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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大数据”无法触及诗词的本质
陈慧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
词的故事。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

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还写了论文》

的报道又引发众人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是否合
理？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诗词是否合适？

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

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

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

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或词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营造出自

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项纯客观的方法，是对客观数据的碎片化处理：如对

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
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活泼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

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

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

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其内涵和意旨。

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绵延不绝的“诗教”传统，古典诗词
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使之归于温厚。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对读者的

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

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

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

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

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

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庄子•天地》篇中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
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
被遮蔽。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典诗词的主观性极强，写的都是作者自己的人生故事，能流露出作者的人格。
B.对诗词的欣赏研究只能采取整体感知的方法，而大数据无法对诗词进行整体化处理。
C.大数据分析是一项纯客观的技术方法，难以触及诗词的内涵和意旨等本质特性。
D.用大数据研究诗词只能获得理性认识，而不能与诗词内外的自然生命发生情感共鸣。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一篇小说和一则报道为例，提出了两个问题，表明了作者“反技术”的态度。
B.文章通过对诗词和大数据各自特质的分析，论证了大数据研究诗词的不合理性。
C.文章将体察涵泳与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对比，论述了感性启发对诗词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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