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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为传统文科研究开启新宝藏
新技术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有待求解的人文社科领域新问题

一位研究宋代文学的传统人文学

者，皓首穷经一生，恐怕也难以回答这样

一个问题：苏东坡的“朋友圈”是怎样的？

而步入数字人文时代， 为历史文化名人

的“朋友圈”画像，在技术上已非难事，且

依托新技术对人文学科的“渗透”，更多

学术宝藏正被打开。

循着苏东坡“朋友圈”研究的蛛丝马

迹， 我们也可以洞察当下文科研究的新

趋势：交叉研究，成为一种必须。 人工智

能哲学、计算社会学、神经美学、数据语

言学……在大学， 一些新冒出来的或正

在孵化的新兴学科无不是对这一点的有

力佐证。新技术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有待

求解的人文、社科领域的新问题。

对大学来说， 单一学科已难以招架

迎面而来的新挑战，一些传统意义上被认

为“无用”的人文科学，正在学科交叉中

产生新的分支，变得越来越“有用”。一批

新兴学科正在交叉研究中产生，从文文、

文理、文工到文医，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为

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赋能”，正开

辟新的研究领域、开启新的研究范式。

曾经“式微”的文科，
在交叉中强势崛起

岁末年初， 正是各大高校紧锣密鼓

制定 “十四五” 规划之时。 沪上高校

不少学者在为未来文科发展 “定向”

时， 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交叉。

“一流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文科，

而未来的文科势必在交叉研究中找到

新的增长点。” 新年伊始， 以理工科

见长的同济大学就召开了一次全校文

科大会。 不少学者提及， 科技与人文

可谓 “分久必合”， 随着大数据、 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 不同学科间相

融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显现。 对大

学来说 ， 曾经被认为 “式微 ” 的文

科， 如今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以当前大热的人工智能技术为

例。 在寻找 AI 应用场景落地的过程

中 ， 学者们已然发现 ， “落地 ” 的

过程不仅依赖于技术本身 ， 而且更

大程度上依赖于问题导向下的跨学

科合作， 文科在其中扮演的作用至关

重要。

举例来说， 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

程中， 上海能否在 “大城养老” 上有

更大作为， 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养老

服务领域落地、 助推智慧养老产业发

展， 这不仅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牵引，

以新基建开发新场景， 而且新技术应

用的 “终端 ” 始终落于 “人 ” 的层

面。 这意味着， 在城市治理方面， 需

要人口学、 法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形成合力， 提供

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简言之， 需要赋

予技术以温度， 由此来解决 “智慧不养

老” 或 “养老不智慧” 的瓶颈问题。

“随着交叉研究日渐成为趋势， 不

少看似 ‘无用’ 的文科也变得 ‘有用’

起来， 甚至会直接产生经济效应。” 复

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徐英瑾以苹果手机举

例。 苹果手机在商业上的成功， 很大程

度上可以归结为工程美学的成功。 众所

周知 ， 乔布斯给苹果注入的 “灵魂 ”，

不仅在于手机功能的先进， 更是给用户

提供美好使用体验的 “完美界面”。 这

是用工程学的方式， 解决了用户的审美

需求。 用徐英瑾的话说， 这类 “乔布斯

领域 ” 本质上就涉及学科交叉 ， 看似

“无用” 的文科， 实则起着引领作用。

器物史研究被徐英瑾用来作为另一

个例证。 很多传世器物目前被保存、 收

藏在各大博物馆。 随着数字博物馆的兴

起 ， 很多文物也开始 “活 ” 起来 。 但

是， 器物史的传统研究仍散落在以纸本

为主要载体的巨量古籍之中。 “这些处

于 ‘二维’ 状态的器物史研究， 在数字

人文日渐兴起的当下， 不仅要活起来，

还要通过文史研究领域内部的交叉 ，

结合全新的方法 ， 让器物史 、 器物美

学等研究 ， 进一步对接大众对传统文

化的审美需求 ， 将考古 、 文博与人文

地理更好结合， 为文旅产业发展带来源

头活水。” 徐英瑾直言， “大文科” 格

局的打造， 将让文科的价值得到更好的

体现。

科技与人文结合，“新
文科”建设提速

文科研究必须交叉， 和 “新文科”

建设的提速直接相关。

“‘新文科’ 之新首先在于新科技

发展与文科融合引致的文科新增长点

和传统文科专业 、 课程以及人才培养

模式的更新换代。” 就在不久前， 山东

大学校长 、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

组长樊丽明以公开撰文的形式 ， 对

“新文科” 的时代需求和建设重点作了

重点解读 。 她观点鲜明地指出 ： 中国

建设 “新文科 ” 的核心要义是立足新

时代 、 回应新需求 、 促进文科发展的

融合化 、 时代性 、 中国化和国际化 ，

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 、 服务人的现代

化新目标。

当前， 不少高校在推动 “新文科”

建设的进程中， 聚焦文科交叉研究， 频

频有新落子、 新举措。

外语学科是传统的人文学科 ， 在

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 ， 未来的翻译

该何去何从 、 人工翻译是否会被机器

取代 ？ 语言教育如何与人工智能融合

嫁接出 “新果”？ 对外语人来说， 这些

问题不仅是学术层面的关切 ， 很大程

度上也是事关学科和学校生存与发展

的重大问题。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新成立的数字

人文与语言智能实验室、 语言数据与智

慧教育研究中心 、 语料库研究院等 ，

都代表着学校在顶层设计层面的全新

考量 ， 推动语言数据应用落地 、 教育

智慧化发展， 以及推动中国话语体系构

建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直

言， 当今的外语教育正不断与不同学科

领域发生着融合。 科技与人文的结合，

是上外未来发展中一个重要起点。 在办

学层面， 学校不仅关注如何把对传统语

言翻译人才的培养推向卓越， 同时也关

注与人工智能领域密切相关的神经语言

学、 语料库语言学、 语言数据科学和语

言智能等， 通过整合学校资源， 实现跨

学科资源整合， 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社会

发展。

主动“破壁”，收获全
新样式的学术成果

以苏东坡 “朋友圈” 的由头， 华东

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笑一介绍 ， 目

前， 哪怕是在传统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

内部，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正在主动 “破

壁”： 打破传统学科壁垒， 在交叉研究

中开启新的学术研究之路。

实际上， 对苏东坡 “朋友圈” 的构

建， 这类关系型数据库的构建正是当前

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苏东

坡的一生中认识哪些人？ 分别和哪些人

有重要通信来往？ 同期和这些人有来往

的还有哪些政要和文化名人？ 在传统史

学研究的基础上， 以数字工具挖掘当时

的人物关系图谱， 或会形成新的研究课

题， 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 历史 GIS， 即历史地理

信息系统 ，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

法， 也开始被越来越多新生代的青年学

者所使用。 把传统的历史人物、 事件信

息和地图相结合 ， 这种以 “空间 、 图

像 、 可视化 ” 为特征的超文本历史表

述， 完成的很多工作都超越了传统人力

所能完成的范围， 开启了全新的学术研

究场域， 也意味着会收获区别于传统史

学的全新学术成果。

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 徐英瑾认

为， 当前的文科研究不仅在与多学科的

交叉中迎来全新的研究方式， 以新钥匙

打开新的学术世界； 另一方面， 能否掌

握新钥匙、 在学术研究上成功跨界， 对

学者本人来说则意味着挑战。 以徐英瑾

目前从事的人工智能哲学为例， 除了传

统的哲学功底， 人工智能技术所涉及的

算法、 逻辑学、 语言学、 神经学等， 这

些听上去十分 “高冷” 的学科， 对从事

这一交叉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却成为必

须的知识储备。 “交叉研究的前景很美

好， 但要成功实现跨界这一跃， 实则不

易。” 徐英瑾说。

当祖国需要我们时，必当全心奉献！
平均年龄74.5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艺术团合唱《少年》献演央视网络春晚，形成现象级刷屏

每一代人其实在唱着“同一首歌”，被同一个时代主旋律所打动———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

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种在心中

信念丝毫未减……” 近日， 清华大学上

海校友艺术团合唱的一曲 《少年》， 在

网上形成现象级刷屏， 打动无数听众。

青春时代的激情四射， 与这群平均

年龄 74.5 岁 、 满头白发的老人形成鲜

明对比， 可当这些老人们撸起袖子， 劲

头十足地唱出 “Say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像火一样燃烧， 永不放

弃 ）” 时 ， 台下听众纷纷起立 、 鼓掌 、

欢呼、 泪目。

“我们之前从未唱过流行歌曲，这次

的新尝试， 实则唱出了我们这代人年轻

时的心声：为祖国奋斗、永不放弃，人生

当如火焰一样燃烧，而不是冒烟！”昨天，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艺术团团长、81 岁的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刘西拉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时介绍， 这次合唱团在央视播

出的网络春晚上表演的其实是歌曲串

烧，由三首歌曲组成。 “如果说《少年》唱

出了我们年轻时的心声，那么《祖国不会

忘记》唱的是我们此时的心声，而《同一

首歌》是我们为当下年轻人唱的。 ”

在刘西拉看来，不同年代的人，喜欢

的歌曲虽然不尽相同， 但从某种意义上

说，每一代人其实在唱着“同一首歌”，被

同一个时代主旋律所打动，那就是：当祖

国需要我们时，必当全心奉献！

唱着《少年》的清华
“学霸”，都曾作出同样的
“霸气”选择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艺术团共有 105

名团员 ， 此次登上舞台的有 30 多人 。

刘西拉和很多人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可

谓知根知底。

在这个由清华校友组成的艺术团

里，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不同的， 但都作

出了同样 “霸气” 的选择： 这些曾经的

少年， 心中深藏着对祖国浓浓的爱， 都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听从祖国召唤，

“祖国哪里有需要， 就去哪里奉献”。

正如刘西拉所言： “因为爱， 我们

奉献了宝贵的一生； 因为奉献， 我们也

得到了很多快乐。”

事实上， 这并非刘西拉与这支艺术

团首次走进公众视线。 刘西拉的太太陈

陈同为清华大学校友， 也是上海交通大

学的教授。 她回忆，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

艺术团的雏形———清华大学校友文工团

成立于 1958 年， 最初就是为了让热爱

音乐的清华校友有一个共同练习、 交流

的平台。 如今， 这支艺术团基本每周都

会在上海组织合唱活动 。 2017 年凭借

在综艺 《出彩中国人》 上对歌曲 《我

爱你中国》 的精彩演绎， 合唱团首次

“出圈”， 蜚声海内外。

在此次刷屏的 《少年 》合唱视频

中，有一位老人动情地说：“我实现了

清华大学对我们学生的要求———要

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 ”这位参加合

唱的老人名叫严成钊，今年 75 岁，上

世纪 50 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最

热门的化学系 。 为了响应建设祖国

的号召 ， 他在毕业时主动选择到贵

州有机化工厂工作 。 至今 ，已经退休

的他仍然没有离开化工生产科研一

线 ， 每周仍然要开车到外地企业去

指导生产。

同样参加此次合唱表演的吴毓鸣

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 后来选择到

云南从事水利设施建设。 他和同样毕

业自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太太黄豪一起

奔赴云南。水利工程都在偏远之地，这

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从没抱怨过。前两

年，他们回到了黄豪的故乡上海。

“我有这样一个信念： 祖国需要我

到哪里， 我就到哪里， 祖国需要我干什

么， 我就一定要干好！” 吴毓鸣用行动

兑现着自己的承诺。

在这支艺术团里 ， 还有很多让大

家挂念的清华校友 ， 比如 ， 91 岁的程

不时在团里年龄最大 ， 一生耕耘我国

航天事业 ； “将军夫妻 ” 朱凤蓉和张

利兴投身核事业， 两人直到 70 多岁才

重回故乡……

“到条件最艰苦、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一待就是
一辈子”

“这就是那个年代清华人的信念。”

旋律活泼的 《少年》， 把刘西拉的记忆

回拨到几十年前， 回到和同窗们朝夕相

处 、 争分夺秒刻苦学习的清华园 。 当

时， 清华毕业生就业时可以填写 ５ 个志

愿， 但很少有人选填大城市。 “我毕业

时正值国家大力建设大庆， 我们班上大

多数同学都首选大庆 ， 还有选择到西

北、 西南等条件最艰苦、 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 他们一待就是一辈子。”

就在昨天， 刘西拉收到了身在新疆

伊犁的老同学孙勤梧的问候。 从清华大

学毕业后， 孙勤梧主动选择到伊犁从事

基建工程。 “从学校毕业后， 春秋四十

载， 他没有回过家乡浙江。” 刘西拉说，

1997 年在纪念毕业 40 周年的一次同学

聚会时， 昔日同窗们说， 一定要把孙勤

梧叫回清华。

刘西拉还记得， 当时身在伊犁的孙

勤梧接到电话时兴奋异常， 但婉拒了同

学聚会的邀请。 因为， 从伊犁到北京来

回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他没有那么多时

间， 也没有钱买飞机票。 “直到那时我

们才知道， 他已经有 40 年没有回过家

乡了。 后来， 我们同学集资买了一张机

票寄给他。”

那一年同学聚会， 陆续来了不少在

事业上取得不俗成就的清华校友。 聚餐

时 ， 中间大圆桌留给了成就最大的同

学， 而这张大圆桌上最中间、 最重要的

那个位置， 大家一致决定留给孙勤梧。

“我们都说，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

可爱的人。” 刘西拉说。

年代不同歌曲不同，
让大家激情澎湃的都是
“同一首歌”

“我们之所以同意唱 《少年》， 是

因为这首歌在某个时刻真的打动了我

们， 也真的让我们找到了和时下的年轻

人的连接。” 刘西拉的太太陈陈还记得，

最初接到邀请合唱 《少年》 时， 他俩还

都有些担心， 因为 “我们都是唱着那个

时代流行的 ‘红歌’， 还有 《走进新时

代》 《祖国不会忘记》 等老歌， 从来没

有唱过流行歌曲”。

犹豫很久， 刘西拉想起了 30 年前

他在清华大学担任系主任时参加学生毕

业晚会的场景。 “当时， 我第一次和那

时的年轻人唱他们的 ‘流行歌曲’， 唱

的就是 《同一首歌》。 唱完后， 我的眼

泪就流了下来。 我想， 他们的音乐爱好

和我们也许不同， 但是他们的初心和我

们完全一样。” 所以， 刘西拉这次也向

节目组提出唱 《同一首歌》。

两周后， 节目组给出答复： 把 《同

一首歌》 和 《少年》 串烧在一起唱。

为这次演出， 艺术团排练了好久。

有一次， 他们在借一家公司内部场馆排

练时， 引起了不少年轻人的围观， 甚至

有人还自觉加入合唱。 “这些年轻人听

我们老人唱 《少年》， 眼睛都亮了， 我

想， 这就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心

声。” 刘西拉说。

歌词中的那句 “Say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是刘西拉最喜欢

的一句歌词， 这让他想起了钟爱的小说

《古丽雅的道路》 中 “让生命燃烧， 而

不是冒烟”。 每当唱起这句歌词， 他就

会联想起自己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

1968 年 12 月 1 日， 是刘西拉毕业

后到四川一家研究院报到的第一天。 当

时的总工程师曹居易就叮嘱刘西拉 ：

“西拉， 你读的书不少， 但是下面 （基

层） 的具体情况了解得还不够。 你要和

同学深入基层。”

记着指导老师的这句话， 刘西拉吃

睡在工棚， 晚上躺在钢筋板材堆的临时

床上， 抬头可以透过屋顶的破洞看到月

亮。 正是在这里， 刘西拉取得的成果获

得了国家重大奖项， 这一成果的理论部

分在美国也获大奖。 后来， 刘西拉和陈

陈被公派去美国， 在普渡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后， 他们当即选择回国， 成为我国

改革开放以后公派留美取得博士学位后

首对回国工作的博士生夫妻。

“虽然时代不同， 歌曲节奏歌词不

同， 但其中的精神是相通的。” 刘西拉

认为， 《少年》 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

的关注， 正在于它唤起了人们心中关于

奋斗和热情的火焰。 现在， 每当有学生

向他请教 “如何尽快体现人生价值 ”

时， 刘西拉总会想起曹工的这句话， 并

善意提醒学生们： “不要想着尽快蹿上

去， 而是要沉下去。”

“在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哪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 我是哪一朵。 在征服

宇宙的大军里， 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

这是歌曲 《祖国不会忘记》 中的一段歌

词 ， 也是艺术团日前在央视网络春晚

上， 临时被要求加唱的一段。

“情之所至， 每一个唱的人都饱含

深情， 台下听的人也同样激情澎湃， 打

动人心。 这是因为， 我们唱的是我们自

己的故事， 也是当下无数年轻人正在经

历的事。” 刘西拉说。

聚焦新文科建设

■本报记者 姜澎 吴金娇

①②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艺术团在网

络春晚上的表演打动了无数观众。

③ 艺术团团长、81 岁的刘西拉与夫人

陈陈在家中。 本报记者 张挺摄
制图： 李洁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