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黃一農院士「e 考據」研究方法 獲上海文

匯報大篇幅專文報導 

 

2000年左右，數位化中華典籍開始出現，此後短短 10年間，已有六七十億字的古代文獻被數位化。

70億字是什麼概念呢？假設你以一天時間讀完一本 73萬字的《紅樓夢》的速度，一刻不停歇，需要

1萬天也就是 30年才能讀完 70億字。面對這樣浩瀚的文山字海，真是讓人直呼吾生有涯！ 

「這是過去一兩千年從未有讀書人面對過的新環境」，本校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農院士由此

感歎。這位曾經的無線電天文學家，很早便以理工科所訓練出的敏感度察覺到當前「整個文科的研究

環境、研究方法正在發生劇變」。 

教授早在十年前就已提出 e考據方法，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在數位化大背景下充分利用資料庫和網

路搜索的文科研究法。最近四年，他依靠 e考據嘗試研究《紅樓夢》，希望以一己之心得說服大家：e

時代是人人無法避免的新環境，善用資料庫與網路搜索，將有機會把許多傳統的領域帶向全新的局面。

如今的文史研究再難以資料壟斷為優勢，個人的知識架構和理論功底恐怕更為重要。研究者能夠提出

怎樣的問題，知道怎樣由點及面地搜索，能夠建立怎樣的論點，才是最見功力之處。 

不久前，由本校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北京故宮博物院及浙江大學共同合辦的「2014 年

第二屆 e考據與文史研究研習營」在浙江大學舉辦，黃一農、薛龍春等多位學者結合自己研究中有趣

的 e 考據案例，幫助學員體會「e 考據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方法」。與傳統考據「上窮碧落下黃泉」的

精神一樣，在 e 時代的考據，更要利用好一切可能的方式來「動手動腳找東西」；而唯有文史基礎扎

實者，使用 e考據才更如虎添翼。在這個意義上，研究者都認為，e 考據和傳統考據方法之間並無衝

突，而是相輔相成。正如黃一農教授所言：「e考據的最高境界就是去掉 e。」 

e考據改變了我們佔有、閱讀與查考文獻資料的環境，比起前人用索引、引得之類的文獻進行有限

的檢索，今人擁有的是海量關鍵字的檢索系統。而如何設置關鍵字，考驗的就是各人功底。因此，e

考據其實對學術提出了更高要求。如黃一農教授所說：「如果你只是做上一代人那種水準的研究，那

是浪費了我們這一代人所處的特殊環境。」 

黃一農院士自 2010 年起從事了一場奇特的學術探險，他以初學者身分進入傳統深厚的紅學領域，

並「穿越」至清朝，希望能探究他所揭舉的「e 考據」，可否在大數據 (Big Data) 時代建立文史研

究的新典範。黃一農院士之新著：《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將於 11 月由本校出版社發行，對

這本學習筆記的學術史定位，許多人有較深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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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農院士。 

 

黃一農院士主任所提出之「e考據」研究方法在中國地區大獲

好評，獲上海文匯報以專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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