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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历史学进步、新陈代谢的动力，是学科自身强大而主动的反省、修复能力，是开放包容和

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随着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历史学得以不断地进发出

新的活力。历史学发生的“数字转向”，便是已知的诸多新变化之一。

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缜密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仅
以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为例，史料的范围从一般的档案、文献、典籍等，逐渐拓展

到考古、图像、数据、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
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教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先看传统史料的数字转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

如由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的过渡，直接带来了传统史学的诞生；再如碑刻铭文的拓印，文稿的

誊写、抄录与印刷，还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缩胶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

步。现代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文件的存储、携带、阅读、检索和传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

变化。单就史料本身而论，传统史料数字化使得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尽量多地获取、占有和运用

史料，并且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类自然的阅读能力，

这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于是，文本、数据库和网络范围内的电子检索，成为

今天每一个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进一步，就出现了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统

计学等方法的“数据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教据”模型分析。

再来看原生的数字史料，也就是运用数码技术直接制造产生的各类电子文档、信息和记

录。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数码”的时代，对于未来将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学家来说，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取这个时代里大量以数字形式出现并存在的历史资

料。例如，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

档案资料来挖掘耙梳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轨迹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记和书信等

文本建构其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踪人物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从他人的观察、记

录、回忆和评论里还原并丰满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这一路径，在未来的研究者所要处

理的史料中，也会有大量的电子邮件、数码通信信息、社交网络记录等。况且电子信息缺乏实

体的物理存在，更为隐秘、难以查找，也易被破坏、篡改和散佚。这些情况，对于仍然按照现

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一些对未来史学发

展的展望中，常常会提到“数字考古”“数字考证”等概念，这些或许都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们的
学术基本功之一。

事实上，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的媒体、技术和工具，已经深入到历

史学的各种实践、演示、分析、教学、研究和传播当中，取得的成果也不胜枚举。但是，由于

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传统学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对

于历史学的“教字转向”这一议题也尚未达成一致的共识，亟待深入展开讨论、更新学术规范、
明确前进方向。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不仅需要广泛借鉴各种新的技术手段，而且要前瞻性地思

考历史学本身在未来数字时代中的学科定位与理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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