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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刘基

浙东另外一位著名文
人! 是与宋濂并称一代文宗
的刘基! 其复古理念也较为
通达 ! 强调 "学古务成己 #

$!诚意伯文集 "卷五 !送黄

叔旸归金华觐省序并诗 "%&

此种较为开放的学古理念 !

恐怕是后世复古者多难以
企及的&

浙
东一支对复古的倡
扬!在明初及其后的

影响!不容忽视& 先看在文化
上的影响& 宋濂' 王袆俱为
(元史 )总裁 !元代一朝众多
文人的评价由浙东文人盖棺
定论! 这无疑会影响到后人
对元代文士的看法* 一代礼
乐!多由宋濂等人制定!大明
王朝制度上的重开国运 !浙
东文人贡献良多&

在文学上! 无论是正面
的接受!还是负面的抨击!都
体现着浙东文人无处不在的
影响力& 浙东文人在明初文
坛上可以说是 +大有力者#!

仅宋濂一门! 著名弟子便有
方孝孺 '王绅 '郑渊 '郑济 '

郑楷 '郑洧 '郑柏 '郑格 '郑
棠'楼琏'楼希仁'刘刚等& 而
一代文坛新风的形成! 正是
赖有此等+大有力者#方能实
现& 宋濂的复古宗尚及诗文
的习学路径! 或多或少地影
响着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

同样! 浙东文人的文学
理念对前后七子的影响是深
远的& 以后七子领袖王世贞
为例! 他在回顾有明一代文
章之时!认为,

文章之最达者! 则无过

宋文宪濂 " 杨文贞士奇 "李

文正东阳 "王文成守仁 # 宋

庀材甚博 !持议颇当 !第以

敷腴朗畅为主! 而乏裁剪之

功!体流沿而不返!词枝蔓而

不修!此其短也$ 若乃机轴!

则自出耳$ $!弇州山人四部

稿"卷一百四十八说部!艺苑

卮言五"#

王世贞所列的明代文章
四大家! 宋濂居于极为重要
的地位! 且王世贞能够知悉

其文章的优劣之处! 并鉴于
其文章的+枝蔓不修-而十分
注重剪裁与锻造! 以期获得
更为理想的艺术审美效果&

浙东文人的复古价值 !

还体现在对明代文章正宗的
创立方面& 黄宗羲(.明文案/

序)云,+有明文章正宗!盖未
尝一日而亡也& 自宋' 方以
后 !东里 '春雨继之 !一时庙
堂之上!皆质有其文& #此处!

黄宗羲明确指出浙东的宋
濂' 方孝孺对一代明文的奠
基作用&

清人薛熙选明代诗文两
千余篇!成(明文在)一百卷!

其为该书所作的(序)则把有
明一代文章的兴废皆归到宋
濂身上,

明初之文之盛! 潜溪开

其始%明季之文之乱!亦潜溪

成其终$ 盖潜溪之集不一体!

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

塗泽之文$ 洪&永以及正&嘉

朝之诸公善学潜溪者得其俊

永而间以平淡! 此明文之所

以盛也 %隆 &万以及启 &祯朝

之诸公! 不善学潜溪者得其

塗泽而间以平淡! 此明文之

所以乱也$

此说虽不免有夸大之嫌 !然
以宋濂为代表的浙东文人在
有明一代的影响 $自然包括
前后七子%昭然可见&

正如前后七子不断把宗
尚的对象向前追溯! 以树立
学习的 +第一义# 的复古绪
次 !我们也不妨把 +复古 #这
一研究对象向前推移! 以见
复古运动正式开展前的文坛
情势&

明初的浙东文人虽在不
同程度上提出了复古主张 !

然而只有零星细碎的论述 !

够不上体系! 没有形成声势
浩大的复古运动! 却为前后
七子的复古奠立一定的基
础& 闪烁着复古思想的光芒!

同样值得关注& 若能把明初
的各种复古理路与绪次详加
梳理! 复古在有明一代的呈
现将更加完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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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必须面对这样的现

实'我们正处在一个传统媒介文献

和数字文献交错并行的时代!这个

时代的学者必须同时具备处理两

种文献的能力才能从事学术研究$

传统媒介文献大家都非常熟

悉!不再胪列%数字文献大致可分

为三类' 传统纸本文献的数字影

像&数字编码的全文文本&结构化

的数据库或知识库$ 处理传统媒

介文献! 人类已经积累了数千年

的经验! 而处理数字文献则是一

个新命题$

研究如何利用数字文献以解

答人文学术问题!并探求如何!可

称为数字人文研究$ 这是一个崭

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从事这

个领域的学者往往来自传统人文

学科&图书情报学&语言学&计算

机学等学科! 有着不同的学术背

景! 他们固然对于这个领域各有

贡献! 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仍

然难以逾越$

其实传统人文学术为我们提

供了多种知识管理解决方案!最

新的解决方案可能就蕴涵在古老

的文献之中! 我们今天应该善加

继承&利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电子文献不会天然比传统媒介有

优势! 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

陷!一是文本准确率!一是检索的

查全率&查准率$纸本文献必须达

到万分之一以下的差错率才能出

版! 而目前既有电子文献远低于

这个水平$ 又!利用检索工具书!

纸本文献可以达到很高的查全率

和查准率! 目前还没有哪种数据

库或知识库超过纸本文献既有的

水平$ 人文学者有责任总结人类

既有的知识管理策略和人文学术

方法论!并积极普及推广!同时也

要积极学习统计学&计算语言学&

计算机科学和网络技术! 提出更

为明确的应用需求! 寻求成熟而

适用的方法以实现智能化的数字

人文方法% 而科学家们也要破除

傲慢的现代中心观和科学主义偏

见! 积极学习并继承人类社会积

累了数千年的有效知识$

关于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理

论!笔者
!"

年前发表了(论中国

古籍的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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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些文章提出数字人文研究

的基础是建立通用的词汇级的本

体!转化"集成传统文献检索工具!

建立基于本体的神经网络式的知

识管理系统! 提供语义网的智能

知识服务$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同行认

同我的观念! 但我当年思考的问

题目前还没有引起人文学术研究

领域的重视!尚未形成共识!故有

必要著文申述$笔者认为!数字人

文研究应有两个层面的基本要

素'即知识本体和知识网络!用传

统词汇概括!相当于,辞典-和,索

引-$ 知识本体如同辞典!是指一

个不可再分的意义的规范表达

形式及其权威解释%知识网络如

同索引和索引的综合体!包括各

种类型检索工具! 例如范畴索

引"主题词表"人物关系索引*传

记索引"交往索引"世系表+"年

表"地图"书目等等!知识网络把

这些索引中的同一意义的标目

提取出来!加以综合归纳!形成反

映知识自身关联的网络! 人文学

者可以循此网络进行无限的知识

运算!包括聚类"筛选"比较"统

计"推理$

对传统媒体承载的知识进行

以上两方面的加工! 我们就能实

现关键词级的知识管理! 真正突

破传统媒体的限制! 学术研究就

变得更为便利和深入$ 传统媒体

的限制是指旧媒体将知识分割于

不同的物理载体之中! 比如说这

本书的知识很难与另一本书的同

类知识关联! 这种检索工具很难

跟另一种检索工具互通! 而学术

研究则要求尽可能地联系各方知

识!便于重新组合和运算$学者重

组知识的能力越强! 创造力也就

越强$ 计算机和网络把我们带入

一个新媒体时代! 所有知识都变

成比特! 而比特之间并无物理区

隔!已连为一体了$我们处理这些

信息的办法是相同的! 且范围更

广"计算更快"应用更方便!只是

问题在于怎么管理它们! 怎么制

订一个标准把它统合起来$

近代学术史于此给予我们启

迪'上世纪
#$

年代开始!哈佛燕

京学社在北京建立引得编纂处

*今北京大学校内+! 这是现代学

术史上极具关键性的大事件$ 当

时不仅引得编纂处出版了系列古

籍索引!还有中法汉学研究所的

系列,通检-!以及国立北平图书

馆的(国学论文索引)(清代文集

篇目分类索引)(石刻题跋索引)!

稍后出版的有谭其骧主编的(中

国历史地图集)$这些引得"通检"

索引" 地图看起来是普通的学术

出版物! 实际是中国学术现代性

转型的重要表现$ 此前的学术研

究依赖个人的记忆"功力和视野!

有了上述这些索引工具! 便能聚

合学术共同体的成就! 形成有序

有效的社会知识积累和传播!中

国从此跨入了现代学术的大门$

中国学术界今天面临的情况

跟上世纪
%$

年代引得编纂处时

代的情况完全一样! 正处在向新

学术转变与跨越的门槛上! 即利

用新媒体" 新技术实现更为深入

新颖的知识重组!甚至代替学者

的部分重复性和基础性工作$ 而

且有意思的是!目前北京大学中

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北,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哈佛

大学燕京学社三个机构在燕京

大学旧地正在实施的 ,中国历代

人物资料数据库- 项目 *简称

&'('

+! 正如同新媒体时代的新

,引得-事业$

看起来好像我们经过一个历

史循环!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我

们从地理原址这个起点重新出

发!再次谋求突破和飞跃$更为重

要的是! 今天世界学术格局和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显著的不

同' 当初中西学术的差异是近代

学术与前近代学术之间的差异!

我们只有跟随学习% 而如今中西

的人文学术研究都面临着新媒

体"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显

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如何应

对!中西双方可以咸有贡献!而并

不需要跟随西方亦步亦趋! 反而

可以基于中文文献的特征提出更

优的解决方案! 推动人文学术的

发展$

当人类更多使用这样的新媒

体进行人文学术研究的时候!我

们可以发现! 这建立了更为平等

的知识学习渠道!无论身处何地!

都最便捷地学到人类世代积累的

知识 ! 不再因为信息渠道受

阻...例如没有条件获取承载知

识的图书& 期刊...而丧失学习

机会%同时!这将人文学者从简单

的资料汇总& 筛选和推理中解放

出来!提高了学术研究的门槛!督

促学者从事更为思辨性和创造性

的研究$

预测到这样的前景和挑战!

我们人文学者要有必要的准备!

既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数字人文成

果! 避免研究中信息缺失和知识

缺失的陷阱! 垫高殖厚学术研究

的基础% 又要在传统媒体上发表

学术成果之外! 全力支持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 将自己的成果转移

并记录到可资人类永久地& 平等

地利用的知识体系之中! 以求学

术的永续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

古代史研究中心#

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趋势

史睿

学林
!

论衡

"

$上接
)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