和数据科学的教学通常使用专门设计的规整数据，目标明确地帮助学生熟练掌握特定的方法。我想到

了 R 语言编程环境中内置的“mtcars”演示数据集。它是一个规模较小、结构有序的信息表格，汇总

了各种车型的数据，包括每加仑油行驶英里数等细节。这个数据集来自于 1974 年的《Motor Trend》

杂志，被设计为一项用以学习如何使用 R 语言中数学或绘图函数的资源，在教程演示过这些函数的使

用方法后才在教程的其他部分被调用。其他常用的 R 语言内置数据集包括“iris”——包含鸢尾科 50

种花的各种测量尺寸，“ToothGrowth”——包含研究维生素 C 如何影响牙齿发育的实验结果，以及

“USArrests”——包含美国暴力犯罪的统计数据。

在人文学生的教学中默认使用这些数据集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我们的学生常常发现很难从车辆

或牙齿发育的数据外推到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对数据分析心存犹豫或畏惧的学生尤为如此，因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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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股票练习数据集从技术上更响应企业或政府的需求。说的更直白一些，这些数据集在我们的学

生看来和感觉上更像是数据应该的样子，也就是说，它们看起来和感觉上是距离人文问题非常遥远的

一些领域内的信息，它们让学生们更加疏离，而不是在欢迎他们的加入。

其次，这类数据集本质上区别于人文数据，也就是从文学、历史和相关领域范围内获得的数据，

这类数据的特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复杂性和杂乱性。事实上，很多计算科学教授都将我们的

数据用于他们自己的研究中：它有着令人着迷的难度。几年前，我在美国东北大学与其他教师共同开

设了一门“绘制波士顿”（Bostonography）的计算机科学本科生课程。参加课程的学生们不断表示

他们在处理这些所谓“真实数据”（即与波士顿市区相关的历史数据）时如何地感到挫败但又很兴奋，

与他们在计算机科学课堂上曾使用的“罐装”数据集完全不同。我听到学生们说，我们课堂上的数据

极具挑战性，但比他们曾一次又一次使用的枯燥数据更有成就感。人文学生需要从一开始就处理这些

极具挑战性的人文数据。

不巧的是，如何使用人文数据教学并非不言自明的，因此在开设这类课程的教师间，最常见的怨

言就是在文学研究、历史或其他相关领域内缺少规模较小、可用于教学的数据集。我们在这些领域的

文献资料中见到的很多数据集往往太大，无法让一组学生同时在课堂环境中使用，事实上在课堂外也

常常令人受挫，学生每次都需要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一行代码是否按预期运行。学习编程

所必须的迭代过程——运行代码、查看结果是否正常、修改、再次运行，无法在大数据中进行，这也

就是为什么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领域开发了我之前所描述的教学数据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士尝试

在学生中培养数据人文主义，我们也需要构建易管理的但仍适度凌乱的数据集，用于课堂教学。

我个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围绕历史报纸，我已经基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报纸名录”（U.S. 

Newspaper Directory）开发出了几种极为有效的教学练习。12 这个数据集并非他们的数字化报纸典藏，

这些典藏过于庞大，无法用于课堂作业，而是他们对 1690 年至今所有已知在美国创办的报纸的元数据

标引。同R语言中的“汽车”数据集一样，可以在其中开展多种自然实验，学习如何比较不同类别或绘图：

19 世纪 70 年代创办了多少周刊和日报？在世纪之交哪个州的报纸最多？我们是否可以分析或可视化

过去数十年间报纸标题中最常见的词语，关于编辑和读者对报纸概念的理解如何随时间变化，这种分

析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并非我所有的学生都从事报纸研究，但因为这一数据集更贴近他们的兴趣，他

们知道我们可能会在其中探讨什么样的问题，因此这样的研究过程更容易转移到他们自己的领域中。

3. 语料库优先于研究方法

关于我们在课堂中所使用数据的问题直接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建议，也就是在人文数据分析中，

语料库或数据集的教学应当优先于研究方法的教学。在她 2018 年的《虚构的世界》（A World of 

Fiction）一书中，Katerine Bode 将她在图书史方面的专长用于批评许多计算文学学者处理他们的核

心分析数据的方式。Bode 特别提出：

在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Franco] Moretti 和 [Matthew L.] Jockers 都将文学数据和数字化典

藏呈现为预批判性的、固定的且不言自明的。在将数据和计算设想为访问文学 - 历史记录的

直接且综合渠道时，他们否定了构成数据和数字记录并让它们能够用于分析的批判性和解释

性活动。（20）

Bode 并不是说遥读学者未能揭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的语料库，而是说他们常常没有充分的描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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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语料库：它们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因此，Bode 认为遥读看起来很像新的批判性精读，如果我们

手中现有的文本资料——无论是济慈的一首诗还是 HathiTrust 书库，被低估或忽视了“文本”或“档案”

的理想化概念价值。

Bode 的观点是对 Johanna Drucker 等多位学者见解的扩展。Johann Drucker 认为“数据”一词

恰恰意味着它所标识的信息是“一种能够被记录和观察的‘所在’”或仅仅是“已存在事实的一种自

然表征”（Drucker 2011）。尽管我不太支持 Drucker 的建议，用“capta”一词来代替“data”（数

据）一词，因为“capta 含有主动获取的意思”，但我的确同意数据人文主义必须从探讨数据的结构开

始，而不是从数据分析开始。为了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记录美国”（Chronicling America）报纸档

案做出分析——正如我们在“疯狂传播的文字”（Viral Texts）项目中所做的，13 我们需要理解收录其

中的报纸是如何通过美国国家数字报纸项目（National Digital Newspaper Program）编撰的，该项目

为各个参与项目的州设置了特定的选择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发行量和影响力最终

决定了整个报纸档案中包含哪些类型的报纸、排除哪些类型的报纸。

回到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报纸名录”（Newspaper Directory）的课堂讨论，我会注意到，关于“我

们从对它的分析中学到了什么”的讨论很自然地引发了关于数据集本身结构的丰富讨论。谁编撰了这

些清单？他们如何获得这些报纸的相关信息？哪些信息没有包含在内？例如，数据包含每种报纸目标

读者的信息吗？如果我们分析标题中最常用的词语，我们需要将特定年代内的哪些报纸版面排除在外？

人文方法的数据分析必须将这些讨论置于首位，并指导学生如何深入探究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数据集

或语料库蕴含的思想、社会和政治基础。

4. 将思维放在方法的前面

我在本文中引用的课程的大部分教学内容是通过利用 R 语言编程分析人文数据。我不会说编程是

有效开展人文数据分析教学和实践的唯一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大大提高了入门的门槛。这是一

个需要更多而非更少声音的研究领域。现在已经有很多出色的工具可以用来完成最常见的分析任务，

研究者可以在图形用户界面（GUI）中思考所有我以上列出的问题，与使用编程语言一样便利。坦白说，

我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是从使用 GUI 和应用程序开始的，这帮助我建立了回答问题的方法。虽然

这些问题最终需要我具备编程能力，但这些早期工作的意义不逊于我现在从事的工作。

然而，我将会阐述我在课堂中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编程而非常见数字人文应用程序来开展人文数据

分析教学的原因。事实上，我应当立即修正这一说法为，我的人文数据分析教学使用的是练习簿，是

应用程序和纯编程方法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在 R 语言中，这样的编程练习被编辑成 RMD 文件，14 它

们与包含可执行代码块的描述性文字交织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在课堂上使用较为复杂的大代码块，

甚至在我们第一天开始讲解编程的时候。当我们立即转向应用程序时，学生们会更加了解前因后果，

比仅仅打印出“你好，世界”的效果更好。在面对这样一个 RMD 文件时，学生可能并不理解每一行文

字的含义。但与图形用户界面相比，我们可以检视每一行代码，一起从事大量的工作，最初可能包括

运行代码块、检查结果，然后重新修改代码再次运行，循序渐进地理解代码到底能做些什么。

我遵循这一流程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我非常同意我的同事、历史学家Ben Schmidt （2016）所说“数

字人文学者根本不需要理解算法”——如果理解意味着准确掌握算法等式中每一个希腊字母代表的含

义，或能够准确重现其中的数学方法。Schmidt 还说，人文学者需要的是“理解算法尝试带来的转变”。

如果学生要认真负责地使用计算技术，他们需要理解，比如将文本或表格数据从一组小说移动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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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空间模型中时会发生什么。这种方法的假设条件是什么？哪些变量可控，当它们发生变化时会怎

样？在图形用户界面中能够做同样的操作吗？“Gale 的数字学术实验室”就相当的强大，对它所收录

的分析方法以及研究者能够在其中控制的变量都提供了详细的解释。

我并不想要假装使用像 R 这样的编程语言让其他所有一切都苍白无力，因为实际上某些特定算法

的许多组件都打包在功能模块中，不需要有太多的理解也能够运行。但对于我而言，讲解代码能够帮

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转变发生的过程，看到某一过程中的各个主要步骤，开始询问某些功能如何操作

的问题。我的练习簿通常包括多个预先写好的代码块、对学生能够操作的代码行的讲解，以及空白的

代码块，他们可以用来复制、粘贴和修改我提供给他们的代码。这种修修补补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代

码是一种媒介——它实际上是可以复制、粘贴和编辑的文本，并且为后续的练习簿做好准备。在更高

阶的练习簿中，他们将更直接地参与编程，在独立的研究项目中对他们自己的数据提出问题。

对于我所描述的所有教学方法，有一个需指出的重点：我无法在四周、甚至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

中将学生转变为熟练、独立的程序员，而且这也并非我的目标。我的目标也不是让他们变得专长于某

种方法：例如分类或主题建模。我尝试培养的是一种思维，如何处理数据、探索数据，发现计算技术

可能帮助回答哪些关于数据的问题，然后决定什么方法可以用于帮助回答这些问题。最终我希望他们

开始理解如何制定一系列的步骤——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算法，但并不以数学的形式表达，这些步骤将

帮助他们将数据从原始的形态转变为与他们想要探讨的问题相关的一种形式。为了让这一过程切实地

发生，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甚至可能需要展开协作。但我认为人文学科的学生最难掌握的技能

是程序式的思考，而非编程。

以人文为本、探究式的数据分析方法不仅仅令学生们能够对人文数据使用专为计算机科学或社会

科学而开发的方法，也能够激发对能够分析人文数据的新方法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数字人文或相关领

域内仍未被大规模探索的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相当复杂的项目，将诸如矢量空间分析或主题建模

这样的方法应用于小说和历史报纸，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从历史、文学及相关领域数据中衍生而来且专

用于这些领域的新方法。但这是我想要开展教学的方向。我们需要人文数据分析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

能将数字文化遗产的维护和算法架构彻底让权于工程师，或完完全全交给公司企业。像“Gale 数字学

术实验室”（DSL）15 这样的产品无疑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在他们的历史典藏中开始研究，帮助学生理

解他们整合的分析方法所能够实现的效能。Gale 的实验室平台非常强大且灵活，我对它的各项功能印

象深刻。

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是真的：没有一套标准的分析工具——尽管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开发，能够将所

有我们想要从历史、文学或社会科学数据集中了解到的东西一一捕获；人文研究的最大挑战之一仍然

在于待探讨的问题很难普遍化或提前预测，因此很难开发一种通用的工具来涵盖它们。仅仅教授学生

使用现成的工具会限制他们的各种可能性。此外，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大部分的学生未来往往不会在

资源良好的大学中工作，更遑论这些大学又恰好订阅了能让 DSL 这样的产品大显身手的数据库。他们

中的大部分人未来会在美国大学和学院的更广阔领域内工作，或者进入企业工作。如果这些学生将会

继续从事处理大量数据的人文研究工作，或者会训练他们自己的学生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将主要利

用开源工具（包括图形用户界面和编程语言）和开放获取数据。我的学生需要理解这类工具的基本内

在原理，能够灵活地适应不同院校的环境，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了解如何开始组建自己的一套工具，

开展他们所需的研究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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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https://safiyaunoble.com/.

2. https://mathbabe.org/.

3. https://virginia-eubanks.com/.

4. https://bookbook.pubpub.org/data-feminism.

5. https://f18rwda.ryancordell.org/.

6. https://s19tot.ryancordell.org/.

7. http://s17hda.ryancordell.org/.

8. https://s19rm.ryancordell.org/.

9. http://www.dhsi.org/courses.php#DataAnalysis.

10. http://www.dear-data.com/theproject.

11. https://f18rwda.ryancordell.org/assignments/dear-
mydata.html.

12.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search/titles/.

13. https://viraltexts.org/.

14. Examples of RMD files from my recent DHSI class 
are here: https://github.com/rccordell/DHSI-HDA/
tree/master/exercises.

15. https://www.gale.com/intl/primary-sources/
digitalscholar-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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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人文引入本科生课堂：策略、方案 
及利用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的教学实践

Sarah L. Ketchley，美国华盛顿大学数字人文及埃及学讲师和教授

Ketchley@uw.edu

摘要：本文探讨了以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背景为主的本科生数字人文教学中的一些实践问题。

结果呈现在一项名为“2015-2018 年华盛顿大学的数字人文概论课”的案例研究中。尽管选

修这门课程的很多学生之前在这一领域很少或几乎没有经验，但大部分人选择这门课程的目

的是想要熟练掌握技术并提升自己毕业后的职场竞争力。这一案例研究探讨了在这门课前三

次开课时课堂教学中的经验教训，描述了在第四次开课时课堂教学中采用的策略，如何解决

教学和课堂管理中的很多挑战。这些策略包括使用基于云存储的数字工具——“Gale 数字学

术实验室”，创建和管理与课堂研究主题相关的一次文献资料的语料库。学生们学习在实验

室平台上清理 OCR，然后使用整合其中的数字工具进行定量和定性文本分析。这些分析包括

主题建模、N 元语法、命名实体识别和情感分析等。学生们将他们的分析结果导出为原始数

据（CSV/JSON），进一步使用 Google Fusion Tables 和 Voyant 等外部工具进行探讨；或导

出为图像文件，用在他们最终的 Omeka 展示中。

关键词：数字教学法、本科生、数字工具、文本挖掘、数字人文、基于云的数字人

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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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领域的蓬勃发展为学生们提供了在人文内容的环境下培养技术技能的机会。这一领域因

其核心价值观而逐渐被人们所知，也就是开放、协作、多元化、实验、联合及互联，这些精神延伸到

了课堂环境和教学实践中（Spiro 2012）。数字人文并非人文学科的分支学科，它也不归属于任何院系。

它的范围和潜力仅由参与其中的研究者的想象力而决定。数字人文的本质是协作——很多工作是基于

研究项目的，最终的目标是让内容或研究以数字化的（通常是在线的）形式呈现。这些内容可以是一

套一次和 / 或二次文献、一个数据库，或可能是地图位置。计划和开发一个成功的数字项目需要有效

的项目管理和团队合作，考虑项目保存和可持续性的最佳方式，以及建立和执行多种工作任务，例如

文本建模，处理图像、地图和统计数据，同时还要考虑在线演示和设计的美观性。这是试验性教育和

技术训练与传统人文学科的结合。数字人文训练和实际操作会吸引很多的学生，因为学习到的这些技



50

Introducing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Undergraduate Classroom

数字学术，数字课堂

能能够随时应用到各个行业中。

如何将这些我们作为研究者使用的数字工具和实践技能以最佳的方式带入本科生课堂？本文讨论

了将数字人文引入课堂的策略，而课堂中的学生们则是鱼龙混杂，来自大学的各个院系，各自具备的

技能有所不同。这一经历是从最早利用数字工具探讨历史研究数据的人文学者的教学视角描述的，而

并非以技术为核心的学科的教学视角。

案例研究：数字人文概论课

“数字人文概论”是华盛顿大学 2015 年和 2018 年面向四组不同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这门 3-5

个学分的课程没有选课条件要求，每周两次课，每节课 2 小时。

前三次开课时课程内容本质上非常近似，不同院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处一室，按院系分成几组，

研究生在各自所在的小组内担任项目小组长。教学大纲（见图 1）范围宽泛，引导学生在某一特定研究

问题的基础上完成一项数字展览的计划与搭建过程。在前两次开课时，讲师根据她熟悉的数据选择了

研究问题：中东游记，但她对数字人文教学还不太熟悉。到第三次开课时，学生们可以从几个选项中

自行选择数据集。课堂的教学进程重现了一个成功的数字人文项目的进程，从建立团队工作规范和计

划开始，找到收集和管理数据的最佳方法并付诸行动，分析和可视化收集到的资料，最后搭建数字展

览以展示每个学生小组的工作成果。

课堂的学习目标包括：

1. 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核心计算能力；

2. 推动跨学科学习和协作

3. 利用数字工具探讨人文数据

4. 呈现数字研究项目的完整过程，包括计划、执行，然后是总结，强调可持续性的构建；

5. 让学生们接触到数字人文范畴内的多种研究项目、数字工具和研究方法。

无疑，前三次开课时出现了很多的教学和实践难题（不仅仅因为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实验性质的），

每次当然也在进步和改善。到 2018 年秋季第四次开课时，以下所述困难的各项解决方案都应用于课堂，

讲师在课堂上的控制力更强，而学生在课堂上的体验也更加顺畅。

困难 1：教室

• 课程最初的推广较为艰辛，它被列在近东语言和文明（NELC）课程目录中，但学生们通常不

会到 NELC 院系寻找一门数字人文课。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选课，讲师在校园中做了大量的推

广工作，包括制作海报、向各个学生团体和班级推荐这一课程，在多个社交媒体渠道中发布消

息。

• 每个人能够实际操作的时间有限，华盛顿大学采用的是学季制，每学季仅有 10 周。数字人文

课程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上课时间约 2 小时。

• 学生们的技能和知识背景有很大差异，因此想要让这门课成为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学习

经历就会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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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本身的空间布置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传统的大学教室通常是按讲座式的 / 被动学习的

方式布置的。而数字人文教学的性质则令教学工作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主动学习的效果。

• 讲师首先是一位学科研究专家，其次才是数字人文学者。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人文学科的教师

很不情愿向他们的学生讲解实践性环节，特别是因为相比于较为传统的人文主题，向一组学

生传授技术知识可能让学科研究专家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本课程的讲师花费了八年的

时间自学技术技能，开拓利用数字人文方法探讨自己研究项目数据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她

与持同样想法的同事的协同合作，最终建立了一个数字人文本科生实习项目（位于 Newbook 

Digital Texts 出版社）以及后续的补助资金，以支持前三次数字人文概论课程的发展与教学工

作。这样漫长的学习期对于大量时间需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教师而言是不可行或不实际的。

图 1：数字人文概论课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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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解决方案

• 信息学系被证明是数字人文概论课程最合乎逻辑的开设地点。这门课可供主修和辅修，吸引了

不同院系的学生，在没有推广或宣传的情况下，课程在开放注册的第一天就满员了。

• 为了尽可能增加学生与教师和助教一同动手操作的时间，本课程讲师选择从花费时间做综述性

的讲解转变为翻转课堂。（Stommel 2013）学生们需在上课前进行预习，包括观看为每一堂

课创建的概述视频，并辅以课程读物以及参加在线讨论。基于已经完成的课外作业，课堂教学

从问答环节开始，学生们来上课时已经准备好将他们学到的一些理论付诸实践。

• 学生完成课前调查，其中的问题涉及之前的经验、兴趣、技能和目标等，以便从第一天开始就

将他们放在相匹配的小组中。他们能够立即相互间交流和学习，同时培养起宝贵的社交技能。

课前调查也为讲师提供指引，每一项课堂主题的讨论需要达到哪种详细程度，有哪些机会推动

学生间的学习和参与。学生们在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接受第二次调查，发现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

或关注点，并征集需讨论的话题。在每堂课上与学生一对一互动的机会异常宝贵，帮助讲师为

学生创造适合自身的学习体验。

• 华盛顿大学有很多的主动学习教室（ALC），是这类以小组实操为特征的数字人文教学的理想

之所，在课堂活动中强调讨论、一对一互动、及时反馈和解决问题（Hornby 2017）。一些实

用的特点包括家具易于移动，围成多个小组工作台，同时也易于将学生合并成较大的组。每一

个工作台的桌子上都有一台较大的显示器，便于协同工作，还有可书写的墙面，便于计划和讨

论活动；最为重要的是，多个位置合适的电源插座。课堂设置能够促进教师、助教和学生们之

间的常规互动，反之又能快速反馈和解决技术问题并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们发现这种非

常规的设置既有趣又实用，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他们处理手边的资料，也有助于他们更大程度地

参与学习过程，他们有方法能够掌控自己的学习体验。小组式的课堂设置也能够促进协作，进

一步培养社交技能。

• 认识到她自己并非课堂上论及的每一个话题的专家之后，讲师将这个概论课程打造成了与图书

馆和大学其他院系同事协作的机会，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综合全面、内容丰富的教学大纲。

例如，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项目的一位讲师讲解版权以及如何利用开源资料这样的主题，而元数

据图书馆员则探讨“都柏林核心标准”以及清晰和连续的研究记录对项目可持续性的重要意义。

在学生准备开始搭建他们的数字展览时，由来自人本设计与工程专业的教师谈论有效的项目计

划和设计。 

在 2018 年秋季的课程中，讲师与商业出版商 Gale 合作，首次在课堂上使用了最新发布的“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

困难 2：技术

前三次开课时，教学内容对许多数字工具和平台进行了试验。回想起来，这是一项有些雄心勃勃

的目标，但却往往制造出一些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其中的一些困难描述如下：

• 学生上课时带来了各种型号的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出现了多种操作系统，甚至是系统语言。

由于课堂活动主要依赖软件，学生们或者下载到本地，或者在线使用，至少有一整堂课用于下

载和安装，而在这一季度的课程中，排查故障的工作始终在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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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有趣的教学体验。

• 学生们在前三节课中开展的多种分析工作决定了他们需要在这一个学季的课程中使用多个平

台。每种平台都有自己独特的模式，每一种都有一个学习曲线（有时曲线走势相当陡峭）。通

常出现的情况是，工作流程既不清晰也不直观，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访问和使用这些

平台。

• 在更大的范围内，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因机构设置而受阻，特别是 IT 和软件支持方面，

以及缺乏专为数字学术提供的支持。

技术解决方案

与 Gale 合作，或使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让学生能够在一个平台中进行大部分的工作，构

建语料库、数据管理、分析和可视化。因为“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是基于云存储的，学生带到课堂

上的电脑类型（甚至不带电脑）不再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通过限制学生们安装和使用的辅助工具的数量，

课堂管理方面的问题大大减轻，教学的焦点转为建立研究问题并最终以数字展览呈现研究结果。

2018 年秋季的数字人文概论课

本文的以下部分将围绕 2018 年秋季课程的细节，探讨教学大纲以及学生们在课堂上使用的数字工

具。2018 年课程面向的学生群比前几次开课时都更宽广，因为学生们通常都很热衷于信息学院的课程

（见图 2）。几个小时之内课程就注册满员了，共有 35 位学生注册。学生们来自大学的 21 个院系，

大部分是大三和大四学生，90% 的学生之前没有使用数字工具探讨人文数据的经验——大部分人都感

到困惑为什么数字人文会被描述为一个学科。他们选择这门课程或者是为了培养数字素养，或者为了

将现有的技术或某些学科的专用工具应用于人文数据集。

笼统的课程学习目标上文已经列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讲师努力营造出一种环境和课堂文化，

鼓励自学和学生间的学习以及知识共享、参与和协作（参见 Savonic and Tagliaferri 2017）。讲师通

过邀请客座演讲人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塑造这一学习理念的典范，强调跨学科协作的益处。翻转课

堂不再强调传统课堂模式中教授的权威地位，而是将课堂的焦点转向与每位学生建立关系，同时留意

小组的整体动向。最初的几节课着重于讨论和确立小组内专业角色划分的策略，包括建立和保持小组

合作方式下的工作预期值，按时完成各自的任务，报告流程和最终的结果。因为每位学生在他们各自

的小组中都被分配了一个角色（例如，项目经理、内容专家、数据管理人、可视化专家等），重要的

一点是要营造一个环境，其中每个角色的都有着相同的重要性，正如实际中的教师和技术专家的角色。

为了鼓励探寻和求知的精神，而且因为学生们探讨的数据集涉及的主题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所

以教学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学生们大胆试验，不怕失败。因此，一项基本的任务就是每周的工作日志，

记录课堂上的笔记、阅读材料和讨论，以及所使用工具和所运行分析的完整操作步骤。假如学生们保

存了他们所有这些研究工作的完整记录，当他们运行的分析返回无意义的结果，或试验的工具最终没

有达到预期时，他们不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课程的研究主题是历史菜单，选择这一主题的原因是它较为宽泛且能够让课堂上的所有学生参

与其中，范围足够每个学生小组建立自己独有的研究问题。这个主题的灵感来自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

“菜单上有什么”（What’s on the Menu）项目，学生们主要使用来自 Gale 原始档案（Gale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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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8 秋季学季学生情况

Sources）中的内容，以及来自纽约公共图书馆项目的一些额外文献资料和其他开放资源。学生和教师

通常情况下可能都不太了解他们的图书馆网站能够提供多少及哪些数字典藏。使用“Gale 数字学术实

验室”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它提高了对院校现有数据库馆藏的了解和使用，其中就包括随时能够支持研究、

教学和数字学术的 Gale 原始档案。

在一个季度的课程中，学生们学会了以最佳的方式计划他们的研究项目、创建和管理数据集，以

及使用数字工具分析他们收集的资料，然后搭建一个数字展览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我们在展示阶段

使用了 Omeka，而在数据集创建、管理和分析的协作过程中使用了“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

我们在课程中遵循的工作流程总结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的主页上（见图 3）。学生们从创

建文献语料库（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中描述为“内容集”）开始，经过数据管理步骤，然后清

理光学字符识别（OCR）数据，最后对他们的内容集进行各种文本挖掘分析，生成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图表。

讲师录制的教学视频强调了工作流程和步骤的重要性，并指引学生使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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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上的背景知识帮助文档，其中包含的数字人文术语表尤为重要，因为词汇往往是理解一个新领域

的最大障碍。

每个学生小组都有一个 Gmail 登录账户，便于对相同的文献资料开展协作，而不会干扰课堂中其

他小组的工作。当学生们登录后，他们会访问到一个个性化的工作平台，存储了他们创建的内容集以

及他们运行过的分析项目，以及每个内容集中文档的描述性元数据（见图 4）。学生们也能够导出各种

信息，包括每篇一次文献的扫描图像、OCR 文本、可视化图表和原始表格数据，他们可以将这些数据

用于外部工具，在此次概论课中则是一种数字展览工具。

1. 创建和管理内容集

学生们研究工作的起点是创建与小组课题相关的内容集。用“menus”（菜单）一词做宽泛的检

索会返回数千条结果，因此学生们使用了高级检索筛选选项，将检索结果加入到易于管理的内容集中。

各个小组讨论各自感兴趣的、与菜单相关的主题，然后反复多次重复检索和数据管理步骤，琢磨并建

立他们的研究问题，并找到足够的资料用于分析。

当学生们确定哪些文档与他们的研究最为相关时，他们使用元数据作为指引，并利用了检索结果

页面上每篇文档的 OCR 文本片段。内容集可以包含最多 10,000 篇文档，对于课堂教学而言完全足够。

即便处理得当，数据管理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要得到有意义的分析结果，这是至关重要的组

成部分。学生们能够进入文档浏览页面，仔细地并排查看文献原始扫描图像和 OCR 文本，决定这篇文

图 3.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主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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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是否适合包括在内（见图 5）。

在进行这一步骤时，他们利用了每篇文档的 OCR 置信度水平作为一项数据管理指标，低置信度水

平的文献不一定会被排除在外，因为它可能有大篇幅的图片或从质量很差的原稿或微缩胶片扫描而来，

或者 OCR 扫描软件的版本较低。

这个数据管理的迭代过程最终让七个学生小组都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并在“Gale 数字学术实验

室”中创建了一组数字研究对象。他们选择的主题千差万别，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素食主义意味

着什么？”、“美国人对中国食物的态度变化”和“繁荣与萧条时期的饮食规律”，到“19 世纪以来

感恩节菜单的演变”、“著名的纽约客酒店露台餐厅的历史”、“火腿蛋松饼作为早餐的历史”以及“杯

盏之间”——一个将菜单上的葡萄酒与它们的历史背景相关联的项目。

2. 为分析做准备

很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一个文本挖掘和分析步骤是 OCR 文本的清理。在课程刚刚开始的时候，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平台还不具备文本清理的功能，在 2018 年 11 月才新增了这项功能。因此，

至少在最初的时候，学生们必须导出他们的 OCR 文本，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以外利用 Lexos

和 OpenRefine 清理文本。一些学生经历了我们所熟知的下载和安装难题，特别是对 OpenRefine，学

习曲线异常的陡峭。清理功能加入到“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中之后，学生们能够更流畅、更直观地

将他们的内容集随时转入清理步骤。

这类工作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对数据集的熟悉程度，这将有助于研究者思考并选择如何清理和清理

图 4.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中“我的内容集”页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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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文档浏览页面截图

图 6.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分析工具页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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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部分。学生们在细致的内容集管理步骤中形成了一定的看法。文本清理又是一个缓慢且需反复多

次的步骤，而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中则包括下载 10 个清理后的文档样本和 10 个未清理的文档，

并排比较，评价对数据集设置的文本清理选项是否有效。学生们不可避免地会看到他们疏忽了的错误，

然后返回清理配置，做相应的调整。通过比较未清理数据集的分析结果和学生们花费时间规范和清理

的数据集的分析结果，这一步骤的价值不言自明。后者的结果总是更加明显且有意义。

3. 分析文本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最有用处的功能之一是一次文献内容与文本分析工具整合在一个直观地

工作环境中。平台共整合了六种文本挖掘和分析工具，四种是开源工具（主题建模、命名实体识别、

词性标注和聚类分析），两种为 Gale 定制工具（情感分析和 N 元语法）。分析工具页面提供了每种工

具的详细定义，以及开发者说明文档和算法的链接，这对于研究结果的重现和引用非常重要（见图 6）。

平台的帮助文档也详述了每种工具的用途和局限性。

学生们主要使用了这些工具中的四种，主要是因为时间的限制。他们一开始运行了主题建模分析，

以判断他们的内容集中是否存在无法直接看到的主题或话题但可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这一工具基于

MALLET，一种开源的、数字人文学者广泛使用的工具。直到目前，它都必须通过命令行运行，超出了

这门概论课的教学范围。在使用“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内置的主题建模工具时，学生们能够选择他

们想要让算法返回的主题数量，以及每个主题下的单词数量。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使用默认值（10

个主题，每个主题 10 个单词），为每个小组的数据集返回最为相关的主题，其中很多都出乎学生们的

预料，帮助他们确定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学生们运行 N 元语法分析找到他们的数据集中最相关的词语，并学习通过文本清理的步骤去掉常

见停止词，得到更有意义的分析结果和可视化图表。当学生们开始探讨他们收集的资料时，这个工具

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不同长度的 N 元语法（一元语法、二元语法、三元语法等）之间切换，帮助

他们在更宽广的范围内看到特定的词语。

其中一名学生注意到了他们对数据集运行情感分析工具的重要意义，他评价说“情感分析到目前

为止是最有用的，因为它真正捕捉到了 1934 年发生的事情。然而，我们了解到当人们逐渐习惯于大萧

条时期的生活状况时，他们开始重新变得积极起来，即便仍处在大萧条的中期”。学生们能够从他们

的分析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包括注意到现代菜单中与感恩节相关的资料比十九世纪更加世俗化，记录

了所谓“中国餐馆综合征”的增多是反中国情绪的一种延伸，以及追溯了炒杂碎的发明以及中国食物

的美国化，绘制了火腿蛋松饼作为一种早餐品种的起源及其随时间变得越来越流行。

学生们使用的最后一种工具是命名实体识别。这一工具从特定的内容集中提取并列出实体，例如

地名、人名、组织名等。学生们使用这一工具作为他们绘制数据集的基础，例如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

相关的中国菜单数据集中提取地名，下载数据的 CSV 或 JSON 文件，然后利用 Google Fusion Tables

可视化数据。

4. 导出数据和外部分析

“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的导出功能让学生们能够将在平台上创建的数据集与从其他来源收集的

数据集结合在一起，然后利用外部工具分析所有资料。主题建模分析工具的 CSV 下载文件中包含所有

MALLE 老手希望看到的数据，额外的一列标出了每篇文献的 Gale 文档识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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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组也使用了来自其他开放资源库中的资料，并包括在了他们最终的数字展览中。学生们使

用的其他外部平台也都是云存储的，包括用于创建项目陈述的 Knightlab 的 StorymapJS，以及用于文

本挖掘的 Voyant。

5. 研究结果和数字展览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每个小组搭建一个 Omeka 数字展览，包含以下项目：

 探索如何在你的 Omeka 展览中创建页面和子页面来呈现相关信息。综合考虑设计、美学和实

用性。（注：你选择的主题将会固定某些版式，例如菜单是边栏式的或位于页面上方。）

1. 主页 / 引导页  呈现出小组项目的细节，具备适当的导航功能。它应当链接到课程主页面上。

为你的研究工作想出一个创意的题目！（例如，不要采用“第 1组的项目”，而是“世纪之交的美食”，

或类似的题目）。

2. 关于页面

• 小组成员——包含照片和个人简介。

• 每位小组成员应当将他们本学季的工作日志各自编辑成一个文档，存储在 Omeka 中。在每

位小组成员个人简介的最后添加这个文件的链接。

• 完成项目任务书

• 个性化项目页面

图 7a. 2018 年数字人文概论课研究项目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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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数据管理计划（你不必担心经费问题，但给出对备份和存储的一些考虑）。

3. Omeka 中的资料集

每个人应当收集最少五份、最多十份资料，根据小组的规模创建一个约二十到五十份资料的合集。

每个人应当为各自的资料正确完成元数据部分，并且整个组的资料集需保持一致且完整（没有空

白区域）。

4. 数据可视化

包括一个页面链接到至少一个详细的数据可视化图表，包含陈述、分析和来自你所在小组成员共

同完成的 Omeka 资料集的图片。（Storymap 是满足这些标准的一个平台样例。）从与我们课堂

教学相一致的类别中选择：

• 文本分析（例如词语频率分析、情感分析、主题建模、主题分析等）

• 地图绘制

• 数据可视化（例如网状图）

图 7b. 学生展览：美国人对中国食物的态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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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包括每个剩余类别中的示例（链接、图片或截屏的形式），这些类别基于你在课堂上实际操

作环节的工作，可能包括：

• 词云，基于 Voyant、N 元语法、主题建模或文本分析的课堂教学

• 一幅或多幅地图，来自地图绘制课

• 词语频率图表或主题建模旭日图

最终的展览和学生们的演示令人印象深刻，展现出学生们对研究工作的热情和在各自团队中投入

的努力。图 7a 到 7c 分别是该课程的项目主页、一项学生展览的首页和学生展览主页上一个链接的示例。

学习成果：将技能应用于工作

我们专门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讨论如何找到和记录学生们正在学习和使用的可转移技能，不仅仅是

在此数字人文课上，而且也包括他们的整个本科教育过程。这一对话发生在第七周，学生们已经和他

们各自的团队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的数字研究项目也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一讨论主要是由讲师在

和学生们做每周小组工作检查的过程中提出的，很显然，同学们都对毕业后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尤

图 7c. 美国人对中国食物的态度演变：La Choy 食品公司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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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人文专业的学生。除了提出本科生应当学会如何批判性思考、分析性推论和有效沟通外，学生们

还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他们在课堂上正在培养和使用的技能，都将会在职场上大有用处且对他们有利。

从数据的获得和管理，到项目计划和设计，这些技能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写作（发表在网上，记录技术

决策等等），诠释和解读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结果，作为团队的一份子开展研究工作，协同合作并承担

责任。简言之，学生们从他们在课堂上从事的这类工作中看到了巨大的价值，将他们与即将面对的大

学以外的生活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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