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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马林青

21世纪以来，从“人文计算”孕育而生的“数字人文”研究和实践方兴未艾，无论数字人文的理论建

构、方法演进、技术更迭还是路径探索，不时成为学界热点话题，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讨论态势。对于

这样一个充满蓬勃生机的新兴领域，明确而固定的学术范式显然不是目前阶段的目标，但一味地百花

齐 放 又 显 繁 乱 ， 一 些 优 秀 著 述 在 这 样 的 发 展 阶 段 无 疑 起 到 了 关 键 的 总 结 和 引 领 作 用 。

Digital_Humanities正是这样的一本书。该书由数字人文领域的五位优秀学者Anne Burdick、

Johanna Drucker、Peter Lunenfeld、Todd Presner和Jeffrey Schnapp合著而成，麻省理工学院出



版社于2012年出版。其中文译本名为《数字人文 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由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该书兼具总结性和预测性，提出了不囿于现有知识范围的尖锐问题，例如：如

何对人文学科的传统研究技能进行多媒体时代的重塑？如何设计开发能够体现人文科学核心特质（例

如知识生产中的主观性、模糊性、偶然性，存在随观察者变化的变量）的新工具？数字人文怎样才能

持续不断地为构建新知识提供创新性思维？如果有一天数字人文的新奇之处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那它还能凭借什么为广阔的人文学科引入新的视角或研究方法？该书英文版面世虽然已有数年，

但现今看来该书仍闪烁着真知灼见，依然具有领先性。

该书共有四章。前三章从总体上描绘了数字人文领域、其新兴的方法及其所处社会之特征。第一章

“人文到数字人文”，探索了跨媒体研究的新形式，讨论了在当代人文学术中日益重要的原型法、实

验，以及工具与平台建设。第二章“新兴的方法和流派”，展示了做事情的新方法——使用数字工具

和平台扩展传统的学术实践或设计全新的学术实践。第三章“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分析了数字人

文项目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及潜在角色，项目目标、参与群体以及宣扬的价值观。第四章“风起云

涌”，则提出了可能符合未来的数字人文及更广范围的人文科学的一系列命题。另外，该书还提供了

案例研究组合以助力于数字人文项目的启动和开展。

该书由我与韩若画（目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合译而成。由于原作者具有深厚的人文

学功底，且乐于呈现高超的言语技巧，全书语言表达富丽且典雅，翻译难度颇大。此外，该书内容涉

及大量前沿技术应用，也增加了翻译难度。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查考了大量英文文献，仔细推敲琢磨，

尽力以求“信”“达”“雅”，然因水平有限，错漏难免。今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同意，“数字人

文研究”公号连载部分内容，使此译本有幸与更多读者见面，恳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不吝赐

教。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冯惠玲教授为该书所作序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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