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媒介技术角度
重新理解西方历史书写的秩序

顾 晓 伟

摘　要：基于 “媒介即信息”的 洞 见，历 史 书 写 可 以 看 作 记 忆 感 官 的 延 伸，媒

介技术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 用。历 史 书 写 的 内 容 通 过 口 头、甲 骨、石 碑、竹 简、羊

皮纸、手抄本、印刷书籍、电脑和手机等介质呈现出来，历史书写的秩序必然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历史书写的秩序是由一个从 “听”到 “听”

的听觉共同体系统所操纵的，口头表达及其雄辩的修辞学被凸显为一种必要的技能；

印刷文化的 现 代 史 学，眼 部 读 写 取 代 了 大 声 朗 读，历 史 书 写 的 秩 序 则 是 由 一 个 从

“看”到 “看”的视觉共同体系统把持的，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成为一种需要

强化训练的技能。赛博文化的当代史学，人工智能化的 “算法”和数字阅读终端将

成为历史书写秩序的最终裁决者，在 “印刷人”向 “智能人”的变局中，算法工程

师与历史学家将携手 共 进 或 逐 渐 合 一，历 史 学 的 生 态 将 在 赛 博 空 间 上 重 新 “部 落

化”。人工智能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历史学者群体的消亡。人脑总是先于电脑，只要

保持一颗敏锐而健全的心灵，人类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继续焕发历史书写的无限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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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亲身经历的最重大的一次技术革命事件，社会经济形态

随之发生巨大变革，深刻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加速的历史进程中，也激发了人们不

断反思这种新技术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

具体到人文社科领域，“大数据”和 “数字人文”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通过中国知网的

可视化数据分析工具，以 “大数据”作为篇名关键词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可以检索到９
万多篇论文，大致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以 “大数据史学”为主题关键词，也能

检索出７０多篇论文。从主题分布来看，“大数据史学”与 “数字史学”“计量史学”“经济史研

究”“地理信息系统”这些主题紧密相连。① 历史学界关于 “大数据史学”或 “数字史学”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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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２０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１９ＺＤＡ２３５）阶段性成果。

统计受到检索词的限制，无 法 涵 盖 中 文 研 究 的 真 实 现 状。据 笔 者 估 计，相 关 学 术 文 章 至 少 有 上 百 篇，

大致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历史学界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各大期刊也组织了多次笔谈。南京大学、清华



论，大致可以总结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在方法论层面，有些学者把 “大数据”技术看作一种

工具，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 “蒸汽机”的作用一样，“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历史学者提高生产

效率，进而加速历史知识的生产和迭代。据说，司马迁写作 《史记》用了２万多片竹简，需要

一辆大货车才能装完，然而，现在有了 “数据库”储存技术，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生产效率会

提高多少量级。①二是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把 “数字化”当作一种新的尺度，这将在根本上

改变原有的历史学形态。例如，周兵提出 “数字转向”概念，认为数字化的史学是继新文化史

转向之后的另一个 “新史学”。② 王旭东长期从事 “信息史学”的相关研究，并尝试建构一个学

科体系，“从信息的角度来重新认知历史；以信息化应用技术和手段提供的表达方式或方法用于

历史内容的表述，据此建构一个全新的历史学阐释学体系，也就形成 ‘历史学的信息转向’”。③

就此而言，历史本质 上 就 是 “信 息”，历 史 学 者 就 像 一 台 “电 脑”，其 工 作 就 是 在 处 理 历 史 信

息。④ 很多学者大致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数字史学”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形

成的一种 “新史学”。

尽管在 “新史学”的术语表述及其内涵上，现有讨论还存在 “ｅ—考据”、“网络史学”（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数字史学”（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大数据史学”（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信息史

学”（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等不同且有分歧的概念。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总结出这几

个概念之间的 “家族相似”，套用流行术语，可以把这种新史学理解为 “互联网＋历史学”的形

式。而且，有些学者使用 “数字史学的转向”或 “信息史学的转向”，这提示我们，大数据时代

将是一个给历史学形态带来一系列巨大变化的革命性时代。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时

代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形态截然不同于近代以来印刷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形态。书籍

史和阅读史之所以能够成为近几十年来热门的历史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电子媒介的

刺激和影响。由此，从历史 的 角 度，我 们 也 能 够 梳 理 出 从 印 刷 文 化 向 电 子 文 化 过 渡 的 “大 变

局”。有了这个长时段的纵深感，我们就能够冷静地观照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也能够有效

克服 “数字人文”可能会变成学术泡沫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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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 等 高 校 都 成 立 了 数 字 人 文 研 究 中 心。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历

史学院创办了 《大数据和中国历史研究》集 刊，清 华 大 学 中 文 系 创 办 了 《数 字 人 文》集 刊。国 外 相 关

讨论，参见牟振宇：《数 字 历 史 的 兴 起：西 方 史 学 中 的 书 写 新 趋 势》， 《史 学 理 论 究》２０１５年 第３期；

Ｓｕｓａｎ　Ｈｏｃｋｅｙ，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　Ｓｕｓａｎ　Ｓｃｈｒｅｉｂｍａｎ，Ｒａｙ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ｅｄｓ．，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４，ｐｐ．３－１９；

Ｄａｎｉｅｌ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Ｒｏｙ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Ｒｏｙ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ｒａｆｔｏｎ，Ｃｌｉｏ　Ｗｉｒｅｄ：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①　将 “大数据”作为历史学者的 “好帮手”方面，参见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梁晨：《量 化 数 据 库： “数 字 人 文”推 动 历 史 研 究 之 关 键》， 《江 海 学 刊》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王涛：《“数字史学”：现状、问题与展望》，《江海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王涛：《数字

人文框架下 〈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参见周兵：《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周兵：《迎接历史学

的 “数字转向”》，《光明日报》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第１４版。

王旭东：《信息史学建构的跨学科探索》，《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实际上，关于 “信息”本体论地位的问题，仍 存 在 着 激 烈 争 论，这 也 涉 及 “什 么 是 可 数 据 化”的 史 学

理论问题。



一、媒介技术与历史书写秩序的变革

历史在加速，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差异感也激发我们通过 “媒介”这扇窗口，反过来观照以

往历史书写的技术性要素。西方史学史研究主要依据 “古代、中世纪、近代”这样的时间框架

来划分。① 从媒介技术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构思西方史学史的时代分期，将其分为口传文化的古

典史学、印刷文化的近代史学、赛博文化的当代史学。②

任何历史分期都预设一定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样的分期模式旨在重新理解西方历史书写

的秩序。麦克卢汉在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总结了传播学理论中一个非常有启发

性的观点：“任何媒介 （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 生

的；我们的 任 何 一 种 延 伸 （或 曰 任 何 一 种 新 的 技 术），都 要 在 我 们 的 事 务 中 引 进 一 种 新 的 尺

度。”③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带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如书名所示，麦克卢汉将 “媒介”看作

人的延伸。比如，马车可以看作人用脚走路的一种延伸，而文字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书

写则可以看作记忆感官的一种延伸。某种意义上，人们创造的所有工具或媒介都是人的身体的

一种延伸，反过来说，一旦技术内嵌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它也会改造或异化人。④ 第二，“媒

介即信息”（Ｍｅｄｉｕ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麦克卢汉是在强调形式的重要性。

例如，内容相同的一门课程，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传播的效力不同，对个

人或社会的影响也就不同。换而言之，同样内容的一句话，我们是用口头形式来表达，还是用

书面形式来书写，这句话所产生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

在此基础上，麦克卢汉进而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媒介技术作为人的身体感官的一

种延伸或外化，反过来也引发了感官平衡比率的改变。比如，当我们通过口头媒介传播历史记

忆，感官主要是听觉。通常来说，远古时代的知识精英一般都是听觉特别发达，据说 “绝地通

天”的巫师就是 “翻白眼”的人，荷马的本义就是盲人。然而，当我们通过书面媒介传播历史

记忆时，感官则主要是视觉。现代知识分子的标配则是 “戴眼镜”。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标准，

但至少可以说，在从口头媒介向书面媒介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听觉与视觉平衡比率的变

革，进而引发思维方式的革新。

基于麦克卢汉 “媒介即信息”的洞见，我们可以将历史书写看作记忆感官的延伸，媒介技

术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 也 就 是 说，历 史 书 写 的 内 容 通 过 口 头、甲 骨、石 碑、竹 简、羊

皮纸、手抄本、印刷书籍、电脑和手机等介质呈现出来，历史书写的标准和秩序必然会发生天

·８３·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参见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黄艳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这种分期模式受到很大挑战，特别是随着全球史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 到，这 种 历 史 分 期 的

标准是按照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叙事标准及其价值来划分的，带有很强的地方色彩。

这样的分期模式或许能够获得一个更为普遍的 标 准，吕 森 曾 指 出 这 一 新 的 分 期 模 式，但 他 未 能 充 分 展

开论述。“历史学最好运用一种与人类交往的主导性媒介相关的一般性历史分期。人们或许以区分三个

时代开始，它们分别由三 种 媒 介 规 定：口 述 性、书 写 性 和 ‘电 子 性’。”Ｊｒｎ　Ｒüｓｅｎ，Ｓｏ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３５，ｎｏ．４ （Ｄｅｃ．，

１９９６），ｐｐ．５－２２．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３３页。

雅思贝尔斯曾将 “人之存在”与科学技术对观，并 将 近 代 西 欧 产 生 的 科 学 技 术 时 代 称 为 “新 普 罗 米 修

斯时代”。参见卡尔·雅斯贝尔斯：《论 历 史 的 起 源 与 目 标》，李 雪 涛 译，上 海：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８年，第３３页。



翻地覆的变化。正如法国新文化史家夏蒂埃所说，“这些变革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改变

了行使权力的方式，改变了培养智力的技术”。①

二、口传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在口传文化时代，人们主要通过口耳传递信息和记忆，对于被书面文字浸染的现代人而言，

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口语文化的世界，正如远古时代的人很难想象印刷文化的世界。“口语文化不

知文字为何物，甚至不知道可能会出现文字；对完全被文字濡染的人来说，要想象何为原生口

语文化是十分困难的。”②

在考察诸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进程时，维柯曾依照古埃及人的方法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

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与此相适应，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语言。“它

们就是象形符号的或神的语言，象征的或比喻的语言 （即英雄的语言）和书写的或凡俗的语言

（即人的语言）。”在神的时代，语言 “表现于无声的宗教动作和神圣礼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便是这种神的语言，在没有发音的语言之前，这种语言就是必要的语言。“他们既然不能凭逻辑

抽象功能来达到这种一致性，于是就凭想象的描绘；他们把一切属于某一类的分种归结到这种

诗性的共相里。”例如，古人把祭司的一切活动都归结到想象的天帝约夫。到了人的时代，语言

从 “无声的动作”变成了 “发音的语言”，其书写形式则是齐头并进的字母。 “土俗语言是由文

字组成的，这些文字仿佛就是过去英雄的语言所使用的殊相 （个别具体事物）的总类。”比如，

英雄时代的 “血在我心中沸腾”就变成了 “我发怒”这个文字。③在某种意义上，维柯已经从媒

介技术 （语言）的角度来考察口传文化的特征，并敏锐地指出一切民族的历史都有神话故事性

的起源，古人的智慧都是按照诗性想象的逻辑来规划的。以此史学原则，我们不能按照印刷时

代的 “作者”概念来认识 “荷马史诗的作者”，否则就犯了时代误置的谬误。

在口传文化时代，“人的一切感觉都是在时间里发生的，但声音和时间的关系特殊，不像其

他的感觉那样被时间记录下来。声音的存在仅仅体现在它走向不存在的过程中。……我说 ‘永

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ｃｅ）这 个 词 的 过 程 中，说 到 第 二 个 音 节 ‘－ｎｅｎｃｅ’的 时 候，第 一 二 个 音 节

‘ｐｅｒｍａ－’已经荡然无存，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④ 在这里，语词受到语音的限制和约束，这不仅

决定着人们的表达方式，而且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口传文化的时代里，由于没有现代录

音技术，人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人们能够记住的东西。“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思考者的身体之外

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傍……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再现仔细说出来的思想，你必须要用有助

于记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而且这种思维模式必须有利于迅速用口语再现。在思想形成的过程

中，你的语言必然有很强的节奏感和平衡的模式，必然有重复和对仗的形式，必然有头韵和准

押韵的特征。”⑤ 由此可见，在口耳相传时代，历史记忆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朗朗上口的诗歌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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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传说，这样才能有效克服人具身感知声音的限度，使得人类记忆的传承更加久远。

借助于对口头媒介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口传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秩序。口传文化的

古典史学，历 史 书 写 的 原 则 和 秩 序 是 由 一 个 从 “听”到 “听”的 “听 觉 共 同 体”系 统 操 作 的，

口头表达及其雄辩的修辞学被凸显为一种必要的技能。

就西方史学发展而言，在口传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过程中，诞生了第一位西方史家希罗多

德。现在所知的 《历史》原本并不分 卷，在 希 腊 神 话 里，记 忆 女 神 司 掌 记 忆、语 言 和 文 字，并

和宙斯结合生下九位缪斯女神，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校注者就以九位缪斯女神为标题将其编

辑为九卷，因此又称为 《缪斯书》。《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是游记，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

区的民族习俗和风土人情；其余部分的内容是探讨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洲际战争史。

在 《历史》序言中，希罗多德开宗明义地提到，“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

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

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

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①

一方面，从希罗多德强调 “历史”和 “原 因”这 些 关 键 词，我 们 可 知，西 方 史 学 传 统 中 强

调探究的科学精神以及以人为尺度的人文精神之连续性。现代西方的ｈｉｓｔｏｒｙ就源自古希腊语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其词根是ｈｉｓｔｏｒ，最早见于 《伊利亚特》，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作

出判断的人。希罗多德多次使用ｈｉｓｔｏｒｉａ和ｈｉｓｔｏｒｅｉｎ这两个语词，前者最初强调的是实地观察，用

目击证据来强调某件事情并为之担保作证。后者的意思是 “询问” “探究”。正如柯林武德所言，
“正是使用了这个名词及其含义，才使得希罗多德成为了历史学之父。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

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５世纪的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②

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在 “序言”中 还 提 到，他 的 《历 史》主 要 是 “保 存”历 史 记 忆，以 便

克服口头表达的生理局限，使之具有 “纪念碑性”，这恰恰需要通过书写文字这一行动来完成。

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看，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时代的历史书写之独特性，不能用印刷时代的

标准加以衡量。诸多研究者都指出，尽管希罗多德使用了一些档案、铭文和时人著述，但他书

写历史的 “史料来源”主要是口耳相传的城邦记忆、面对面的口述见证和亲身的实地考察。③ 与

近代历史学家坐在档案馆和图书馆 “考证”文献材料和 “探究”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古典时期

的历史学家更像是进行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亲身去观察各种历史事件，或者与目击者进行面

对面的在场交流。《历史》记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民族习俗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内

容来自希罗多德亲身观察和道听途说，而书写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则是来自城邦口耳相传的

公共记忆。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正是依靠口传文化的特征来设想历史学的证据和撰史原则，并以此确

立历史书写的秩序。在口头文化的视域下，希罗多德确立了 “听觉”的优先性： “有 闻 必 录”。

在探询希腊与波斯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时，希罗多德说道，“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

引起了争端的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然而在谈到伊奥的

事件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说法和波斯人的说法不同……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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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去论述”。这种表述方式是贯穿整部 《历史》的 “套语”。希罗多德特别提到，“我的职责是

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

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① 当然，希罗多德并不是传说和故事的简单记录者，他也能

够依照希腊城邦的法庭诉讼和广场论辩的社会风俗，对目击者的证词进行批判性的拷问，从而

加入自己的理性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关于潘恩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神，人们可以相信任

何一个他认为是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他们的意见。” “以上所述都是

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下面我再根据我所听到的记述一下埃及的历年事件，这

上面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看到的东西。”②

在历史表现的方式上，希罗多德发表研究成果的 “平台”不是现代意义上同行评议的专业

期刊或出版著作，而是希腊的 “民主广场”。希罗多德 “呈现”历史的方式具有很强的 “表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意味，与荷马史诗一样，希罗多德也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作，都是在向 听 众 展

示，书写历史的首要目的是 “朗读”，而 非 “阅 读”。这 就 暗 示 他 曾 经 在 希 腊 广 场 上 “朗 诵”过

他的作品，而且有一群听众围绕着他 “聆 听”作 品。据 说，修 昔 底 德 少 年 时，也 曾 随 父 亲 一 起

在广场上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作品，并为之感动流涕。同样，借助对口头媒介的阐释，我们或

许能够理解修昔底德作为一位标榜 “求真”的史家，为何还要在整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大量创作 “演说词”。到了罗马史学，像李维和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学家首先是卓越的修辞学家，

其次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总体而言，在历史书写的技术没有充分完善之前，古典史学的 “历史表现”具有很强的口

传文化的特征，是一个从 “听”到 “听”的 转 换 过 程，历 史 书 写 的 真 实 性 或 确 定 性 的 获 得，都

源自这个 “听觉”的共同体。古典史学 既 受 惠 于 此，同 时 也 受 限 于 此。换 句 话 说，处 于 印 刷 文

明的现代人，或许只有当我们闭上眼睛，才能真正地体验和沉浸到口传的世界之中。在口传文

化时代，由于媒介技术的限制，任何 “书写”都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大量戏剧化、修辞学的叙事

手法。东西方的古典史学都具有 “无韵之离骚”的特征，这有别于印刷文化时代学院派历史学

的方法。

三、印刷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人类是在各种劳作中制造工具的动物。自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以来，西方的知识精英相继

发明了各种新工具、新方法和新科学，加速了人类身心的自由延展。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记忆

工程的进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生活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孔多塞在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敏锐地将印刷术

的发明看作人类文明进程上的第八个时代，“印刷术无限地 （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

作的印数。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书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书；而

且这种读书的便利又扩大并且传播了进行教育的愿望和手段。”③ 如果说蒸汽机的发明确立了工

业革命的 “火车头”，印刷技术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也可以说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

真正 “引擎”。“专制主义枉然任命那些从事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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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讲席，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的一律都不得传播；但是印刷术却仍然

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 而 纯 洁 的 光 明。每 个 人 都 可 能 在 沉 默 和 孤 寂 之 中 从 书 上 接 受 到 那 种 教 育，

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都被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

这就够了。”①

在 《古登堡星系：印刷人的诞生》一书中，麦克卢汉细致刻画了印刷文化所引发的人类社

会的巨大变革。“本书是要追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表音文字，然后是印刷术如何改变了人们

的体验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达方式。”②夏蒂埃也提到，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１８世纪下半

叶发生了一场 “阅读革命”，“转变的重点是身体、生理行为在读书中的转变。从大声朗读到默

读行为成为一个具 有 决 定 意 义 的 重 大 转 变”。③ 从 口 传 文 化 向 印 刷 文 化 的 转 型 过 程 中，也 即 从

“听觉共同体”向 “视觉共同体”的加速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就如火车取代了马车一般，人类的

听觉系统不断衰落，逐渐被视觉系统所取代，眼部的加速运动彻底取代了大声朗读。“从字母的发

明开始，就时刻存在着一种驱动力量，推动着西方世界走向感官的分离、机能的分离、行动的分

离、情感和政治形态的分离，以及社会任务的分离。”④感官的分离也意味着思维 方 式 的 重 大 变

革。“视觉使人处在观察对象之外，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声音却汹涌进入听者的身体。……

视觉是解剖性的感知，和它相比，声觉是一体化的感知。典型的视觉理想是清晰和分明，是分

解 （笛卡尔主张清晰和分明，他强化了视觉在感知系统里的地位）。与此相对，听觉的理想是和

谐，是聚合。”⑤在视觉的知识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感知就不再是一体化的 “倾听”，而是

清晰和分明的 “观察”。

借助对印刷媒介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印刷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秩序。印刷文化的现

代史学，历史书写的原则和秩序是由一 个 从 “看”到 “看”的 “视 觉 共 同 体”系 统 操 作 的，书

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成为需要强化训练的技能。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古典史学之父，兰克就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我们

很容易理解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断裂性特征。１８２４年，兰克出版了 《拉丁和日耳曼民族

史，１４９４—１５１４》一书。次年，他获得柏林大学的历史教职，开启了全球性的现代史学 之 兰 克

时代。兰克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史学之父，就在于他敏锐地感知和体认到了口传文化向印刷文

化的现代转型。

在 《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１４９４—１５１４》的 “前言”中，兰克提到，人们曾 赋 予 历 史 学 评

判过去、教导当代、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是想说出ｗｉｅ　ｅｓ
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　ｇｅｗｅｓｅｎ （事情的本来面目）。 “对这样一种新研究，资料从何而来？作为本书基础的

资料是回忆录、日 记、信 函、外 交 报 告、见 证 者 的 叙 述。他 种 材 料 只 在 下 述 情 况 下 方 可 引 用：

它们可以从上述材料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这些材料必须页页核定

过。……历史书的写作，至少在理论上，不可能有写文学书那样的自由去发挥自己的材料。我

不敢说，伟大的希腊和罗马大师们的著作具有这样的品质。对事实进行精确的陈述，虽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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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枯燥及不具备逻辑必然性，但它无疑是最高原则。”①

一方面，兰克为了确立历史学科的自主性，声称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不仅要与古代的教化

哲学分离，而且要与自由想象的诗性文学划清界限。历史学不再是西塞罗所言的 “历史乃生活

之师”（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　Ｖｉｔａｅ），由此将历史学从口传文化中的修辞学传统中解救出来，并确

立历史书写的最高原则就是通过考证第一手资料来 “如实直书”（ｗｉｅ　ｅｓ　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　ｇｅｗｅｓｅｎ）。虽

然兰克关于拉丁与日耳曼民族统一过程的叙述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播，但兰克却依靠 “如实直书”

的宣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一项被竞相模仿和追逐的全球性事

业，历史学的现代学科制度也逐渐全球化。

另一方面，以往很多学者都是在历史学的科学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兰克史学的成就，就如自

然科学家在大自然当中收集资料和分析数据，近代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在历史遗迹中或档案馆

里发现真实的过去。从印刷媒介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近代以来历史科学发

展的主要特征。从抄本时代向印刷时代的过渡，一个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使得人类的记

忆工程变得更加便捷、更加精确，其 成 本 也 更 加 低 廉。在 这 一 时 期，档 案 馆、图 书 馆、博 物 馆

的建立，就为业余史家向职业史家的过渡奠定了先决的技术条件。对勘希罗多德和兰克的 “历

史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一书的前半部分都是叙述亲身旅行的见闻，但随着社会分工

的细化，这一部分已被现代的新闻记者所取代。作为大学建制的职业历史学者不用进入 “现场”

进行研究，而是专心致志地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进行文字的视觉 “旅行”，进而与他的研究对象

拉开了一段距离。就如兰克所言，他获取这些第一手资料已经不再是目击者的证词了，而是保

存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的日记、信函和外交报告，而这些保存文献的机构恰恰在古登堡印刷术

的发明之后才慢慢形成。正是媒介技术造成的感官比率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使得兰克式的职业

史学家们都必然要 “页页核定” （纸质文献）和 “精确陈述” （历史事实）。与希罗多德的实地

“游记”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兰克的文献 “批判”，即作为 《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１４９４—１５１４》

一书附录的 《近代史家批判》。在 “前言”中，兰克说道， “写作本书，我有三个意图：其一是

为我在论述罗曼人和日耳曼人历史时所采取的运用史料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辩护；其二是告诉那

些想要全面了解近代历史开端的人，从哪些书中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哪些书中找不

到；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纯粹学术性的意图，就是尽我所能，为近代历史搜集一些未掺假

的资料，对现存有关近代历史的较早著作的性质和价值做认真细致的鉴定。”② 由此可见，兰克

所建构的学科 体 系 及 其 话 语 体 系 完 全 是 印 刷 文 明 时 代 才 能 够 具 有 的 特 征，视 觉 的 “阅 读”和

“查找”取代了听觉的 “朗诵”和 “记录”。

换言之，现代的历史学是印刷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古典史学中常见的 “演说词”（听

觉共同体），也就被现代史学中通用的 “脚注” （视觉共同体）所取代，历史书写秩序的标准和

内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在印刷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中，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的标准

可以说是由这个 “视觉共同体”的系统所把控，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则成为历史学的基

本智力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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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博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麦克卢汉就预见到互联网时代可能带来的媒介革命，“今天，经过了一

个世纪的电力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

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

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

和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

得以延伸一样”。①

在印刷文明时代，知识的生产被限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作者孤独地写作，再以一个封

闭的印刷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读者再在另一个时空中进行阅读和解码。“作者”跟印刷书的版权

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专指创作并出版了一本书的人。“简单地书写者还不能算作者，唯有其书已

出版的 ‘撰写者’才能被称为 ‘作者’。要 想 ‘当 作 者’，光 写 还 不 够，还 必 须 将 其 印 刷 成 书 流

传人间”。② 在印刷知识占据主导的社会中，信息的交流和传递的方式主要依靠车轮，由于信息

传播的 “间距”，也造成了 “读者”与 “作 者”之 间 的 距 离，当 读 者 要 去 寻 找 “作 者”的 意 图，

也同样造成了 “作者”的权威性。总而言之，在印刷文明时代，信息传播的不均衡必然造成中

心与边缘的文化结构，印刷媒介模式也必然会导致作者中心、精英主义和专业主义。

到了互联网时代，电力彻底取消了时空的差异，凡是电力所达的范围内，信息就可以同步

到达。印刷媒介的 “序列性”逐步被电子媒介的 “同步性”取代，“距离感”被 “在场感”取代。

互联网的媒介革命取消了时空阻隔，“地球村”打破了印刷文明时代的知识生产和交流模式，同时

也打破了印刷文明体系所制造的 “旧秩序”，尤其是以视觉为中心的理性主义秩序，从而把人们的

各种感官再次解放出来，在印刷时代被压抑的听觉的情感主义也被全方位调动起来，在赛博空间

上重新 “部落化”，这就是赛博文化体系之下形成的 “新秩序”，电子媒介的终端将成为最终的

裁决者，“印刷人”将会被 “智能人”所取代。在赛博文化时代，作为完整模拟人类意识的赛博

空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即时空间，不复存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作者与读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

严格界限，这既是对印刷文明 “作者神话”的否定，也是口传文化时代的螺旋式 “复归”。③

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化的 “算法”将成为新的王者，算法工程师与历史学家将携手共

进。首先，就历史知识的生产而言，在印刷文明时代，历史学家首要的工作就是收集和整理以

纸媒为载体的文字符号或语言，然后经过分类、校勘、考订、辨伪等一系列烦琐而艰辛的工序，

析取出历史学家所需的历史事实，最后以叙述的历史文本形式告终。在电子媒介时代，数字化

技术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将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的信息存储在非印刷型介质

上，并通过计算机和其他外部设备将这些信息展现出来。历史学者可以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和智

能化的技术，对电子资源进行可视化的精确分析，最后再以 “多维动态可视化”的新表达告终，
“这样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的实现，涉及一个重要的环节，即自然语言中的描述性历史要素，与

虚拟现实 （ＶＲ）情境之交互界面的数字化对接”。④ 在 “印刷人”向 “智能人”的转换过程中，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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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时代的历史学家穷尽一生的工作，现今借助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数分钟就能完成，

这也促使历史学家从繁重的初级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工作。这就好像汽

车上的 “自适应巡航系统”，当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这个系统能够比人的大脑更好地完

成并线和跟车行驶，有效缓解驾驶的疲劳。

再者，就历史知识的传播而言，网络传播的媒介技术所营造的环境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

和互动性，将会打破学院派史学与公众史学之间的界限，从而促进史学的民主化进程，“印刷史

学”终将会被 “网络史学”所取代。“长期以来，专业史家总是力图垄断历史的话语权，但他们

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到了网络时代，这种可能性更是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

说是史学的 ‘民主化’。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议和决策辩论一样，史学中的 ‘民主’一方面表现为

参与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学术声音的多样化。”① 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将成为自己的历史

学家，历史知识不再被当作在文本的印刷中被永久固定了的著作者个人的产权，而成为众多读

者即时参与和共享的公共知识，这也促进了专业历史学者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完善历

史学的社会功能。“体制内历史教育的改革如何与自媒体状态下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相协调，

就成了历史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②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介入，“人脑”就被 “电脑”所外化，并被无限地延伸。从进化

的角度看，人类从 拿 起 棍 棒 直 立 行 走 开 始，就 与 各 种 新 工 具 和 新 技 术 相 伴 而 生，从 “直 立 人”

到 “智能人”，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进化过程。实际上，早在 “数字史学”之前的 “计量

史学”时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就曾说过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历

史学家，首要的条件是要成为一名电脑程序员。我们可以畅想的未来图景是，我们要积极地拥

抱历史书写的 “数字转向”，就如口传文化时代所需要的修辞学技能一样，赛博文化时代的历史

书写则需要强化人工智能的 “算法”技能，从而将历史书写改造成一个 “无人驾驶模式”。如此

一来，历史学就有可能实现勒华拉杜里的预想： “自动驾驶模式”将会淘汰掉职业司机这个 群

体，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也都转变成了 “算法工程师”。

当然，无人驾驶汽车并非汽车行业里的唯一业态，拥有驾驶体验乐趣的汽车并不会随之消

亡。同样道理，在近代科学的历史学诞生之初，人们就渴望历史学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将历史

世界看作一个完全可以 “数据化”的世界，这样才能成就历史学之为科学的美名。但是，这种实证

主义的史学态度遭到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强烈抵制，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世界是一个由活生生的

个体所构成的伦理共同体世 界，这 是 不 可 能 完 全 被 “数 据 化”的。③ 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计 量 史

学”成为学术新潮的时刻，“克丽奥”女神并没有随之按照 “计量”的道路向前发展，而是出现

了很大的曲折。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学界也出现了叙事的复兴，勒华拉杜里随即

采取民族志的 手 法，写 出 了 《蒙 塔 尤》这 一 脍 炙 人 口 的 历 史 故 事。西 方 史 学 史 上 的 这 一 现 象，

也就涉及 “什么是可量化的”等史学理论问题。因为计量史学家能够精准地算出每个美国黑奴

遭受奴隶主鞭打的次数，但却无法体验暴力与奴役状态对奴隶的心灵和情感所带来的影响。

在新的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赞成实证主义的前提假定，把历史世界看作信息的世界，那

么 “人脑”就是一个消极的要素，需要 不 断 地 进 化 或 升 级 换 代，最 终 与 “电 脑”合 二 为 一，依

靠人脑来处理信息的历史学者终将消亡。如此来看，处于技术统治的强力下，人的主体意志很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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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被终结，历史主义者强调 “历史学家”与 “研究对象”主体间的交往与互动将被彻底抹

杀，代之以一种实证主义特色的 “数据搜集者”和 “信息”的主客模式。如果我们坚持历史主

义的前提预定，那么 “人脑”就是一个积极的要素，因为人脑总是先于 “电脑”，只要保有一颗

心灵，人类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继续焕发历史书写的无限生机。就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具

有复杂口头文化素养的经院哲学家们了解古登堡的印刷术，他们本来可以创造出书面教育和口

头教育的一种新的综合，而不是无知地恭请并容许全然视觉形象的版面去接管教育事业。重口

头传统的经院哲学家没有迎战印刷术新的视觉挑战。由此而生的古登堡技术的扩张或爆炸，在

许多方面使文化贫乏”。①麦克卢汉还提到一个有趣的文化逆转现象，就如高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

市与乡村的逆转，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充满着想回而回不去的 “乡愁”，一旦视觉媒介被强化，另

外的感官和技能就会被压抑，由此将带来人自身感知世界的异化。“人脑”异化所带来的逆转现

象就会产生一种听觉媒介的 “乡愁”。当历史记忆被电子媒介无限延伸为新常态，但人脑兼具记

忆和遗忘的自然机能就会跟只能记忆的 “电脑”发生激烈冲突。在此冲突中，历史想象的功能

被逆转和凸显出来，因为想象平衡着各种感知和机能的比率。１９７３年，海登·怀特的 《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１９７３）一书就是在回应麦克卢汉所提出的议题，重新提出历史想象

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的价值，进而复兴欧洲历史主义的传统。实际上，在近代科学的历史

学诞生之初，兰克在声言历史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的科学的同时，也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写作或

表现的艺术，因为历史最终是人用心书写出来的。

结　　语

在存储记忆和延伸记忆的人类大工程中，历史书写就像是记忆感官的无限延伸，媒介技术

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关键的环节就是人们在劳动与

交往中所创造的各种工具，使得人类的双手从自然界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进而脱离生物性

加之于人性的枷锁，逐步走向文明和自由的王国。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历史学的发展而言，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而且造

成数百年未有之危机。真正的危机和挑战在于，人工智能作为人类身心延伸的模仿工具，已经

慢慢脱离人类的身心所能够控制的边界，逐渐形成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人们此时最为担心的

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成为一个更高智能的物种。当然，在大部分人看来，这一

担忧还不太明朗，“人机共融”才是真正的打开方式。真正的危机和挑战还在于，人工智能的高

科技所带来的一系列异化问题，人类起初创造各种新工具，是为了更自由、更自在、更诗意地

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但随着科学和技术的无限扩张，人类生理机能的有限性与人类所创造新工

具的无限性之间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如何化解这一危机，才是整个人类所面对的最为棘手的

问题。

〔责任编辑：武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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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爛７３爛

Ｍａｒｘ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Ｘｉ　Ｇｅ爛７６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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