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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学术设想为由社群合作伙伴、文化机构、私营机构、非盈利机构和/或政府机构共同参与的

活动，数字人文能够扩展人们对“学术”和“公共领域”的概念的理解，从而创造新的互动空间和互

动节点。基于这种拓展的“学术”定义，数字人文学者能够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将社会公正和公民参与

问题提到最前线。他们可以采用一些将公民纳入学术事业、引领学界走向拓展的公共领域的方式来振

兴文化记录。基于这种理念的学术将会从根本上变成富有应用性的：它利用人文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来

提出新的问题，设计新的发展可能性，培养重视人类文化记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公民学

者。通过强调人文科学的核心价值观，这样的学术项目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传统

上被压制的声音、各种文化差异、语言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历史视角得以共存，从而加深并拓展人们

对“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认识。纳入了社交媒体技术的社会记录式项目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揭

示了推特等类似技术如何向原本被压制的人们赋予话语权。自社交网络兴起以来，我们已经看到，核

心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依据一组随机且可靠的信息提供者发出的消息加以高度本地化、精确化的

还原。这些消息的形式非常多样，例如实时同步摄像或文字消息发布，其内容还常常会链接到音频和

其他媒体报道，从而帮助全世界同时“看到”并“听到”现场实况。实际上，数字门户已成为一个与

精准定位事件相连接的全球性公共领域空间，同时也成了一个网上档案馆和“活的”纪念馆。

 

2009年，推特在摩尔多瓦反政府抗议事件中被推崇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同年夏天，YouTube成

为鲜活记录德黑兰选举抗议游行的档案馆。自此以后，社交媒体在煽动、计划和支持革命方面扮演的

角色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毋庸置疑的是，媒体看起来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这些变化也改变了各种事件

的发展方式。至少，目前人们已经能够对事件本身（一个具体的、限定地点的现象）、事件的表征

（通过推特消息、手机摄像和手机照片等）以及事件的传播（通过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和信息通

道）所代表的三个构面进行汇聚浓缩以及迅速同步化。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具有显著更强的适

应性、弹性、全球性但是同时变得更加短暂易逝的公共领域（这样的公共领域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分

散的地点）。

 

当实体存在性（在物理上实际存在而非虚拟的性质）在构成“公共”方面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弱，

值得记住的是，媒体和通讯技术在创造所谓的“公共领域”方面一直具有根本性作用。德国哲学家哈

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研究广受认可，他认为公共领域是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的中产阶级

社会的发明，因报纸、小说的兴盛以及鼓励讨论、辩论的社交形式的兴起而出现。印刷技术和读写能

力的普及对于“公共”的形成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而前者是专门对抗国家的权力集中的。

康德认为，对理性的“公共利用”的含义是“学者面向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公布观点。这一定义表

述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康德所称的公共是由受教育的人群（往往是男性）构成，而这些人群能够接受

教育正是因为他们属于特定的社会经济阶层。

 



“反公共”是与“公共”同时出现的一种平行现象。“反公共”由知识分子构成，其中的一部分是

一些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们常常在家中组织沙龙，这些讨论通常与公共舆论之间关系紧张，往往与公

共舆论持相反立场，但是仍然与公共舆论具有密切联系。就这一点而言，“公共”和“反公共”的概

念虽然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二者都可以被视为精英组织，因为加入他们话语圈的成员都是由特定的社

会和经济阶层决定的。在离我们更近的时期，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底层”的话语圈。底层人民的

阶层、种族、性别使他们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公共”和“反公共”的任何讨论之外，他们的话语很少

被承认是“公共话语”，因为他们不属于福柯所称“真理范畴”的范围。

 

既然如此，也许数字人文蕴含的理想主义冲动是向所有人彻底开放话语圈。无条件的参与会是什么

样的？假如人们的话语不再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种族、民族、语言、地理位置、国籍、阶层和

对技术的获取利用状况而获得认可或遭到否定，会发生什么？我们并非认为在数字世界中人们之间这

些事实上的区别不再重要。反之，我们认为，数字人文乌托邦的一面至少可以让我们设想一个任何人

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参与话语表达的未来（即使它无法完全实现这样的未来）。朝着无人会被排斥在

外的公共领域的理想方向奋斗，是数字人文的核心人文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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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集人民大学多学科优势，秉持融合文理、协同创新之理念，开展数字

人文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