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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历 史学 在今 日 仍 被视 为 传 统 学 科 之 一 ， 但 非 历 史 学 者 借助 大规模历

史量 化数据 库进行 自 然和社会科 学研 究 并取得 重要 成果 的 现 象却 有 不 断增 长 之势 。

不 同 于传统 计量 史 学 和 以 经 济 学 为 代 表 的 社会科 学 学 科 所 注 重 的
“

解 释型 学 术
”

，

量化 数据 库推 动 的是
“

求是型 学 术
”

， 即 通过统 计 分析 从 大规 模 系 统 数 据 中 挖 掘 新

事 实 、 产 生 新认 识 。 中 国 历 史 中 长 期 存在 规模宏 大 的 户 籍 登 记 、 土地分 配 和 科考

记 录 等 系 统 材料 以及 海量 文 字 记录 ， 很 多 已 得 到 收集 和 整理 ， 有 利 于 构建 大 规模

数 据 库并开 展定 量研 究 。 这种 新 的 研 究 范 式 不仅 有 助 于 历 史 学 科 自 身 发 展 ， 更 能

够 促进跨 学科 、 跨 国界 的 学术 交 流 与 融合 ， 并 为全面深 入认 识 中 国社 会历 史特征 、

平衡东 西方 学 术发 展作 出 贡 献 。

关键词 ： 长 时段 大规模量化数据 定量分析 史 学发展

一

、 前言 ： 量化数据库研究的兴起与研究范式调整

自 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在 1 6 世纪开始的
“

科学革命
”

（ Ｓｃｉ ｅｎ ｔ ｉｆ ｉｃ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 ） 后

出现
“

大分流
”

： 自然科学追求对
“

未知
”

事物 的发现和认识 ， 人文社会科学注重对
“

已知
”

现

象 的理解和解释 。 根据美 国教育学家欧内斯 特
？

博耶 （ Ｅｒｎ ｅｓｔＬ ．Ｂｏｙｅｒ ） 对学术类型的 分类 ，

前 者 更 符 合
“

求 是 型 学 术
”

（ 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ｈ ｉｐｏｆＤ ｉ ｓｃｏｖ ｅｒｙ ） ， 后 者 偏 重 于
＂

解 释 型 学 术
”

（ Ｓｃｈｏ ｌａｒｓｈ ｉｐｏｆＩｎ ｔｅｇ ｒａｔ ｉｏｎ ［ｏｒＩｎｔｅ ｒ
ｐ ｒｅｔａ ｔ ｉｏｎ］ ） 。

①

然而 ，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来 ，

一种将大批量历史材料数据库化 ， 并依靠定量分析揭示其中 隐

含的史实 、 检验和发展历史认识与经验的 新方法逐渐在国 际学术界流行起来 ， 很多成果与著作

产生重大学术和社会影响 。 例如 ， 美国家谱学会保存的历史长时段人 口资料对 2 0 世纪 9 0 年代遗

＊本文受 国家社科基金青 年项 目 （项 目 号 1 0
－

ＣＺＳｒ
＂

0 2 3 ） 、 香港研究资助 局 ＧＲＦ项 目 （ 6 4 0 6 1 3
， 1 6 4 0 0 1 1 4

和 1 6 4 0 0 7 1 4 ） 资助 。 承蒙外审专家提出 宝贵修改意见 ， 谨致谢忱 ！

①Ｅｒｎ ｅｓ ｔＬ ．Ｂｏ
ｙ
ｅ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 ｉｐＲｅ ｃ ｏｎ ｓｉｄｅｒｅｄ
：Ｐｒｉｏｒｉ ｔ ｉ ｅｓｏｆ 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ｒｉａ ｔｅ ，Ｐｒ

ｉ
ｎｃｅ ｔｏｎ

，
Ｎ ． Ｊ ．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ｅ
ｇ

ｉ ｅＦ 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 ｅＡｄｖ ａｎｃ ｅｍｅｎ ｔｏ ｆＴ ｅａｃｈ ｉｎ
ｇ ，


1 9 9 0 ．

“

求是型学术
”

和
“

解释型学术
”

为作者根

据英文定义进行 的意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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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学家和 医学家在乳腺癌基因 遗传方面 的重大研究突破有很大推动作用 。
①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

斯 ？ 皮凯蒂 （Ｔｈｏｍ ａｓＰ ｉｋｅ ｔ ｔｙ ）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 、Ｃａｐ ｉｔａ ｌ ｉｎｔｈ ｅＴｗ 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Ｃｅｎ ｔｕｒｙ ）

一

书依据多国 2 0 世纪国民账户 、 收人 、 财产与纳税等多种 系统历史数据 ， 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平

等的长期演化 。 该书 曾高居英文畅销书排行榜首并引发热烈的学术讨论 。
？ 美 国经济学协会主席

克劳蒂亚 ？ 高丁（ Ｃ ｌ
ａｕ ｄｉａＧｏ ｌｄｉｎ ） 与 《经济学季刊 》 ｛Ｑｕａ ｒｔｅｒｌｙＪ 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 ｏｍｉ ｃｓ ） 主编 、

前美国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 ？ 凯兹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ａｔＺ ） 合著的 《教育与技术 的竞赛 》 （ Ｔｈｅ

Ｒａｃｅｂｅｔ －

ｗｅｅｎ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基于近

一

个世纪以来美 国教育 、 职业和收入 的个人层面微

观数据讨论美国经济不平等 的历史脉络和技术革新 、 教育进步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 。
③ 这些成

就在推动全球学术进步的 同时 ， 也彰显了大规模量化数据库在结合历史资料系统研究人类社会长

期变化与延续等大问题上的作用 。 由 此可见 ，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同样可 以贡献
“

求是型学术
”

。

量化数据库研究是统指各种搜寻能够涵盖一定地域范 围 、 具有一定 时间跨度 的整体性大规

模个人或其他微观层面信息的系统 （
一

手 ） 资料 ， 并将这些资料按照一定数据格式进行 电子化 ，

构建成适用于统计分析软件的量化数据库并进行定量研究的方法 。 量化数据库研究多 以
“

大数

据
”

为基础 ， 关注材料 的系统性和可量化数据平 台的构建 ， 重视对长时段 、 大规模记录中 的各

种人 口和社会行为进行统计描 述及彼此间 相互关联 的分析 ， 以此揭示 隐藏在
“

大人 口
”
（ Ｂｉ

ｇ

Ｐｏｐｕｌ ａｔ ｉｏｎ ） 中 的历史过程与规律 。 相较于传统定量研究 ， 这种方法对数理统计分析技术要求不

高 ， 很多时候只需要描述性统计分析和 比较研究 即可 ， 大大方便 了对复杂定量分析方法认识有

限 的普通学者对数据的理解和运用 。 同 时 ，

“

大数据
”

本身往往涵盖相对完整的
“

大人 口
”

的多

种
“

长时期
”

的具体信息 ， 这不仅使学者可以依托数据库理解个体是如何被宏观社会环境所规

范和影响的 ，
也可以理解这些微观 、 个体行为又如何集合起来塑造和改变宏观社会进程 ， 甚至

可 以用来检验
“

中观
”

社会群体 ， 如家族 、 邻里社 区等在宏观环境和微观行为互动下 的特点和

作用 。 传统定量研究则倾向 于将研究问题和具体操作抽象化 ， 倚重数理模型和逻辑推导 ， 强调

复杂统计方法的运用 ， 但往往不够重视实证材料或数据本身 。 因此 ， 量化数据库研究是
一种更

为基础和宽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它既能够丰富 、 完善我们对微观人类历史和行为 的认识 ， 还

有助于构建更为可靠的宏大叙事 ， 促进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
一

步认识 。

2 0 世纪 9 0 年代中期 以后 ， 利用历史资料进行量化数据库构建与研究逐渐成为 国际学术界关

注的一股
“

热潮
”

。 以 当前 国 际上最有影响 的五大历史量化数据库为例 ， 建成初期学界对它们 的

利用 、 研究很有限 ， 但进人 2 0 世纪 9 0 年代 ， 尤其是 1 9 9 5 年 以 后 ， 情况发生 巨大转变 （参见下

图 ） 。
2 0 0 6

—

2 0 1 0 年的五年间 ， 索引五个数据库④ 的新增学术发表成果 已达 2 3 6 0 余篇 。 尽管这

①Ｋ ｅｖｉ
ｎＤａｖｉ ｅｓ ａｎｄＭ ｉ ｃｈａｅ ｌＷｈ ｉ ｔ ｅ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 ｅ

Ｒａ ｃｅ ｔｏ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ｅａ ｓｔ Ｃａｎ ｃｅｒＧｅｎ ｅ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ＪｏｈｎＷ ｉ ｌ ｅ
ｙ
＆－Ｓｏｎｓ Ｉｎ ｃ ．

 ， 1 9 9 5 ．

②ＴｈｏｍａｓＰ ｉｋ ｅ ｔ ｔ
ｙ

，Ｃａｐｉ ｔａ ｌｉ ｎ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ｔ ｒａｎ ｓ ．Ａｒ ｔｈｕｒ
Ｇｏ ｌｄ ｈａｍｍｅｒ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 ：Ｂ ｅ ｌｋｎａ

ｐ

Ｐ ｒｅｓ ｓｏ ｆＨａ ｒｖａ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 ｓｉ ｔ
ｙ
Ｐ ｒｅｓ ｓ

，2 0 1 4 ． 图 书所 获 奖项 详见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ｈｕｐ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ｃａｔａ

ｌ
ｏ
ｇ

．

ｐ ｈｐ
？ ｉｓｂｎ

＝

9 7 8 0 6 7 4 4 3 0 0 0 6 ．

③Ｃ ｌ
ａｕｄ ｉａＧｏ ｌｄ ｉ

ｎａｎｄＬａ ｗｒｅｎｃ ｅＫａ ｔｚ
，Ｔｈ ｅＲａ ｃ 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Ｃａｍｂ ｒ

ｉ ｄｇ ｅ ：Ｂｅ ｌｋｎａ ｐ

Ｐ ｒｅｓ ｓｏ ｆ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 ｅｓｓ ， 2 0 1 0 ．

④ 这五大数据库分别是美国整合公共微观数据库 （Ｉ ｎｔｅ
ｇ
ｒａ ｔｅｄＰ ｕｂ ｌｉｃ Ｕｓ ｅＭ ｉ ｃｒｏ ｄ ａ ｔａＳｅｒｉｅｓ ， 简称 ＩＰＵＭＳ） 、

加拿大 巴尔扎克人 口数据库 （ＢＡＬＳＡＣＰｏ
ｐ
ｕ

ｌ
ａｔ ｉｏ ｎＤａ ｔａｂａ ｓｅ ， 简称 ＢＡＬＳＡＣ） 、 荷 兰历史人 口样本数据

库 （Ｈ ｉｓｔ ｏｒ ｉｃａｌＳａｍ
ｐ

ｌｅｏ ｆ ｔｈｅＮｅ 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
， 简 称ＨＳＮ ） 、 瑞典斯堪 尼 亚 经 济 人 口数 据 库 （ Ｓｃａｎｉａ ｎ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Ｄ ｅｍｏ
ｇ
ｒａ
ｐｈｉ ｃＤａ ｔａｂ ａｓ ｅ ， 简称ＳＥＤＤ） 和美国犹他人 口数据 库 （Ｕ ｔ ａｈＰｏｐｕｌ ａｔ ｉｏ ｎＤａｔａ ｂａｓ ｅ ， 简

称 ＵＰＤ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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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数据库与 历史研究

些学术成果 中有很大一部分来 自 ＩＰＵＭＳ 所包含的 当代人 口 统计数据 ， 但如果只统计 三个纯历史

微观数据库 ， Ｓ Ｐ
ＢＡＬＳＡＣ 、

ＨＳＮ 和 ＳＥＤＤ
， 其贡献的新增学术成果在 2 0 0 6

—

2 0 1 0 年五年 间也达

到 1 1 7 篇 ， 且近 2 0 年的增速与五个数据库发表成果数量增长趋势几乎
一致 。 需要注 意的 是 ， 下

图 中 的右侧纵坐标 已经过指数转换 ， 而非传统线性坐标 ， 可 见这些大规模量化数据 库对学术研

究的贡献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的 。

0 ． 0 2 5 丨 1
1 0 0 0 0 ？

Ｗ 丨 楚

！ 
0 ． 0 2 0

（｜

■ 。 ．八Ｉ

Ｉ ｃ ｏｏａ ｌＩ

1—

—

乂＼ 1
0ｗ＊ ｉ

ｉ ｉ

1 9 7 0 1 9 7 5 1 9 8 0 1 9 8 5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 年 ）

＿
 担
一 美国新授予历史学专业 （ 硕博 ） 研究生学位中 国新授予历史学专业 （硕博 ） 研究生学位

—“ 仅ＢＡＬＳＡＣ ， Ｈ ＳＮ和Ｓ ＥＤＤ（ 纯历史数据库 ）＋ ＢＡＬ ＳＡＣ ， ＨＳＮ ，Ｉ ＰＵＭＳ ，ＳＥＤＤ和Ｕ ＰＤＢ

中 美 两 国 应届 历史学专 业研究生 （
硕士 及博士 ） 学位比 重与 主要量化数据库 研究 引 用量变迁 图

数据来源 ： Ｇｏｏｇ ｌｅＳｃ ｈｏ ｌａ ｒ 搜索结果 （截至 2 0
1

4 年 1 月 ） ； 美 国国 家教育统计 中心 《教育统计简 报 2 0 1 2 》 （ Ｄ ｉ

ｇ ｅｓ ｔｏｆ

Ｅｄ ｕｃ ａｔ ｉ ｏｎＳ ｔａ ｔ ｉｓ ｔ ｉｃ ｓ 2 0
1 2 ） 表 3 1 0

和  3 6 4
，

ｈ ｔ
ｔ ｐ

： ／ ／ ｎｃｅ ｓ ． ｅｄ ．

ｇｏ ｖ ／ ｐ ｒｏｇｒ ａｍ ｓ／ ｄ ｉ ｇ ｅｓ ｔ／  2 0
1 2 ｍｅ ｎｕ

＿
ｔ ａ ｂ ｌ ｅｓ ，

ａ ｓｐ ；
《 中 国 教育年鉴 》

（ 1 9 8 2  1
9 8 4

、 1
9 8 8 、 1 9 9 2 、 1 9 9 6及 1 9 9 8

—

2 0 1 2年 ）
， 北京 ： 人 民 教育 出 版社 （分 别 出 版于 1

9 8 5 、 1
9 8 9

、 1 9 9 3 、
1 9 9 7及

1 9 9 9
—

2 0
1 3 年 ） 。

值得注 意的是 ， 目前历史学界似乎对量化数据库这种科学化 的方法在研究 和学科建设上所

具有的重要价值缺乏认识 。 积极参与 到这股
“

热潮
”

中 来 ， 将历史量化数据库作 为新 的工具与

资料开展研究的更多是社会科学和 自 然科学学者 。 历史量化数据库 日 益 凸 显 的学术价值与历史

学者及整个学科在这
一新兴学术浪潮 中远非充分参与 ， 形成

一种对 比强烈的
“

内 冷外热
”

现象 。

一

方面 ， 重视构建大规模史料数据库 已经成为 国 内 外史学界共识 ， 国 内
一

些学术单位与 学

者也尝试建立数个重要 的大型 电子史料库 ， 但史学家对数据库建设 的认 知 大多 还停 留 在 资料永

久保存阶段 ， 以文献和 数据检索为 主要 目 的 。 数据库 的可量化研究 以及 由 此带来 的方法转变还

未 曾 涉及 ， 这也造成一些大规模历史数据库被构建却无法得到很好利用 的尴尬 量化数据库是

分析大规模史料的重要方法之一 ， 能为历史学者解决这种
“

尴尬
”

提供帮助 。

另
一方面 ， 由 于教学 和研究方法 与技术发展潮流脱节 ， 传统史 学越来越难 以 吸引 年轻人 ，

已经是一个持续多 年且国 际化的状况
。
以哈佛大学 为例 ，

5 0 年来 以 人文学科为主业的学生 比例

① 2 0 1 3 年 8 月 ，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 员 会历史学学部在哈 尔滨 召 开年度工作会议 ， 主要讨论 历史数据库 的

构建与 研究问 题 。 参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 员会历 史 学学部 ：
《 2 0 1 3 年度工作会 议纪要 》 ，

2 0 1 3 年 1 0 月 ，

第 2
—

9 页 。

．
1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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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从近 4 0 ％下降到 2 0％ ， 全美这一 比例则从 1 4 ％ 下降 到 7 ％ 。
？ 作为历史学者的 最直接来 源 ，

如图所示 ，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来 ， 中美两国应届历史学专业研究生 比重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 这间

接反映了历史课程与研究方法的
“

落伍
”

和不够实用 。

本文着重通过介绍国际学界历史大数据库构建与研究 的状况
， 分析探讨这种新研究方法对

历史研究的价值 ， 历史学者面临的挑战与诸多 自身 比较优势 ， 以及开展相关教学的必要性 。

二 、 国际大型量化历史数据库的创建与运用

量化数据库研究方法是近 6 0 年来计算技术发展的结果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计算机逐渐深

入到人类生活 的各个方面 ， 海量电子原始数据 （ ＲａｗＤ ａｔ ａ ） 也逐渐在全球积累起来 ， 人类正步

入
“

大数据
”

时代 。
？ 这些数据是分析 、 研究人类多种行为 的重要依据 。 但面对庞杂的 信息数

据 ， 不仅人眼 （人脑 ） 无能为力 ， 甚至早期 的统计分析工具也无法胜任 ，
③ 这促使统计分析技术

向
“

数据挖掘
”

方向 发展 。 利用
“

数据挖掘
”

， 研究者可 以对复杂 的
“

大数据
”

进行定量 分析 ，

从中有效挖掘隐藏的现象与规律 ， 总结经验模式 。
？ 2 0 世纪 中期 以后 ， 计算机辅助下 的定量分

析逐渐成为 国际学术研究 中 的
一股新风潮 ， 许多大型量化数据库得以构建并服务于学界 。

⑤ 1 9 6 2

年 ， 以美 国 密歇根大 学 为 基 地成 立 的 跨大 学政治 和社会校 际联合 数 据 库 （ Ｉｎｔｅｒ
－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 ｎ ｓｏｒｔ ｉｕｍｆｏ ｒＰｏ ｌ
ｉ ｔｉ ｃ 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 ， 简称

ＩＣＰＳＲ ） ， 联合全世界 6 0 0多个成员机构 ， 存

储超过 1 7 0 0 0 多种调查资料 ， 包括全球各地各种社会调查 ， 其 中美 国 自 身资料包括各州 选举投

票资料 、 军队名 册 、 遗嘱 、 遗嘱查验与税收记录和 美国联邦调查 局案卷资料等 ， 是 目 前世界上

最大的社会科学数据中心之
一

， 对经济学 、 政治学 、 社会学 、 人 口 学以及法学等学科研究具有

重要价值 。
⑥ 1 9 6 8 年 ， 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成立 了德 国社会科学信息中心 ， 负责收集各种社会科

学信息并建设成专业数据库 ， 供学术界 以及公众使用 。 目 前 ， 该机构 的数据库涉及社会学 、 心

理学 、 人 口学 、 政治学 、 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多个领域 ， 是欧洲最重要的数据库之一 。
⑦

定量研究的风气也渗透进历史研究 。
2 0 世纪 6 0 年代起计量史学在欧美学界 曾盛行

一时 。
⑧

①Ｒｕｓ ｓｅｌ ｌＡ ．Ｂ ｅｒｍａｎ
，

“

Ｈ ｕｍａｎ ｉｓ ｔ 
：Ｈｅａ

ｌＴｈｙｓ ｅ ｌｆ ， 

”

Ｔｈ ｅＣｈｒｏｎ ｉ ｃｌ ｅｏｆＨ 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Ｊｕｎｅ 1 0 ， 2 0 1 3 ，

ｈ ｔ ｔ
ｐ

： ／／ ｃｈ ｒ ｏｎ ｉｃ
ｌ
ｅ ．

 ｃｏｍ ／ｂ ｌ
ｏ
ｇ
ｓ ／ｃｏ ｎｖｅｒ ｓ ａｔ ｉｏｎ／ 2 0 1 3 ／ 0 6 ／ ｌ 0 ／ ｈｕｍａｎｉｓ ｔ

－ｈｅａ ｌ
－

ｔｈ
ｙ
ｓ ｅ ｌｆ／ ．

②Ｊｏ ｎａｔ ｈａｎＳｈａｗ
，

＂

Ｗｈ
ｙ

1

Ｂ ｉ

ｇ
Ｄａ ｔａ

＇

ｉ
ｓａＢ ｉ

ｇＤｅ ａ
ｌ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Ｓｃ

ｉ
ｅｎｃ ｅｓＰｒｏｍ ｉ

ｓｅｓｔｏ Ｃｈ ａｎ
ｇ
ｅ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

，

“

Ｈａｒｖａ ｒｄＭａｇａｚ ｉｎｅ ，ｎｏ ． 3 ， 2 0 1 4 ，ｐ ｐ
． 3 0

－

3 5 ， 7 4
－

7 5 ．

③Ｗｉｌ ｌ ｉａｍＪ
．Ｆ ｒａｗ

ｌ
ｅ
ｙ ，Ｇｒｅ

ｇ
ｏｒ

ｙ
Ｐｉａｔｅ ｔｓｋｙ

－

Ｓｈａｐｉ ｒｏａｎｄＣｈｒ ｉｓ ｔｏｐｈｅｒＪ ．Ｍａ ｔｈｅｕｓ ，
＂

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

ｙ
ｉ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 ｅｓ
：ＡｎＯｖ ｅｒｖ

ｉ
ｅｗ ，

＂

Ａ Ｉ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ｖｏ ｌ ． 1 3

，ｎｏ ． 3
，

1 9 9 2
， ｐｐ

，

 5 7
－

7 0 ．

？ＯｎｎｏＢｏｏｎｓ ｔｒａ
，Ｌｅ ｅｎＢｒｅｕ ｒｅａｎｄＰ ｅ ｔｅｒＤｏｏｍ ，Ｐａ ｓｔ ，Ｐｒｅｓ ｅｎ ｔａｎｄＦ ｕｔｕｒｅｏｆＨ ｉ ｓｔｏｒｉ ｃａ ｌ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ｃ ｉｅｎ ｃｅ


，Ｈｅｌ ｓｉｎｋ ｉ ：Ｅｄ ｉｔａ ，

2 0 0 6 ，

ｐ
．  5 7 ．

⑤ 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 中运用 的发展历程 ， 参见孙圣 民 ： 《历 史计量学五十年——经 济学和史学范式 的 冲

突 、 融合 与发展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2 0 0 9 年第 4 期 。

⑥ ＩＣＰＳＲ 的详细介绍 ， 参见其官方网 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ｉｃ
ｐ
ｓ ｒ ． ｕｍ ｉｃｈ ． ｅｄｕ ．

⑦ 德 国社会信息中心 的情况 ， 参见蔡莹 ： 《德 国社会信息中 心数据库建设经验 》 ， 《 中 国信息界 》 2 0 0 5 年第

5 期 ； 国际社会科学界对数据库的使用与研究 ， 参见埃尔 温
＊

Ｋ ． 朔伊希 ：
《 社会科学数据服务 的 历史

与观念 》 ， 王星译 ， 《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 》 2 0 0 4 年第 3 期 。

⑧ 美国新社会史代表人 物史蒂芬 ？ 塞恩斯特罗 姆 （ Ｓｔ ｅｐｈ ｅｎ Ｔｈｅｒｎｓ ｔｒｏｍ） 的 《另 一些 波士顿人 》 以 及新经

济史代表人 物福格尔 和恩格尔曼 的经典著作 《 十字架 上的 岁 月 ： 美 国 黑人奴 隶制经济学 》 都是这方面

的代表 ， 而法国史学界则集 中将计算 机计算 技术运 用 于历史人 口 学研究 。 参见 ＯｒｎｉｏＢｏｏｎｓｔｒ ａ
，
Ｌｅｅｎ

Ｂｒ ｅｕ ｒｅａｎｄＰ ｅ ｔｅｒＤｏｏｍ
，Ｐａ ｓｔ

，Ｐｒｅ ｓｅｎ ｔａ 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 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 ｅ


ｔｐ ． 2 0 ．

？ 1 1 6？



量 化数据库 与历 史研究

2 0 世纪 8 0 年代中期起 ， 英 、 美两国先后成立 国际性历史与计算学会 。

① 一些 国际学者开始 尝试

建设小型个人历史专题数据库 。 到 2 0 世纪 9 0 年代 ，

一些重要的大型 、 超大型量化史学数据库构

建成功并对学界开放使用 ， 引起 国际学界极大关注 。 美 国明尼苏达大学人 口 中心创建 的整合公

共微观数据库是其中最有影响者之
一

。 微观数据 （ Ｍｉｃｒｏ ｄａ ｔ ａ ） 指社会抽样调査和人 口普查等包

含的个人层面 （ Ｉｎｄ ｉｖｉｄｕａ ｌ

－

ｌｅｖｅ ｌ ） 信息 ， 如性别 、 年龄 、 婚姻 、 家庭状况 、 职业和 出身等 。 微观

数据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 ， 内 容 和形式高度
一致 ， 适合 连缀成超大数据库 ， 进行 国际 比较 ， 是

新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关键 。 历史学家是除统计机构外较早使用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的 学者 。
？

1 9 9 8 年起 ，
ＩＰＵＭＳ 首席科学家罗伯特 ？ 麦凯 （Ｒｏｂｅ ｒｔＭ ｃＣａａ ） 先后说服 1 0 0 多个国家的统计机

构与 ＩＰＵＭＳ 合作 ， 将各 自 数据库连接起来并免费用于学术研究 。 目 前 ，
ＩＰＵＭＳ 包含 1 9 世纪以

来多个国家 （包括中国第三次 ［ 1 9 8 2
］ 、 第四次 ［

1 9 9 0 ］ 人 口普查 ） 的微观数据 。 现在 ，
ＩＰＵＭＳ

数据还在不断增长 ， 其中最显著的是从 1 8 世纪开始到 2 0 世纪中期 ， 以数字抄本为基础的历史人

口微观数据 。 到 2 0 1 8 年 ， ＩＰＵＭＳ数据记录总量将扩展到 2 0 亿人次 。
③

ＩＰＵＭＳ 等基于人 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库尽管具有地理 、 人 口覆盖 面广的 优势 ， 但这类数据往

往只能反映一个或几个时点的横截面 （Ｃｒ ｏｓ ｓ
－Ｓｅ ｃｔ ｉｏｎａ ｌ） 微观数据 ， 无法对个人进行跨时点 的连

续追踪 。 与之相对的是基于历史 户 籍 、 族谱 、 教会 记录等长时段连 续记 录构建 的 长时段纵贯

（Ｌｏｎｇ
ｉ ｔｕｄｉｎａ ｌ ） 数据 。 虽然这些数据库往往只能覆盖

一些地区 ， 但可 以连续观察这些地 区居住人

口几十甚至几百年的行为活动 ， 成为研究历史社会发展与个人行为互动的重要材料 。 目前全球有多

个公开或半公开的大型历史微观数据库 ， 除上图涉及的 5 个数据库外 ， 还有加拿大历史人 口 计划

数据库 （ ＬｅＰ ｒｏｇ ｒａｍｍｅ ｄ ｅＲ ｅｃｈｅｒｃ ｈｅｅｎＤ 6ｍｏｇ ｒａｐｈ ｉｅＨ ｉ
ｓｔｏｒｉｑｕ ｅ

， 简称 
ＰＲＤＨ ） 、 瑞典乌米亚人

口数据库 （Ｕｍ ｅ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 ｈｉ ｃＤａ ｔ ａｂａｓｅ ， 简称 ＤＤＢ） 等 。 它们普遍涵盖
一

个或几个地区个人层

面的大规模人 口信息 ， 除人 口事件外 ， 往往还包含一定的个人或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信息 ．

由 于这类西方长时段微观历史数据库 的材料来源和结构具有
一定 的相似性 ， 本文着重 介绍

四个纳人上 图计算的数据库 。 ＢＡＬＳＡＣ 涵盖 自 1 7 世纪 以来第
一

代欧洲定居者至当代 的加拿大魁

北克地区约 5 0 0 万人 口 ， 通过对该地区 以婚姻证书为主的人 口事件记录进行电 子化转换 ， 并对

个人记录进行人际 、 代际连接 ， 重建亲属 网络和谱系 。
④ ＨＳＮ 是一个对荷兰全国人 口具有统计

意义的代表性人 口样本数据库 。 研究者通过对全国人 口 出 生记录进行随机抽样 ， 将 1 8 1 2 至 1 9 2 2

年 间在荷兰 出生的 7 8 0 0 0 人纳入其中 ， 并尝试查找和连接相关个人婚姻证书和死亡证书 。
另外 ，

除了这些
“

分散
”

的人 口事件记录之外 ， 近年来荷兰研究者还尝试 录入人 口 户籍资料信息 ， 以

① 1 9 8 6 年国 际历史 与计算 学会 （ＡＨＣ ） 成立 ，
1 9 8 9 年 牛津大学 出 版社 发起创 办 《历史 与计算 》 杂 志

（ Ｈｉ 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ｍ ｐｕ ｔ ｉｎｇ ，
参 见Ｒｏｂｅｒ ｔＪ ．Ｍｏｒ ｒｉ ｓ

，
”

Ｈ ｉ 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ｍ ｐｕ ｔ ｉｎｇａＮｅｗＭａ
ｇ
ａｚ

ｉ
ｎ ｅ

，

＂

Ｈ ｉ ｓｔｏｒ ｉ ｃａ ｌＳｏ ｃｉａ 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ｖ ｏｌ ． 1 5 ，


ｎｏ ．  1

，ｐｐ
． 1 1 8

－

1 2 0 ） 。 随后 美 国 也成立历史与计 算学会 ， 并于 1 9 9 6

年出 版同 名 期刊 （ｈ ｔｔ
ｐ ： ／ ／ｑ

ｕｏ ｄ ．

ｌ
ｉｂ ． ｕｍ ｉｃｈ ． ｅｄｕ／

ｊ
Ｚ

ｉ
ａ ｈｃ／） 。 这些学会 的重 要宗 旨 是让 历史 与计算科学更

好 、 更有效地结合 ， 以推动历史教学 、 研究 和历史作 品 的写作 。

② 2 0 世纪 3 0 年代后期 ， 弗 兰克 ． 劳伦斯 ？ 奥斯利 （ Ｆｒ ａｎｋＬａｗｒｅｎ ｃ ｅＯｗｓ ｌ ｅ
ｙ

） 使 用电子计算技术 分析人

口普査数据 以研究南北战争前美 国南方 的社会结构 。

③ＩＰＵＭＳ及其所含历史微观数据的介 绍 ， 参见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Ｋｅ ｌｌ
ｙ
Ｈａｌｌ ，Ｒｏｂｅ ｒｔＭｃＣａａａｎｄＧｕｎｎａｒＴｈｏｒｖ ａｌ ｄｓｅｎ ，

ｅｄｓ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Ｉ
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Ｈｉｓ ｔｏ ｒｉ ｃａ ｌ Ｍｉｃｒｏｄａ ｔａ

ｆｏｒＰ 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 ｎＲ 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Ｔｗ ｉｎ Ｃｉ
ｔ

ｉ
ｅ ｓ ：Ｍ ｉ

ｎｎ ｅｓｏ ｔａ

Ｐ
ｏｐ

ｕｌ ａｔ ｉｏｎ Ｃｅｎ ｔｅｒ ， 2 0 0 0
；Ｓｔｅｖ ｅｎ Ｒｕ

ｇｇ ｌ ｅｓ ，
＂
Ｂ ｉ

ｇ
Ｍ ｉｃ ｒｏｄａｔａ ｆｏ ｒ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Ｒ ｅ ｓ ｅａ ｒｃｈ

，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

5 1
， 2 0 1 4

，ｐｐ ． 2 8 7
－

2 9 7 ．

④ 加拿大巴 尔扎克人 口 数据库的信息 ， 可访 问 ｈ ｔ ｔ
ｐ

： ／／ ｂａｌ ｓａｃ ． ｕ
ｑ
ａｃ ． ｃａ／ｅｎｇ

ｌｉｓｈ／ ．

？
？ 1 1 7？



历 史 研 究 2 0 1 5 年第 2 期

期较
“

连续
”

地观察每个人 的生命历程 。
① ＳＥＤＤ 资料来源相较 ＢＡＬＳＡＣ和 ＨＳＮ 更为复杂 。 数

据库不但包含 9 个教区 的人 口 出 生 、 婚姻和死亡证书 ， 用 于构建个 人层 面的人 口 事件和家庭关

系 ， 还与相应教 区 的
“

人头税
”

册 以及 教会 问答测试记 录连接 ， 记录较 为详细 的 动态 家庭

构 成和 社会经济信息 。 其公开数据记录了 1 8 2 9 年至 1 9 6 8 年间 5 个教 区共 1 0 8 0 0 0 人
， 非公开部

分连续记录至 2 0 1 1 年 。
？ＵＰＤＢ 数据来源是这几个数据中最为丰富的 ， 包含的信息也最为全面 。

与其他人 口数据库类似 ， 生育 、 婚姻 、 死亡等人 口事件证书和 由 摩 门教会记录 的家族谱系 资料

是 ＵＰＤＢ 的基础 。 研究者将数据库与美 国人 口普査数据 、 犹他州选 民登记资料 、 犹他州 驾照信

息 、 医院出诊和手术记录 、 癌症登记资料 、 离婚登记 、 社会保险死亡登记等多种资料连接 ， 形

成一个包含 1 1 代 7 3 0 万人共 1 9 0 0 万条记录的大型微观数据库 。
③ 这些数据库不仅有助于学者深

入理解大规模人 口历史 ， 亦可为更广义的 社会科学 以及遗传学 、 医学和其他 自 然科学研究作 出

巨大贡献 ， 为开发珍贵历史资料的 巨大潜能创造条件 。

最近十几年里 ，

一些侧重东亚研究的 历史学者和研究团体意识到 ， 西方学术界构建量化历

史数据库使用的相关人 口 、 社区原始材料 ， 在中 国或东 亚地 区很早便广泛存在 ？
一些东亚地区

的历史人 口 微观数据 库 由 此陆 续 得 以 建立 。 如美 国 学 者 李 中 清 （ Ｊ ａｍ ｅｓＺ ．Ｌｅｅ ） ， 康 文林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Ｃａｍｐ ｂｅ ｌ ｌ） 从 2 0 世纪 8 0 年代起 ， 花费 2 0 多年时间 ， 建立基于八旗 户 口册和清代皇

室族谱资料 的 中 国 多代人 口 系 列数 据库 （ ＣｈｉｎａＭｕ ｌ ｔ ｉ

－Ｇ ｅｎｅ ｒａｔ ｉｏ ｎａｌＰａｎ ｅｌＤ ａｔ ａＳｅ ｒｉ
ｅｓ ， 简 称

ＣＭＧＰＤ ） 。

④ 该系列数据库包含辽宁 、 双城和 皇族三个子数据库 ， 其中前两个巳 经在 ＩＣＰＳＲ 网

站上对全球学界免费公开 。 辽宁数据库涵盖 1 7 4 9
—

1 9 0 9 年间辽东地区 2 6 万人 的 1 5 0 余万条记

录 。 双城数据库涵盖 1 8 6 6
—

1 9 1 3 年间黑龙江双城县 1 0 万人的 1 3 0 余万条记录 ， 并尝试与不同时

段 的家户地亩资料相连接 。 这些大规模 、 长时段的 微观历史数据包含丰富 的人 口 和社会经济信

息 ， 具有时间上的深度和空 间上 的广度 ， 对人 口统计学 、 家与家族 、 亲属关系 、 社会分层与流

动 、 卫生健康等多个学术研究领域有重要价值 。
⑤ 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大量类似的 户 口 册

资料 ， 如 日本的 户 口册 、 韩 国的户 籍大帐 、 台 湾 日 据时期户籍资料等 。 目 前这些相应数据库都

在各国研究者的 努力 以及国际学界的合作下不断完善 ， 对整个东亚历史人 口 和社会变迁 的研究

产生积极影响 ， 更为与西方社会进行长时段和微观层面的 比较研究提供更多便利 。
⑥

大规模历史微观数据库不仅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 也越来越为其他相关学科学者所看

重 ， 成为学术研究 的重要推动力 。 利用 Ｇｏｏｇ ｌ
ｅＳｃｈｏ ｌａｒ 的搜索功能 ， 统计五大国际微观量化数据

库和 中 国多代人 口数据库
一

辽宁部分在不 同学科领域内研究使用情况 ， 可以看 出 ， 所有数据库

在社会学 、 经济学 、 人 口学 、 政治学 、 生物学和健康学等非历史学领域都有普遍运用 。

① 荷兰历史人 口样本数据库 的信息 ， 可访 问 ｈ ｔｔ
ｐ

： ／ ／ｗｗｗ ． ｉ ｉｓ
ｇ

． ｎ
ｌ ／ｈｓａ／

．

② 有关瑞典斯堪尼亚经济人 口数据库的信息 ， 可访问 ｈｔｔ
ｐ

： ／ ／ｗｗｗ
． ｅｄ ． ｌｕ ． 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 ｅｓ／ ｓｅｄｄ ．

③ 有关美 国犹他人 口数据库 的信息 ， 可访问 ｗｗｗ ． ｈｃ ｉ ． ｕｔ ａｈ ． ｅｄｕ ／ｇ
ｒｏ ｕ

ｐ
ｓ／ ｐ ｐ

ｒＡ

④ 有关 中国多代人 口 数据库 的 介 绍 、 使 用 指南 、 数据 下 载 等 ， 可 访 问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ｉｃ
ｐ
ｓ ｒ ．ｕｍ ｉｃｈ ． ｅｄｕ／

ｉｃ
ｐ
ｓｒｗｅｂ ／ ＩＣＰＳＲ／ｓｅｒｉ

ｅｓ／ 2 6 5 ．

⑤ＪａｍｅｓＺ ．Ｌｅｅ
，ＣａｍｅｒｏｎＣａｍ

ｐ
ｂｅ ｌｌａｎｄ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 ，Ｃｈ ｉｎａＭｕｌ ｔ ｉ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ｎｅｌＤａ ｔａｓｅｔ
，Ｌ ｉ

ａｏｎ ｉｎｇ

（ＣＭＧＰＤ －

ＬＮ） 1 7 4 9
－

1 9 0 9  ：Ｕｓ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ｎＡｒｂｏ ｒ
，ＭＬＩｎ ｔｅｒ ｕｎ ｉｖｅｒ ｓｉｔ

ｙ
Ｃｏｎｓｏ 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2 0 1 0

；
Ｈｏｎｇｂｏ Ｗａｎ

ｇ 
ｅ ｔａ ｌ

．

 ’Ｃｈ ｉｎａＭｕｌ ｔｉ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Ｐａｎ ｅｌＤａ ｔａ ｓｅｔ

，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ＭＧＰＤ
－

ＳＣ）

1 8 6 6
－

1 9 1 3 ：ＵｓｅｒＧｕ ｉｄｅ
，ＡｎｎＡｒｂｏｒ

，

ＭＩ ：Ｉｎ ｔｅｒ
－

ｕｎ
ｉ
ｖｅｒ ｓｉｔ

ｙ Ｃｏｎｓ ｏｒｔｉｕｍｆｏｒ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ａｌ 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ａ
ｌ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

， 
2 0 1 3 ．

⑥ 有关这些 东 亚微 观历 史 人 口 数据 库 的 介 绍 和 对 比 研究 ， 参见 ＨａｏＤｏｎｇｅ ｔａｌ ．
，

＂

ＮｅｗＳｏｕｒ ｃ ｅｓｆｏ ｒ

Ｃｏｍ ｐ
ａｒａ ｔ ｉｖ ｅＳｏｃ ｉａｌＳｃ ｉｅｎ ｃ ｅ

：Ｈ ｉｓ ｔｏ ｒｉ ｃａｌＰｏ
ｐ
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Ｐａｎ ｅ ｌＤａ ｔａｆｒｏｍＥａｓ ｔＡｓ ｉａ ，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ｆｏｒ ｔｈｃｏｍ ｉｎ
ｇ ）

．

？ 1 1 8 ？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各数据库分学科 引用情况表 （
Ｇｏｏｇ ｌ

ｅＳｃｈｏｌ
ａｒ检 索

，
截至 2 0 1 4 年 1 月 ）

①
“

ＩＰＵＭＳＨ ＳＮＳＥＤＤＣＭＧＰＤＵＰＤＢＢＡＬＳＡＣ

总 数 4 6 8 0 1 8 0 6 9 1 3 1 4 6 0 5 3

历 史学3 5 2 0 1 7 26 6 1 3 1 3 0 0 4 9

社会学 2 1 0 0 1 0 2 2 5 8 9 1 2 1

经 济学 4 3 7 0 1 6 1 5 8 1 2 3 0 3 2 6

人 口学 3 5 8 0 1 5 8 5 0 1 1 6 5 9 4 1

政治学


4 2 9



7 1 2



1 7



4

生物学 8 9 0 6 2 2 4 4 8 1 2 3 2

健康学 2 9 6 0 1 0 9 4 8 81 3 1 0 3 5

总 的来说 ， 大规模量化历史数据库的建立 为整个学界提供了更为丰 富 、 灵 活而有效 的研究

资源 。 ＩＰＵＭＳ 的专 家们宣称 ， 对于他们 的数据库 ， 研究者只需要
一个稳定的 网络链接和

一

台个

人电脑就可以在任意地点展开研究 。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 构建大规模历史数据库并采用定量研

究方法 ， 必然促使他们从传统的文献解释研究模式向信息数据收集 、 数据挖掘 、 数据库建设和

记录分析与写作模式转变 。
这种研究方式 的大转变意义重大 。

三 、 量化历史数据库的学术价值

量化历史数据库是计算技术和结构数据的组合 ， 这种源 于方法 的更新带来史学研究形式的

改进 。 巴勒克拉夫认为 2 0 世纪后半叶 以来 ， 历史学 向其他社会科学寻求新方法 ， 突破旧史观和

研究框架已成必然 。 这使得社会科学在两个层 面上促进 了历史学 的新发展 ：

一是应用更加广泛

的社会科学思维范畴 ；

二是新的定量方法 的运用 。 这些影响最终推动了历史研究重心 的大转移 ，

从特殊转向一般 ， 从个别事件转 向普遍过程 ， 从叙事研究模式转 向结构分析模式 。

③ 量化数据库

研究模式及其在历史学 中的应用 ， 在有效扩展研究史料范围 和转变研究驱动模式 的同 时 ， 帮助

历史学家从更普遍 、 更基层的 角度发现隐藏 的史实与规律 ， 开展更具普遍意义的 国际 比较 ， 实

① 1 ． 数据依据 Ｇｏｏｇ
ｌｅＳｃｈｏｌ

ａｒ 搜 索引擎 ， 通过使用
＂ ＂

功能 搜索包含各数据库全称 的公开学术发表 ．

例如 ， 搜索
＂

Ｉｎ ｔｅ
ｇ
ｒａｔｅｄＰｕｂｌ ｉｃ Ｕｓ ｅＭ ｉｃｒｏｄａ ｔａＳｅｒｉｅｓ

＂

以获得 ＩＰＵＭＳ 相关条 目 数 目 ａ
 2 ． 分学科 引 用情

况数据 由搜索数据库全称加学科名 获得 。 如 搜索
＂

Ｉ ｎｔｅｇ
ｒａｔｅｄＰｕｂ ｌｉ

ｃＵｓ ｅＭ
ｉ
ｃｒｏｄａｔａＳｅｒｉ ｅｓ

＂

ｈ ｉｓ ｔｏｒｙ 以 获

得 引用 ＩＰＵＭＳ 数据库的学术发表成果 中 与历史学相关的条 目 。 这种简洁的搜索方式 ， 可以 比较不同学

科的引 用分布并在数据库之 间进行 比较 。 但不可避免的 是 ， 存在很小
一

部分搜索结果包含学科名关键

字但并非该学科相关文献 。 我们假定这些
“

噪音
”

检索条 目 在搜索不同学科关键字时 出现的概率相当 ，

所 以 对不同学科 的引 用分布趋 势没有很大影响 。 3 ． 需 要注意 的是 ，

一篇学术 文献往往涉及 多个领域 。

同一 文献可在多个领域搜索 ， 表格 内 的数据并 没有 相互排他性 。 4 ． 为统一检 索标 准 和结果 ， 表格 中

ＣＭＧＰＤ
相关数据仅包含 

2 0 1 0
年在

ＩＣＰＳＲ网站使用
“

Ｃｈ ｉ ｎａＭ ｕｌｔ ｉ

－Ｇｅｎ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Ｐａｎ ｅ ｌＤａ ｔａ

－Ｌ ｉａｏｎ
ｉ
ｎｇ

＂

名

称公开数据后 的 引 用文献 ， 这 些 只 占 基于辽 宁 多 代人 口 数据库 发表 的学术 研究成 果 很小一部 分 。

ＣＭＧＰＤ的 另
一

个子数 据库双城 多代人 口数据库 （ Ｃｈｉ ｎａＭｕｌ
ｔ ｉ

－Ｇｅｎｅｒ ａ ｔｉ ｏｎａｌＰａｎｅ ｌＤａｔａ
－

Ｓｈｕ ａｎｇｃｈ ｅｎｇ ）

已 于 2 0 1 4 年在 ＩＣＰＳＲ 网站免费公开 ， 但公开 时间 较短 ， 没有纳人表格 。

②Ｐａｔｒ ｉｃ
ｉ
ａＫｅ ｌ ｌｙＨ ａ

ｌｌ
，
Ｒｏ ｂｅｒ ｔＭｃＣａａａｎｄＧｕｎｎａｒＴｈｏｒｖａｌｄｓｅｎ ，

“

Ｉｎｔ ｒｏ ｄｕｃｔ ｉ
ｏｎ

：Ｉ 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Ｈ ｉ
ｓｔｏ ｒ

ｉ
ｃ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ｄａｔａ
—ＡＮｅｗ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 ， 

“

ｉｎＰａｔｒ
ｉ
ｃ

ｉ
ａＫｅ ｌ ｌｙＨａｌｌ ，Ｒｏ ｂ ｅｒ ｔＭｃＣａａａｎｄ

ＧｕｎｎａｒＴｈｏ ｒｖａ
ｌｄ ｓ ｅｎ

，ｅｄｓ ．
 ，Ｈａ 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Ｈ 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 ｌＭｉｃｒｏｄａ ｔａ

ｆｏｒＰｏｐｕ ｌａ ｔ ｉｏ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ｐ
． 3

－

1 0 ．

③ 杰弗里
？ 巴 勒克拉夫 ：

《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 ， 杨豫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 出版社 ，
1 9 8 7 年 ， 第 7 4

、
7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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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史学研究的突破与转变 。

（

－

） 扩大史料范围和史学研究基础

量化数据库方法对分析大规模 的 系统性 、 连续性历史材料非常有效 ， 在扩展几乎所有史学

研究 门类材料范 围的 同时 ， 为克服史料繁芜提供重要思路 ， 可使史学家们从传统的
‘‘

选精
”

与
“

集粹
”

研究方法中超脱出来 ， 对
“

大人 口
”

、

“

长时段
”

的整体史学研究颇有帮助 。 大规模 、 同

类型 的群体性记录广泛存在于历史材料 中 ， 但过去往往被历史学家忽略或无法运用 。 历史因果

关系是
“

多种事物互为 因果的复杂关系
”

， 普通逻辑思维本就
“

难济事
”

，
① 个人层面的微观材料

又繁芜庞杂 ， 如果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几乎无法开展系 统性整体研究 ， 史料的学术价值无法被

开发 。 就国际史学来说 ， 警察记录 、 税收记录 、 人 口调查资料 、 遗嘱 、 市政委员 会的诉讼 、 教

堂登记 、 新 闻报纸 、 选举统计和人 口史 领域 内 的家族谱与人 口 登记材料等均是在量化历史数据

库建立后 ， 首次为学者系统利用 ，
对研究选举与政治史 、 商业周期史以及历史人 口 学和家族等

重大 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
？ 近些年笔者

一

直从事的 中 国大学生学籍卡数据库构 建及研究亦如此 。

学籍卡是近现代教育史上常见材料 ， 但在建立量化数据库之前 ，

一

直不 能为 中 国史学界深入利

用 ， 通常只为佐证某位名人的求学经历等 。 学籍卡数据库 的建立 ， 为分析整个大学生群体的 社

会来源与社会流动等学术 问题提供 了可能 。
③

中国历史文献中类似材料非常丰 富 ，
量化数据库的构建 与研究可 以有效发挥它们 的学术价

值 。 笔者认为传统官方文献 中至少有三类非常适合数据库化和定量研究 。 第
一

，
历代户籍材料 。

中 国约 自 战 国时期 已有户籍制度 ， 秦统一后逐渐形成规模 ， 经三国及南北朝时期的 调整 ， 隋唐

后 已经非常完备 。 这个过程中 ， 户籍登记材料得以 累积并逐渐完 善 。 明 代以来 的黄册更是蔚为

壮观 。 这些连续长达两千多年的户 口 材料是数据库与量化研究的绝好素 材 。 第二 ， 与户 籍材料

相伴随 同样历史悠久的土地及财产 占有与分配登记材料 。 西周 以来 ， 中 国 土地赋役制度经历井

田 制 、 屯 田制 、 均 田 制 、 府兵制 、 均税法 、

一

条鞭法 、 摊丁入亩到 现代土地改革多次调整 ， 但

每个新制度下 ， 对土地数量丈量 、 归 属权益的 明确 以及相关赋税情况都有庞大记录 ， 这些重要

材料非常适合数据库化研究 。 第三 ， 自 隋唐 以来 ， 考试 （考核 ） 就成为 中 国社会选拔精英人才

的重要方式 ， 历代皆有数量惊人 的科考或官员 铨选材料 ，
这些材料历时长 ， 系统化程度 高 ， 是

不可多得的量化数据库素材 。 李 中清
一

康文林研究组 目前正在收集此类教育与官员 考核史 料 ，

以构建两个新的全国性量化历史数据 库 。

一个是 由 李 中清 、 梁晨负 责的 民 国大学生学籍信息数

据库 。
目 前已 收集 、 输人近 1 0 万民 国大学生 的学籍信息 ， 对民 国大学生社会来源问题研究很有

帮助 。 另
一

个是康文林负责的清代 《缙绅 录 》 资料的数据库化和量化分析 。 目 前 已确定 《缙绅

录 》 涉及 5 0 万官员超过 2 6 0 万条个人记录 ， 对系统分析清代官员人际网络和职位波动意义重大 。

以上三方面材料及相关研究问题是中 国历史研究 的重点与热点 。 以这些材料来构建大型量化历

史数据库 ，
对重大历史选题研究 的突破和为教师提供教学素材等都非常有利 。 此外 ， 民 间材料

① 吴承明 ： 《经济史理论 与实证 ： 吴承 明文集 》 ， 刘兰兮整理 ， 杭 州 ： 浙江大学 出 版社 ，
2 0 1 2 年 ， 第 3 3 9 页 。

②Ｈｅ ｉｎｒ ｉｃｈＢｅｓ 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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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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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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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相关成果参见梁 晨 、 李 中 清 等 ：
《无 声 的革命 ： 北 京大 学与 苏 州 大 学学生社会来 源 研究 （ 1 9 5 2

—

2 0 0 2 ） 》 ， 《 中 国社会科 学 》 如 1 2 年第 1 期 ； 梁晨 、 张浩 、 李 中清等 ： 《无声的革命 ： 北京大学 、 苏州大

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 1 9 4 9
一

2 0 0 2 ） 》
， 北京 ： 三联书店 ，

2 0 1 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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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族谱 、 商业机构账册等都是适于构建量化数据库的重要资料 。

大数据库通常涵盖某一范 围内所有参 与者或构成者的 状况 ， 量化方法又能系 统 、 细致地研

究或描述不 同规模群体的多种信息 。

一些多变量分析方法还能 同时 比较多个 因素与结果的相 互

关系 ， 或者在考虑到 结果 与其他因 素相互关联的 情况下 ， 估计特定 因素与结果的 统计相关性 。

这不仅能帮助研究者更深人理解各种 因素 的变化与彼此关系 ， 还能兼顾所有个体的影响与权重 ，

很大程度上避免选择资料时的疏漏与偏废 ， 可弥补史学家惯用 的
“

选精
”

与
“

集粹
”

研究方法

之缺陷 。 李伯重认为 ，

“

选精
＂

与
“

集粹
”

研究方法 ， 前者是
“

从有关材料中选取
一

两种据信是

最重要或最有
‘

代表性
’ 的 ， 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

”

； 后者是在研究
“
一个较长时期或

一个较大

地 区中 的重大历史现象时 ， 将与此有关 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 出来加 以取舍 ， 从中挑选 出 若干最

重要或最有代表性的 ， 集 中到一起 ， 合成
一

个全面性证据 ， 以求勾 画 历史现象的全貌
”

。 他认为

这两种方法是史学家惯常使用 的 ， 但在本质上并无大异 ， 其特点都是通过从史料 中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例证推导 出 结论 。
研究者常将

“

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 的现象普遍化
”

， 从而可能丧失真

实性 ，
导致研究结果具有

一

定不可靠性 ， 需要加 以改进 。
① 量化数据库研究在处理海量材料上的

能力 ， 在
一定程度上可 以解决史学研究 中

“

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 ，
甚至难以把握边际

”

的 困难 ，

避免
“

或分门别类 ， 缩短战线 ； 或随意 比附 ， 看朱成碧
”

的研究 困境 。

？

（
二

） 善于 发现隐藏史实 ，
改进研究驱动模式

量化研究的
一

个重要优势是 ， 能够发现靠传统文献阅读无法发现的隐藏在历史资料堆 中的

史实 。 与传统计量史学强调高级统计方法和侧重 因果 推论不同 ， 大规模微观量化数据库最根本

的优势在于 ， 可 以帮助研究者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 ， 得 出基础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发现不 同因

素间基本的相互关系 。 当然 ， 通过巧妙 的研究设计和 逻辑推导 ， 研究者 同样可 以基于这些
“

大

数据
”

得 出 因果推论 。 同时 ， 这种基于量化数据库 的基础性统计描述有很大兼容性 ， 对系 统的 、

可归类的文字信息也

？

有很好的分析能力 ， 这使得 它为帮 助史学家发现传统文献阅读无法察觉到

的历史因素 的相关性 ， 对话 已有的学术理论和观点 以及进行更为复杂的研究分析提供了基础 。

以 大规模数据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还能较好纠 正研究的主观性 ， 实现研究从常见的理论或 问

题驱动转 向数据或经验驱动 ， 在发现真实历史 的同时修正过去的讹误 。

③ 我们强调的构建量化数

据库应是一个整理 、 开发历史材料 的客观过程 。 设计合理 的量化数据库 ， 应首先完整体现史料

所记 录的原始信息而非研究者对数据的主观判断和 改动 ， 将 主观处理和理解数据库的操作空 间

留 给数据库使用者 ， 并在设计上为数据库使用者依据当前数据生成需要 的新变量提供可能 。 不

同于 以存档和检索为 目 的的文史资料数据库 ， 构建量化数据库的 初衷在于方便研究者直接对数

据进行量化分析 。 量化数据库所包含的信息既可 以直接来 自史料中 的数字记录 ， 如人 口 、 税赋 、

田 亩等 ， 也可 以对文本资料如传记 、 名 录等进行系 统编码 。 量化数据库 的形式往往是
一个或多

个数据表格 。 虽然具体数据结构可能因材料类型 、 内 容及其他特点而不同 ， 但绝大部分数据表

格的设计都是每列包含一个 因素或类别 （ 即变量 ） 的信息 ， 每行代表
一

个最低层次 的研究个体 ，

例如某人 、 户 等 。 对这些数据库的量化分析 ， 实际上就是通过统计软件对大规模研究个体 （行 ）

① 李伯重 ： 《理论 、 方法 、 发展趋 势 ： 中 国 经济 史研 究新探 》 ， 北 京 ： 清 华大 学 出 版 社 ，
2 0 0 2 年 ， 第

1 1 0
—

1 2 1页 。

② 桑兵 ：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
——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 出版 》 ， 《历史研究 》 2 0 0 8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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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 同 因素 （列 ） 之间相互关系 的统计分析 。 这种量化分析本身并不依赖任何单个或正反方事

件参与者的叙述 ， 相对简单 、 明确的 数量关系也可 以 避免表达上的主观与刻意 ， 可以更好避免

研究者基于 自身认知或经验所形成的预设观点对研究结论的 影响 ， 减少研究时的
“

先入为主
”

，

并方便重复验证 ， 得 出 的规律性现象或结论也更可靠 。 因此
， 只有保证数据库最大程度地反映

历史材料的原有信息 ， 才可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

构建量化数据库尤其是大规模微观量化数据库能够更好地推动历史研究 ， 其原因 主要在于 ，

相 比传统史学的
“

选精
”

、

“

集粹
”

或是新经济史研究 中 常见 的集合数据 （ Ａｇｇｒ ｅｇａ ｔｅ
Ｄａ ｔ ａ ）

， 量

化数据库能够提供更加全面 、 系 统和微观的信息 。 在获取历史事实方面 ， 仅仅依靠对各变量最

简单 的描述性统计 ， 如频数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比例 、 列连表等 ， 量化数据库就可以提供许多

集合数据或个案研究无法提供的信息和视角 。 这一点 在结合历史数据往往覆盖长时段的特性时

作用尤为 明显 。 更重要的是 ， 这些简单的统计描述仅反 映数据库 的客观情况 ， 不 同的数据库使

用者可 以如 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重复检验 。 目前许多定量历史研究 在解释历史现象方面依靠 自然

实验 （ Ｎａｔｕ ｒａ ｌＥｘｐ ｅｒ ｉｍ ｅｎ ｔ ） 的 设 定 ， 借 鉴 现 代 计 量 经 济 学 如 工 具 变 量 （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 ｔａ ｌ

Ｖａ ｒｉ ａｂ ｌｅ ） 、 双重差分法 （ Ｄｉ ｆｆ ｅｒ ｅｎ ｃｅ ｉｎＤ ｉｆ ｆｅｒｅｎｃ ｅ） 、 断点 回归 （ Ｒｅｇｒｅ ｓｓｉｏｎＤｉ ｓｃ ｏｎ ｔｉｎｕｉ ｔｙ） 、 倾向

值匹配 （ Ｐｒｏｐ ｅｎｓ ｉ ｔｙ
Ｓｃ ｏｒｅＭａ ｔｃｈｉ ｎｇ） 等前沿技术进行因果推断 。

① 这些统计方法的运用往往需

要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和 分布引 入许多较强 的假设 。 尽管很多假设并非直接针对数据 的局限性 ，

但是有限的数据往往限制 了研究者对假设合理性的检验 ， 从而增 加 了研究结论受研究者选择方

法的主观性影响 的风险 。 而大规模量化数据库 的构建 ， 无疑 可 以提供更多微观 、 有效的 信息 ，

提高统计功效 ， 为大规模历史数据与复杂统计模型分析的结合提供条件 。

（
三

）
为国 际比较和 多学科合作创造精准的数据基础

国际 比较和多学科合作研究是很多 大规模历史研究项 目 追求 的重要 目 标之一 ， 但很多历史

现象本身蕴涵复杂的信息 ， 直接进行跨国 、 跨文化比较研究 困难重重 。 李伯重指 出 ， 比较是史

学 （特别是现代史学 ） 的基础 ， 但在进行比较研究时需认真考虑研究对象是否具有可 比较性 ，

有无
一

致 的时空范围 以及是否具备合适的 比较标准 ， 而数据 的优点使得量化 比较成为 比较史学

中最成功 的部分 》
？ 量化数据库则致力于从文献史料 中系 统抽取相对明确 的信息 ， 如传记履历或

人 口调查材料中 的生卒年份 、 职业身份 、 财富收人等 ， 通过编码处理供计算机分析 。 这些信息

基本都有普遍通用 的含义 ， 适合进行跨地 区 、 跨 国界 比较 。 加之定量方法的客观性与 可 比性 ，

这削弱 了材料与结论的意识形态和 国别属性 ， 可 以保证国 际 比较 的事实基础可靠 ， 比较的结果

相对准确 ， 容易形成共识 。

由多 国社会科学家组织开展 的 欧亚人 口 和家 庭史项 目 （ Ｅ ｕｒａｓ ｉ ａｎＰｏ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ｍｉ ｌｙ

Ｈ ｉ ｓ ｔｏｒ ｙ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 简称 ＥＡＰ ） ， 可视为近些年来利用大规模微观数据研究进行国 际 比较的 范例 。

① 有关计量分析与历史相关研究结合部分具体实例 的 中文讨论 ， 参见 孙圣 民关于 ＲｏｂｅｒｔＦｏｇｅ ｌ
，Ｄｏｕｇ ｌａｓ ｓ

Ｎｏｒｔｈ 和 Ｄ ａｒｏｎＡｃ ｅｍｏ
ｇ ｌ
ｕ 等人研究的介绍 。 （孙圣 民 ：

《历史计量学五十年
——经济学和史学范式 的冲

突 、 融合与 发展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2 0 0 9 年第 4 期 ） 近 年来基于微观历史数据定量研究 发表论文众多

但较分散 ， 很多都 出现在经济学 、 政治学 、 社 会学 、 历史学等学科 国 际主流甚至顶 级期刊 。 读者亦可

通过 Ｃ ｌ
ａｕｄｅＤｉｅｂ ｏｌ ｔ 对近年来发表在计量史学专 门 期刊 Ｃｌ ｉ ｏｍｅ ｔｒｉ ｃａ 上论文 的 总结 ， 集 中 获取一些研究

实例 。
（
Ｃ ｌａ ｕｄｅＤｉｅｂｏ ｌｔ ，

＂

Ｗｈｅ ｒｅ Ａｒｅ ＷｅＮｏｗｉｎ Ｃｌ ｉｏｍｅｔ ｒｉｃ ｓ ？

＂

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 ｌＳｏｃｉａ ｌ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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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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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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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伯重 ： 《量化史学中 的 比较研究 》 ， ｈｔ ｔｐ ： ／ ／ｈ ｉｓ ｔｏｒｙ
，ｏ ｒｉ ｅｎ ｔ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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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4 年以来 ， 来 自 欧洲 、 美国 、 日本和 中 国等 国家的人 口 史学家 、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 ， 将比

利时 、 中国 、 意大利 、 瑞典和 日本等国 1 0 0 个村庄的个人层面微观数据分别建成量化数据库 ， 通过

构建标准统
一

、 便于 比较 的统计模型 ， 分析死亡 、 出 生
、 婚姻等多种人 口 行为与社会环境 的互

动 。 该系列研究成果集 中关注 中西方社会人类行为的空 间差异及其与人类意志的关系 ， 挑战 了

现有传统研究下的某些经典宏大理论 ， 对人口 学 、 历史学及社会学等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

量化历史数据库的构建还能为社会科学家提供强大且灵活 的研究资源 ， 推动历史学与其他

社会科学的优势整合 。 传统史学研究 ，

一

般通过文献资料收集和学者个人化解读 ， 梳理出历史

史实 。 这些史实通常可以成为其他学科的认识基础与判 断依据 ， 但 由于研究方式不
一致

， 大部

分描述性 的历史材料或结论 ， 较难直接应用 于其他学科相对系 统和量化 的研究方法 ， 进而阻碍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 通过对史料整合 ， 构建量化数据库 ， 历史材料转变成可直接适用于

定量分析研究 的数据 ， 成为历史学 和其他 学科均可直接分析利用 的
一手材料 ， 而不是难以

“

消

化
”

的描述性史实 ， 为实现历史学科研究方法的 多样化 ， 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 自 然科学 的

交流互动提供基础 ， 提升历史学的学术价值 。

此外 ， 量化历史数据库大多 向 学界开放 ， 这意味着会有更多不 同学科 的研究者和研究方法

投人历史材料 的解读和分析中 ， 丰富历史研究的形式和成果 ， 形成与传统历史学家
“

单打独 斗
”

不同 的局面 。 如中 国多代人 口 数据库
一辽宁部分 ， 早期主要 由 研究组成员 及其合作者使用 ， 但

随着数据材料于 2 0 1 0 年对学界在线 开放 ， 巳 有越来越多数 据计划成员 （李 中清
一康文林研究

组 ） 以外 的学者开始使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 ， 成果数量甚至超过了李中 清
一

康文林研究组本身 。

这只是各大公开量化数据库对学界贡献的
一个缩影 。 量化数据库 的构建与公开 ， 对学术发展 的

贡献显然已超出单个学者或研究组的能力范 围 。

四 、 量化数据库运用 中 的挑战与机遇

构建数据库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
“

现代化
”

、

“

科学化
”

的一个重要途径 ， 但

现代方法与古老学科 的结合可能存在很多 困境与挑战 。
巴勒克拉夫认为 ， 历史学者往往有一种

“

心理障碍
”

， 对新研究方法不容易接受 。
② 还有学者认为 ， 相较于其他学科 ， 计算机技术在历史

研究 中的应用状况并不好 ， 这不是 因为计算机技术不够发达 ， 而是历史学家没有学会使用新技

① 该计划 的重 大研究 成 果 已 由美 国 麻省 理工学 院 （ＭＩＴ ） 出 版社 集 结 成 三册 系 列专 著 出 版 ， 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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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杰弗里 ？ 巴勒克拉夫 ： 《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 ， 第 3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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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甚至对新方法抱有很强的偏见和反感 。
？ 因此 ， 即便定量分析明显为

“

描写大人口群 的历史

提供了 巨大机会
”

， 但
“

很多从事流行文化与社会研究的历史学家对这
一

方法却非常 消极
”

。
？ 这

些论断未必完全正确 ， 但历史学家运用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确实存在很多挑战 。

在 中 国 ， 这种挑战似乎更严峻 。 欧美不少大学早 已设立专门 机构 ， 研究计算机技术在人文

学中 的应用 ， 并依托其来培训学生 ， 打造未来学者 。 英 国普利茅斯大学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

英国选举数据为例 ， 训练历史专业的学生掌握基础数据分析方法 ；

③ 牛津大学在很多人文领域进

行计算机研究和拓展 ， 包括人文计算 中心 、 牛津文献档案馆 、 人文 中心等 ； 格拉斯哥大学有人

文高级技术与信息 中心 ， 鼓励使用信息技术开展人文研究和教学 。 美 国几十所大学设 有专 门机

构研究量化史学方法 。 普林斯顿大学 、 罗格斯大学 以及弗吉尼亚大学设立人文电子 文献 中心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也有类似机构 。
？ 国 内在此方面却几乎还是

一片空 白 。 钱学森先生 3 0 年前

就呼吁 中 国史学界要加强对学生的计算机技术教育 ， 开设系 统科学 、 电子计算机和高等数学等

课程 ， 培养定量研究专门人才 ， 以能运用系统的科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 。
⑤ 但这

一

倡议并未引起

重视 。 而 自 中学就实行的文理分科和历史等传统文科对科学方法教育 、 应用的漠视使 未来史学

家在掌握新方法上遇到更多困难 。 最近几年 ，

一些外 国学者开始尝试 以暑期班 的形式在国 内 大

学开设量化史学课程 ， 如 2 0 1 1 年起 ， 康文林 、 李中清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
“

中 国多代人 口数据

库暑期学校
”

， 陈志武于 2 0 1 3 年起在清华大学组织
“

量化历史研究班
”

。

？ 他们希望将大数据量

化分析方法教授给 国 内史学新秀 。 但在授课过程 中 ， 主讲教师意识到 国 内年轻史学工作者对史

料有较深的理解和掌握 ， 但对基本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则 比较陌生 ， 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

当下的多数历史学者 ， 不仅在掌握量化数据研究技术与方法上存在很大 困难 ， 接受与适应

这种社会科学化的研究组织与管理模式也不容易 。 构建量化数据 库通常包括数据采集 、 数据分

类 、 数据编码 、 数据存储 、 数据信息挖掘和定量分析等多个环节 ， 数据库建成后还可能需要数

据管理和维护等多种工作 。 相对于 以数据为 中心的
“

科学化
”

、

“

电子化
”

研究方式 ， 传统史学

研究显得有些手工艺式的陈旧 。
？ 历史学者从事研究时多是

“

单打独斗
”

， 而构建大规模 、 量化

史学数据库并对其进行分析与研究 ， 通常需要构建起
一

个研究团 队 ， 由 多学科专业人员 合作参

与 。 这种社会科学化的研究 ，
无论对经费还是组织管理都有相 当要求 。 另 外 ， 量化历史数据库

要发挥更大学术价值 ， 开放是非常关键的 。 李 中清
一

康文林研究组的 中 国多代人 口数据库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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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弼德领导下 的 哈佛大学 中 国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 （ 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ｇｒ ａｐｈ
ｉ ｃａ ｌ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 简称

ＣＢＤＢ ）
① 以及耶鲁大学 自 1Ｍ 9 年 开始建立 的人类 关系 地 域文件 库 （ Ｈ ｕｍ ａｎＲｅ ｌａ ｔｉｏｎｓＡ ｒｅａ

Ｆ ｉ
ｌｅ ｓ ， 简称 ＨＲＡＦ ）

？ 等都实现 了在 线公开 ， 方便全球学 者利用 ， 这与过往那种将 珍贵史料
“

敝帚 自 珍
”

的做法也完全不同 。

不过 ， 面对
“

大数据
”

时代量化研究 的大趋势 ， 历史学者绝非
“

赤手空拳
”

， 只能消极 被动

接受转变 ， 而是有其独到的比较优势 。 历史 学者掌握的众多史料 、 丰富 的历史知识以及考 据等

研究方法等对量化研究历史资料来说都是必须 的 。 量化数据库方法要在历史乃至社会科学研究

领域发挥更大价值 ， 历史学者 的作用不可或缺 。 实际上 ， 尽管使用数据进行分析 的多为非历史

学者 ， 但前文介绍的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公开数据整合 中心之
一

 ＩＣＰＳＲ 和几个重要量化历史数据

库 ＩＰＵＭＳ 、 ＨＳＮ 、 ＳＥＤＤ 、 ＣＭＧＰＤ 的项 目 发起人或领导者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 这说 明历

史学者不仅能够参与 ， 而且对于这些 国际主要量化数据库项 目 的成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③

历史学者在研究中认识和处理史料 的宝贵经验 ， 是构建量化数据库 和进行后续分析不可或

缺的 。 量化数据库的构建与研究 ， 必须依托于统
一

的制 度性定义或标准化结构的 信息材料才能

完成 ， 但历史材料的丰富性 、 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构建系统 、 直观 的量化数据库 的障碍 。 如郭

松义 曾分别研究清代在京山西商人和司法审判 中私通行为 ， 前者有 1 3 6 宗样本 ， 后者有 4 0 3 宗案

例 ，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体量并不大 ， 但这些个案分散在
“

乾隆朝刑科体本
”

、

“

宗人府来文
”

、

“

内务府来文
”

、

“

八旗都统衙门档案
”

、

“

刑法部档案
”

以及 《刑案汇览 》 、 《刑案汇览续编 》 等众

多官方文献 以及如 《资政新书 》 、 《樊 山政书 》 等海量个人文献 中 。 对缺乏史学训练 和长期研究

积累 的非历史学者来说 ， 了解这些史料并找到所需研究个案是非常困难的 》
？ 又如 ， 前文提到 的

ＳＥＤＤ 数据库 ， 整合 了 出生 、 婚姻 、 死亡三类登记册 以及税册和教会考试册等多种材料 。 如果没

有对各种历史材料的深入理解 ， 很可能会在整合不同 资料构建量化数据库的 过程中产生种种问

题 。 构建量化数据库并非单纯将历史材料
“

电子化
”

， 而是需要凭借历史学者对原始材料 的深刻

理解 ， 创造性地进行归类和整合 。

在选定和整理好原始史料后 ， 对史料中包含 的具体信息 的分类与编码依然需要依赖历史学

者的专业知识 。 由于时代背景错综复杂 、 史料建立和涵盖的 时间长短不
一

， 史料记录 的 内 容可

能不一致或不完整 ， 且难以今 日 的常识直接理解 。 此外 ， 单
一历 史材料也可能包含多种类型 和

层次的信息 ， 比如人 口 户籍材料不仅包含个人信息 ， 也可能包含家户 成员关 系和土地 、 财产构

成等信息 ， 往往需要 细致 、 全面地理解 和辨别 。 因此 ， 将史料记 载的复杂信息灵活妥当 地分类

并设计变量编码方式并非简单依靠电脑技术或其他模版即可完成 。 这种史料 的复杂性
一直是历

史研究的难点 ， 同时也是历史学者学习 、 训练和研究 的重点 。 历 史学者对史 料文献 中各种信息

的真伪与具体含义的把握优于
一般的非历史学者 。 历史学者在长斯训练 、 研究 中积累起来 的专

① 参见该数据库官 网 ： ｈｔ ｔ
ｐ ：

／ ／ ｉｓ ｉｔｅ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 ｅｄ ｕ／ ｉｃｂ／ ｉ

ｃｂ ．
ｄ ｏ？ｋｅｙｗｏｒｄ

＝

ｋ 3 5 2 0 1 ＆
ｐ
ａ
ｇ
ｅ ｉｄ
＝

ｉｃｂ ．

ｐ
ａｇｅｌ 4 5 3 7 4 ．

② 详情参见官 网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ｙ
ａｌ ｅ ． ｅｄ ｕ／ ｈｒ ａ ｆ／ ．

③ ＩＣＰＳＲ 中 心主任乔 治 ？ 奥 特 （ Ｇｅｏｒ
ｇ
ｅＡ ｌ

ｔｅｒ ） ，ＥＡＰ 计划领 导 者及 ＣＭＧＰＤ 数据项 目 发起人李 中 清 、

Ｈ ＳＮ 项 目 及 欧洲 历 史 人 口 数 据 网 络 （ Ｅｕ ｒｏ
ｐ
ｅａｎＨ ｉｓ ｔｏｒ

ｉ
ｃａ ｌＰ ｏ

ｐ
ｕ ｌａ ｔ ｉｏ ｎＳａｍｐ

ｌ ｅＮｅ ｔｗｏ ｒｋ
） 计 划 领 导 者

凯斯 ？ 曼得麦克斯 （ＫｅｅｓＭａｎｄｅｒｍａｋｅｒｓ ） ，ＩＰＵＭＳ 项 目 主任斯蒂芬
？ 鲁格斯 （ Ｓ ｔｅｖ ｅｎＲｕｇｇｌ

ｅｓ ） 、
ＥＡＰ

领导者及 ＳＥＤＤ 项 目主要负责人汤米 ？ 本特森 （ Ｔｏｍｍ
ｙ
Ｂｅｎ

ｇ
ｔｓ ｓｏ ｎ ） 均为历史学 （或经济史学 ） 博士 。

④ 相关研究及材料状况分别参见郭松义 ： 《清代北京 的 山 西商人——根据 1 3 6 宗个人样本所作 的分析 》 ，

《 中 国经济史研究 》 2 0 0 8 年第 1 期 ； 《清代 4 0 3 宗 民刑案例中 的私通行为考察 》 ， 《历史研究 》 2 0 0 0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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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历史知识是构建 、 研究量化历史数据库工作必不可少 ， 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保证 。

历史学家对当时社会 、 人文环境的认识 比较全面和深入 ， 在对各种历史文本信息的解读和

对分析结果诠释方面 ， 往往也拥有 比较优势 。 随着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 展 ， 尤其是文

本挖掘 （Ｔ ｅｘｔＭ ｉｎｉｎｇ） 技术的进步 ， 使得分析人物传记 、 文学手稿等结构较为复杂的文本材料

成为可能 。 例如哈佛大学学者让
－

贝 普提斯特 ？ 米歇尔 （ Ｊ ｅａｎ
－Ｂａｐｔ ｉ ｓｔ ｅＭｉｃ ｈｅ ｌ ） 和耶瑞兹 ？ 列博

曼 ． 艾登 （ Ｅｒ ｅｚＬ ｉ ｅｂ ｅｒｍａｎＡ ｉｄｅｎ） 领导的研究组于 2 0 1 1 年在美国 《科学 》 （ Ｓｃｉ ｅｎｃ ｅ ） 杂志上发

表 《基于百万电子化图书对文化 的定量分析 》 （ Ｑｕ ａｎｔ ｉｔ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ｙｓｉ ｓｏｆＣｕｌｔｕ ｒｅＵｓ

ｉ
ｎｇ
Ｍｉ

ｌ
ｌｉｏｎｓ

ｏ ｆＤ ｉｇ ｉ ｔ ｉｚ ｅｄＢｏｏｋｓ ） ， 通过
“

谷歌图书计划
＂

（Ｇ ｏｏｇｌ ｅＢｏｏ ｋ ｓＰｒｏ
ｊ
ｅ ｃ ｔ） 得 以构建涵盖人类印刷 出版

物 4 ％的电子文字数据库 ， 并量化分析 1 8 0 0
—

2 0 0 0 年 间英文语言应用所反映的文化趋势 。 通过

词典编纂 、 语法进化 、 集体记忆 、 技术传播 、 名 誉获得 、 文字审査 、 历史传染病学等方 面 的分

析实例 ， 他们很好地展示了如何通过构建大规模量化数据和应用简单统计方法 （仅仅是对特定

词语的 出现频次统计 ） 认识历史和发现新知 。
①

历史学家对具体史实的细致把握 ， 往往能够弥补大规模定量分析注重整体推论但部分忽视

或无法理解具体演变过程和机制 的弊端 。 量化历史数据库的应用并非鼓励纯粹定量分析 ， 而是

需要传统史学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互补 。 在量化数据库的分析过 程 中 ， 社会科学化 的定量分析优

势在于对多变量相对作用的分析 ， 以及对整体统计或 因果关系 的概括 ， 然而对具体作用机制 和

社会 、 经济 、 制度环境 的认识往往较为表面 。 而传统研究擅长结合丰富的相关史料 ， 深人理解
一些典型个案 ， 这无疑对研究设计和具体分析助益 良多 。

更为重要的是 ， 研究者需要有对特定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 ， 才能选择合适 的定量分析方法

并正确解读分析结果 。 进行 以量化数据库为基础的 研究分析 ， 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首要 问题是选

取构建数据库的史料是否存在选择性偏误 ， 即这些材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 时的社会现实 ，

能够反映哪些特定人群 、 特定条件下的具体情况 ？ 只有对数据来源 的选择性有充分认识 ， 才可

能避免错误解释分析结果或过分夸大结论的代表性 。 而这些必要的历史背景往往是通过传统文

本分析获得的 。 因 此 ， 史学研究方法一方面可 以深化对定量分析结果的 理解和解释 ， 另 一方面

也可以对定量分析结果和定性研究结果进行经验 比较 ， 通过多种研究方法 的结合减少主观性风

险的影响 ， 提高对研究对象全面 、 深入 的整体认识 。

“

数量分析本身不是 目 的 ， 只是认识 的手

段
＂

，
？ 这些定性分析 ， 对于以复杂的人类行为 为研究主题 的社会科学必不可少 。 对新一代历史

学者来说 ， 要将科学方法融人到传统研究 中去 ， 既不能 因循守 旧 ， 也不可 以盲 目 推崇新方法完

全替代旧方法 。

五 、 无限可能 ： 量化数据库与
“

求是型学术
”

在中 国

对史学研究来说 ， 构建量化数据库是兼及史料整理和 问题研究的 重要工具 ， 代表历史学未

来发展的
一个新方向 。 其尊重材料 、 注重探求事实本源 的方法导向 ， 与历史学 的学术传统契合 。

然而 ， 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和教学在此方 面仍停滞不前 。

一方 面 ， 大量掌握在历史学者手中 的

①Ｊｅａｎ
－

Ｂａｐ ｔ
ｉ
ｓ ｔｅＭ ｉｃｈｅ ｌｅ ｔａ

ｌ
．

，

”

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ｏ ｆＣｕｌ ｔｕｒ ｅＵｓ ｉｎ
ｇ
Ｍ

ｉ ｌｌ ｉｏｎｓｏｆＤ ｉ

ｇ
ｉ ｔ ｉｚｅｄＢｏｏｋｓ ，

”

Ｓｃ ｉ ｅｎ ｃｅ ，ｖｏｌ
．

 3 3 1 ，ｎｏ ．

 6 0 1 4 ， 2 0 1 1 ，

ｐ ｐ
． 1 7 6

－

1 8 2 ．

②Ｄｏｂ ｒｏｖ Ｄｅｏ
ｐ

ｉｋ ｅｔａ
ｌ

．

，Ｑｕａ ｎｔ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 ａｎｄＭａｃｈ ｉｎ ｅＭｅ ｔｈｏｄｓｏｆ 
Ｐ ｒｏｃ ｅ ｓ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
， 转引 自 杰弗里 ？ 巴

勒克拉夫 ： 《当 代史学主要 趋势 》 ， 第 3 3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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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类经验数据资料可能难 以被利用 ， 历史学 的学科功用受到限制 ； 另
一方面 ， 历史专业的

学生对新研究方法缺乏足够 了解和学习 ， 在数字时代 的竞争力 自 然受到影响 。 如何缩小差距 、

转变思路 ， 在发挥 自身优势的 同时实施教育改革 ， 仍是历史学科建设亟须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 。

目前 ， 历史学者从事量化数据库构建和研究 的 门槛已 大大降低 。 近年来 ，

一些暑期 集训课

程在推动 中国量化历史分析教育方面取得很多进展 ， 丰富 的社会 科学定量方法暑期培训项 目 为

学生和教师短期内 提升分析方法的修养提供可能 。 许多大学经管专业开设的发展经济学 和经济

史课程 ， 也大量涉及量化历史研究 的各种经典实例 ， 为历史专业 学生和学者深人学习 相关理论

与分析应用提供可能 。 而且 ， Ｅｘｃ ｅｌ 等大众化数据管理软件的普及与发展 ， 对于数据库构建 、 数

据管理和基本分析提供便利 。 ＳＰＳＳ 、 ＳＡＳ 、 ＳＴＡＴＡ 、 Ｒ 等专业统计软件在操作指令和交互界面

方面也 日 趋人性化 。

同时 ， 社会科学的发展 ， 为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交流合作提供可能 。
？ 跨学科合作交流或

团队 的建立 ， 可 以帮助历史学家突破技术壁 垒 。 历史学家 自 身不可 比拟的 比较优势 ， 更 能够帮

助他们有效融人新的研究潮流中 ， 对正确构建和分析历史量化数据库 意义重大 。

？ 中 国史学界长

期积累 和正在进行的许多文献收集和整理项 目 ， 都具有构建大规模量化数据库的先天优势 ， 预

示着未来短期 内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及相关研究在 中 国蓬勃发展 的广 阔前景 。

国 内 很多学术单位和图书档案管理单位都已经开始重视大规模 、 系 统化历史材料的 收集与

整理 ， 建立了一些文献保存或文献索 引 型数据库 。 如国 家与地方档案馆的 文献材料数码化工程

和 国家清史工程对清代文献 的收集和整理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对所藏约 1 9 万件珍贵

档案 的整理和 电子扫描 。 各地高校历史研究机构则致力于大规模收集地方社会历史材料 ， 部分

也已进行电子化处理 。 如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心收集 、 整理逾千万卷 山西地方社会历史

档案 ； 中 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收集 以 闽 粤为 中心的地方家族谱和 民间 契约文书等 ； 上海

交通大学历史系开展 以上海郊 区 、 苏南 、 浙北地 区为 中心兼及中 西部地 区的
“

县级档案 与契约

文书的 收集 、 整理与研究项 目
”

， 已汇集 8 省 5 0 县约 6 0 0 万页档案和 3 0 多万件民 间契约 ；
浙江

大学地方文书 与编纂 中心则与浙江龙泉市档案馆合作 ， 将该馆所藏 晚清至 民 国时期总计 1 7 3 3 3

卷宗 ，
8 8 万余页 的地方司法档案进行整理 、 电子化并 出 版 。

这些大规模史料收集与文献数据库

的构建对材料的永久保存意义重大 ， 大量分散在各地 、 各机构的 重要史料得到 了整合 ，

一

些数

据库还支持检索功能 。

虽然这类文献检索类数据库的保存格式和数据结构仍无法直接用于定量分析研究 ， 但 已经

为构建量化数据库奠定坚实的材料基础 ， 从而较快实现向 量化数据库的 转变 ， 进而 促进 系统 、

深入地利用这些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研究 。 可 以预见 ， 未来短期 内我 国历史学在上述材料相关研

究领域将会有长足发展 ， 不仅在国家与社会 、 民 间契约 、 宗族行 为与 司 法诉讼等社会历史研究

方向取得重大进展 ， 更会为相关社会科学和国 际比较研究提供全新动力 。

①Ｐ ａ ｔｒ ｉｃ ｉａＫｅ ｌ ｌ
ｙ
Ｈａｌ ｌ ，Ｒｏｂ ｅｒｔＭｃＣａａａｎｄＧｕｎｎａｒＴｈｏｒｖａ ｌ ｄｓ ｅｎ

，


”

Ｉｎ ｔｒｏ ｄｕ ｃ ｔ ｉｏｎ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Ｈ ｉｓ ｔｏｒｉ ｃａ

ｌ

Ｍ ｉｃ ｒｏ ｄａ ｔａ
—ＡＮ ｅｗＲｅｓｏｕ ｒｃ ｅ ｆｏｒＲｅｓ ｅａｒ ｃｈ ａｎｄＰ ｌａｎｎ

ｉ
ｎ
ｇ

，


”

ｐｐ
．
 3

－

1 0 ．

② 孙圣民 指出 ，
2 0 世纪 8 0 年代末 9 0 年代初 ， 当 国 内 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计量学研究 时 ， 系统 的西方

经 济学 教学 在国 内才 刚刚起步 。 历史学家缺乏合格 的合作对象 ， 即掌 握现代经 济理论和 分析工具 的 经

济 学者 。 目前 国 内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正逐步与 国 际接轨 ， 上述条件和时机都 已经具备 ， 当 务之急是

为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必要的交流和合作平 台 ， 如创办协会和年会 、 开办杂 志或专栏等 ， 通过双方合

作 撰写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并参与 国 际历史 计量学活动 ， 提升 国 内 历史计量 学的研究水 平 。 （ 孙圣 民
：

《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 和史学范式 的冲突 、 融合与发展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2 0 0 9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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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历史数据与 当代数据的思路 ， 无疑为进一步通过大规模量化数据库促进跨学科 、 跨时

段 、 跨地域全面认识人类社会与 自 我 ， 提供了 无 限可能 。 而在实际操作层面 ， 各种数据公开 、

数据管理 、 数据安 全和数据分 析方面 的具 体问 题也 不容忽视 。 前文 讨论 的 ＩＣＰＳＲ 中 心 以及

ＩＰＵＭ Ｓ 和 ＵＰＤＢ 等数据项 目 就是成功范例 。 它们不仅为许多学科学术研究提供整合历史与 当代

数据的新资源 ， 更在实践 中总结出 大规模量化数据库管理方面的宝贵经验 ， 涉及明确 原始数据

所有权 、 签署用户保密协议 、 隐去数据 内个人 隐私信息 、 限制用户接触和分析数据的方法与层

级等方面的许多具体实践 。

另外 ， 卢森堡收人研究跨国数据 中心 （ＬＩＳＣｒｏ ｓｓ
－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Ｄａ ｔａＣｅｎｔｅ ｒ） 除能如 ＩＰＵＭＳ 等

数据项 目 提供在线生成统计表的 简单分析功能 以外 ， 还支持数据使用者 自 己编写统计软件代码 ，

’

以远程分析保存在中心主服务器上的数据方式替代使用者 自 行下载 、 保存和分析数据的传统数

据分享方式 ， 从根本上提高 了对公开数据的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保障 。 这些都为今后我们在构建 、

管理 、 公开和使用大规模量化数据库时 ， 如何结合互联网技术最大限度公开数据 、 方便研究分

析但又保证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安全方面 ， 提供重要 的参考模板 。

我们认为 ， 提倡依托于大规模量化数据库的学术研究 ， 对推动 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
“

求是

型学术
”

、 真正认识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征 、 平衡东西方学术见解意义重大 。 人文社会科学

注重
“

解释型学术
”

的 传统 ， 使得各学科在资料收集方面往往 不断确认
“

已知
”

而轻 视探索
“

未知
”

。 历史学科的
“

选精
”

、

“

集粹
”

如此 ， 当前社会学科 中较为普遍 和
“

科学
”

的 统计抽样

调查等方式亦是如此 。 尽管在数据收集的功效和人 口 层面的代表性等技术层面 ， 统计抽样社会

调查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 但 由 于西方理论范式先行 ， 我们在 中 国实施抽样调查项 目 往往仍需

要大量借助西方已有研究经验 ， 通过研究直觉提 出 问题和设计问卷时 ， 难免会受到西方
“

已知
”

事实和理论的影响 。 诚然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确认或修正 了东西方
“

共性
”

的认识 ， 但我们也在
一

定程度上丧失了认识 中 国
“

未知
”

特质 、 完善和 平衡 国际学界对不 同社会差异根本认识 的可

能 。 不论是历史还是当代 ， 基于档案等人 口层面 系统记录 的大规模量化数据库 ， 无疑成 为弥补

当前这一研究缺憾的最佳选择 。 这种 以注重材料 、 探求事实为先 的
“

求是型学术
”

， 必定会促进

我国历史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平衡 、 健康 、 全面地发展 ， 也会为 国 际学术进步提供丰富

的
“

中 国经验
”

。

〔作者 梁晨 ， 南京 大 学 中 华 民 国 史研 究 中 心 副 教 授 。 南 京 2 1 0 0 9 3
； 董 浩 ， 香港科 技 大 学

人 文 与 社 会科 学 学 院 社会科 学 部 博 士研 究 生 ； 李 中 清 ， 香 港 科 技大 学 人 文 与 社 会科 学 学 院 讲

座教授 〕

（ 责任编辑 ： 武 雪彬 责任编审 ： 路育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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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ｒ ｕｔｈ－ｓｅ ｅｋ ｉｎｇｓｃ ｈｏ ｌ
ａｒｓ ｈｉｐ ， 

”

 ｉ ． ｅ ．

，
ｕｎｅ ａｒ ｔｈ ｉｎｇ

ｎｅｗｆａｃｔ ｓａｎｄｇ
ａ ｉｎ

ｉ
ｎｇｎｅｗｕｎｄｅ ｒｓｔ ａｎｄ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ｍ ａ ｓｓｏ ｆｓ

ｙ
ｓ ｔｅｍ ｉ ｃｄａ ｔ ａｂ ｙ

ｍ ｅａｎｓｏｆｓ ｔ 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ａ ｌ

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ｈｉｓ ｔｏ ｒｙｈ ａ ｓｌｏ ｎｇｈａｄａｈｕｇｅａｍｏ ｕｎ ｔｏｆｓｙ
ｓｔ ｅｍ ｉｃｍ ａ ｔｅ ｒｉ ａ ｌｏｎｈｏｕ ｓｅｈｏ ｌ ｄ

ｒｅｇ ｉｓｔ ｒａ ｔ ｉｏｎ
，
ｌａｎｄｄｉ

ｓ ｔｒｉｂ ｕ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 ｅｒ ｉ ａ ｌｅｘａｍ ｉｎａ ｔ ｉｏ ｎ ｓｙ
ｓ ｔｅｍ

，
ａｓｗｅ

ｌ ｌａｓａｎｉｍｍ ｅｎｓｅ

ｎｕｍｂ ｅｒｏ ｆｗｒ ｉｔ ｔ ｅｎｒｅ ｃｏｒｄ ｓ ．Ｍ ａｎｙｏｆ ｔｈｅｍｈ ａｖｅｂ ｅｅｎｃｏ ｌ ｌｅ ｃｔｅｄａｎｄｏｒｇａｎ
ｉｚ ｅｄ

，ｆａ ｃ ｉ ｌ ｉ ｔａｔ ｉｎｇｔｈｅ

ｃ ｏｎｓ ｔｒ ｕ ｃｔｉｏｎｏｆｌ ａ ｒｇｅ
－

ｓ ｃａ ｌｅｄａｔａｂａｓ ｅｓａｎｄｔｈ ｅｄ 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 ｆｑ ｕａｎｔｉ ｔ ａ ｔ ｉｖｅ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Ｔｈ ｉ ｓｎ ｅｗ

ｒ ｅｓｅａｒ ｃｈ
ｐａ ｒａｄ

ｉ

ｇｍｎｏｔｏｎ ｌｙ
ｅｎ ｃｏｕ ｒａｇｅ ｓｔ ｈｅｄｅｖｅｌｏ ｐｍ ｅｎ ｔｏ ｆｔｈｅｄｉ ｓ ｃｉ

ｐｌ
ｉｎ 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 ｔｓｅ ｌ ｆ
，ｂ ｕｔａ ｌ ｓｏ

ｐ ｒｏｍ ｏｔｅｓｉｎｔｅ ｒ
－

ｄ ｉｓ ｃｉｐ ｌ 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ｃｒｏ ｓｓ
－

ｂｏ ｒｄｅ ｒａ ｃａｄｅｍｉ ｃｃｏｍｍｕ ｎｉ ｃ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ｎ ｔ ｅｇｒ ａｔ ｉｏｎ
；ｉ ｔｔｈｕ ｓ

ｃ ｏｎｔｒｉｂ ｕｔｅ ｓｔｏａｃｏｍｐ ｒｅｈｅｎ ｓ ｉ ｖｅａｎｄｉｎ
－

ｄｅｐｔｈｕ ｎｄ ｅｒ ｓｔ ａｎ ｄ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ｄｉ ｓｔ ｉｎｃ ｔ ｉｖｅｆｅａ ｔｕｒ 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 ｅ

ｓ ｏｃｉ ａ ｌｈｉ ｓｔｏｒｙａｓｗｅｌ ｌ ａｓｔｏｂａ ｌａｎｃｅｄＥａｓｔ ｅｒｎａｎｄＷｅ ｓｔｅｒｎ ｓｃｈ ｏ ｌａｒｌｙｄｅ ｖｅｌｏ ｐｍ ｅｎ ｔ ．

Ｉｎｅｒｔ 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ｌｅｍｍａ 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ＮｏｒｔｈＣｈ ｉｎａＶｉ ｌ ｌ ａｇｅｓｏｖｅｒｔｈ ｅＬａｓｔＣｅｎｔｕ ｒｙ
：Ａ

Ｃａｓｅ Ｓ ｔｕｄｙｏｆＬｅｉ ｉｇｓｈｕｉｇｏｕＶｉ ｌ ｌａ
ｇ
ｅ

，ＪｉｎａｎＺｈａｏＸｉｎｇ ｓｈ ｅｎｇ （
1 2 9

）

Ｏｖ ｅｒｔｈｅｌａｓ 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ｍｏｒ ｅ
，ａｎ ｉｎｅ ｒｔ ｉａ ｌｄ ｉｓｃｏｕｒｓ ｅ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ｓｄｅｖ ｅｌｏｐ ｅｄｉｎｒ 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 ｎａｖｉ ｌ ｌａｇｅ ｓ ．Ｍｕｔｕａ ｌ ｌｙ ｒｅｉｎｆｏ ｒｃ ｉ ｎｇｓｔ ｕｄｉ ｅｓ
，ｅｘｐｅ ｒｉ ｅｎ 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ｏ ｒ ｉ ｅｓｏ ｎｃ ｈａｎｇ ｉｎｇｖ

ｉｌ ｌａｇｅ

ｔ ｒａｄ ｉ ｔｉｏｎ ｓ
，ｓｅ ｅｎ ｉｎ ｔｈ ｅｌ ｉｇｈ ｔｏ 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ｕ ｅｄｕ ｒｅ ｅ ，ｄ ｅｍｏｎｓ ｔｒ ａｔ ｅ ｔｈ ａ ｔＬｅ ｎｇｓｈｕｉｇｏ ｕＶ ｉ ｌ ｌａｇｅ ，ｗｉ ｔｈｉｔ ｓ

ｆｉｎ ｅｔｒ 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ｓａｎｄｃｏｎｖｅ ｎｉ ｅｎｔ ｌｏｃａ ｔｉｏ ｎｎｅ ａ ｒ ｔｈｅ
ｐ ｒｏｖｉｎ ｃｉ ａ ｌｃａｐｉ ｔａ ｌ

，ｈａｓｈａ ｄｇｒｏｗ ｉｎｇｃｏ ｎｔ ａｃ ｔｗ ｉ ｔｈ

ｅｘｔｅｒ ｎａ ｌｍａ ｒｋｅｔ ｓ ．Ｔｈｅｖｉ ｌ ｌａｇｅ
＇

ｓｄｉｓｔ ｉｎ ｃｔｉ ｖｅｆ ｌａｖｏ ｒ ｉ ｓ ｉｎｃｒ 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ｅｖ
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ｉ ｔｈａ ｓａｒ ｅｌａ ｔ ｉｖ ｅｌｙ

ｈ ｉ

ｇｈ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ｏ ｆｅ 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ｓｏｃ ｉｏ
－

ｃ ｕｌ ｔｕｒ ａｌ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ｙｅｔｉ ｔ ｉ ｓｆ ｒｅｑ ｕｅｎｔ ｌｙｃ ｒ

ｉ ｔ ｉｃｉｚ ｅｄｉｎｐ ａｓ ｔ

ｒｅ ｓｅａｒ ｃｈａ ｓｃｌｏ ｓｅｄ
，ｃ ｏｎｓｅｒｖａｔ ｉｖｅ

，ｐ ｏｏｒａｎｄｂａｃｋｗａ ｒｄ ．Ｍｏ ｄｅｒｎ ｉ ｔｙ
－ｄｏｍ ｉｎａｔｅｄｒｕｒａ ｌ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ｆｏｒｍ ｓ

ａｎｉｎｅ ｒｔ ｉ ａｌｄｉ ｓｃ ｏｕｒ ｓｅｓ ｙｓｔ ｅｍ
ｔｈ ａ ｔｄｉｓｒ ｕｐ

ｔｓｔｈｅｒｅｇ
ｉｏｎ ａｌ ｉ ｓｍ

，ｃｏ ｎｔ ｉｎｕ ｉ ｔ
ｙａｎｄ

ｉｎ ｔ ｅｇ ｒｉ ｔｙｏｆｓｏ ｃｉ ａ ｌ

ｈ ｉ ｓｔｏ ｒｙ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ａ ｉｌ ｓｔｏｕｎｄｅ ｒｓｔ ａｎｄｏ ｒｍ ｉ 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ｓｖ ｉ ｌ ｌａｇ ｅｈ ｉ 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 ｈｅｎａ
ｔｕｒ ｅｏｆ

ｔｈｅｖ ｉ
ｌ ｌａｇｅ

．Ｔ ｏ ｒｅ ｓ ｏ ｌｖｅｔｈ ｉｓｍ ｏｄｅ ｒｎｄ ｉｓ ｃｏｕｒｓ ｅｄｉ ｌｅｍｍａ
，ｗｅｍｕ ｓｔｍ ａｉｎ ｔａ ｉｎａｃｏｒ ｒｅｃｔｈ ｉｓ ｔｏｒｉ ｃａ ｌ

ｖｉ ｅｗ
，ａｎｄ ，ｉｎｐ ａｒｔ ｉ ｃ ｕｌａ ｒ

，ｃａｒｒ ｙｏｕ ｔｏ ｕｒｉｎｖｅ ｓｔｉｇ ａｔ ｉｏｎ ｓｆ ｒｏｍｔｈｅｖｉｅｗｐｏ
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ｕ ｅｄｕ ｒｅ ｅ

，

ｐｕｔ ｔ ｉｎｇａｖａ ｌｕ ｅｏｎｈ 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 ｌ ｉｎ ｔ ｅｇｒ ｉｔｙａｎｄｃ ｏｎｔ ｉｎｕ ｉ ｔｙａｎｄｈ ｉｇｈ ｌ ｉｇｈｔ ｉｎｇ ｔｈ ｅ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ｔｒｏ ｌｅｏｆ

ｇｒ ａｓｓｒｏ ｏｔ ｓｓｏｃ ｉａ ｌ
ｐ

ｒａｃｔ ｉ ｃｅｉｎｈ ｉ ｓｔｏ ｒｉ ｃａ 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Ｈ 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 ｌＮｏ ｔｅｓ

Ｏｎ
＂
Ｋ ｉｎｇＰ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ｙＦｌｅｅ ｉｎｇｔｏＸｉｓｈｅｎ

，

＂
ｗ ｉ ｔｈ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 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ｔ ｅｓＸｕＳｈ ａｏｈｕ ａ （ 1 4 3 ）

ＡｎＥｘｐ 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 ｅ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ａｎＨｅ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 ：Ｗ ｉ ｔｈ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Ｈ ｅｉｓｈｕｉＣ ｉｔ

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ＤｕＬｉｈｕ ｉ （ 1 5 6 ）

Ａｎ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 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ａｎｇ
ＨｕａａｎｄＪ ｏｈｎＬｅｉ ｇｈ ｔｏｎＳｔｕａｒ ｔｉｎＮ ａｎ

ｊ
ｉｎｇ

Ｌ ｉｎＸ ｕｗｕ
（ 

1 6 8
）

Ａｂ ｓｔｒａｃ ｔｓｏｆｔｈｅ Ｊｏ ｕｒ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Ｔｒａｎｓ ｌａ ｔｅｄｂｙ
Ｙ ａｎｇＧｕａｎｇ ｓｈｕｏ （

1 8 3 ）

？ 1 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