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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人文技术的张謇水利思想研究

蒋摇 艳,刘宇琳

(河海大学图书馆,江苏 南京摇 210098)

摘摇 要:张謇水利著说颇多,以《张謇全集》(2012 年版)为数字化资源,对张謇涉水利的时序变化、
地域变化、人物共现、情感倾向、教育主张等方面进行数字人文分析,勾勒出张謇家国情怀的水利人

生画像,开辟了文献利用新用途和名人研究新路径。 在时序变化方面,可以将张謇水利人生分为黄

河治理、治淮导淮、水利教育和回乡保坍 4 个时期;在地域变化方面,梳理出张謇在南通时期思考治

水和实践治水、郑州开封时期疏塞并举治黄,南京北京时期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在人物共

现方面,发现张謇善借名人力量实现水利抱负,但收效甚微;在水利情感倾向方面,刻画出张謇先后经

历了“满腔热情、忧郁南归冶“忧国忧民、务实理性冶“雄心勃勃、锐意改革冶“辞归故里、热忱家乡冶4 个

情感变化过程;在水利教育方面,概括出张謇“以德为先、重视实践、严谨治学冶的教育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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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张謇(1853—1926 年),江苏南通人,中国近现

代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习近平总书记称其为

“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冶 [1]。 张謇早年目睹江河

泛滥、江淮大地横流浩劫,树立“拯救数兆黎冶的责

任担当,产生了“河疏湖蓄水利兴冶的志向,提出了

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水利设想,并做了大量的实践探

索,为近现代水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的治水思

想融汇中西、影响深远,开流域水行政管理体制先

河,开流域规划、水利工程测量先河,奠定了现代水

利教育体系的基础,在治淮导淮、水利科技、水利教

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可以说,张謇是现代水

利的奠基人[2],是近现代水利思想家。 张謇一生著

作立说颇多,留下了大量文献,为后世研究张謇提供

了翔实素材,这其中就有张謇关于水利的论述。 后

世根据张謇关于水利的论述和实践成就开展了系统

的研究和总结,逐渐形成了张謇水利思想。 随着现

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文献信息资源的挖掘整理和

分析,可开发出其中蕴含的更加全面而准确的规律、
特点。 本文从信息资源的视角,采用数字人文的工

具研究张謇诸多水利著作,通过量化方法对张謇著

作进行全貌数据采集和分析,期许在数字化中精准

描述张謇水利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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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1. 研究工具

数字人文作为人文社科和计算机技术的跨界学

科[3],是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科学交叉形成的新型研

究领域,它利用数字技术渗透和介入人文研究领域,
是一种方法论革新。 目前,数字人文的发展还处于

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信息管理、图书情报档案、历
史学领域对各种数字技术的引入,以及人文经典文

献的信息化、数字化处理等方面[4]。 数字人文是一

项技术,在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更加便捷的作用,其
能推动人文知识向更大范围的公众开放,在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很好的传播作用。 数字人

文按照“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处理—数据可

视化—数据分析冶的逻辑进路[5],首先将文本数据

进行数字化,形成语料数据库,之后对数据库进行数

据清洗、数据处理。 在此基础上,对检索的关键字

(词)进行特征词组集。 再利用 Gephi、QGIS 或者

NLPIR 词义分析平台系统可视化展示统计结果。 该

工具在国内外被广泛用来研究历史典籍、档案、文物

等,从数据入手取得较精准而令人信服的成果。 如

楼向英对宋代皇家谱牒《仙源类谱》进行数字人文

分析,探索出了以世系为核心的家谱研究与应用的

新路径,为更好地挖掘中国家谱资源的宝贵价值提

供了借鉴[6];聚焦红色档案,用数字人文手段开展

红色档案研究,加快驱动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转型,
从而满足了社会公众深层次、个性化红色档案资源

利用需求[7]。 此外,还有对《四库全书》 [8]、文化遗

产[9]等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案例,均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该工具亦运用于名人的研究,这些研究通过

名人留下的诸多著作,从数据的视角对名人的某一

方面的客观状态进行描述,丰富了名人研究的成果,
如对《谭延闿日记》 [10]、顾城诗歌[11] 等的数字人文

研究。 这些研究的思路、路径和研究成果为历史文

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 张謇是近现代水利

思想家,留下的水利著说很多。 本文通过对张謇诸

多文献资料的采集、文本挖掘、可视化和统计分析,
尝试更加系统、全面的总结张謇水利思想提出的脉

络、观点和风格,力图充分利用张謇文献的真实性和

原始性,以完整的形象展现张謇一生的水利家国

情怀。

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张謇生前非常重视相关文献、档案和手稿的保

存,为后世留下了众多文献资料,其中 2012 年版《张
謇全集》基本收集了其一生著作。 《张謇全集》是在

张謇儿子张孝若编辑的《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

记》等文集、当时有关的《申报》 《大公报》 《督办运

河工程局季刊》等报纸、杂志等有关文稿的基础上

编撰而成。 文集历经 1994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的 6 卷 7 册和 2012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 7 卷 8
册。 其中 2012 年版《张謇全集》是迄今为止收录张

謇文献最齐全的资料,该版包括公文、函电、论说演

说、章程规约告启说略账略、艺文杂著、诗词联语及

日记年谱。 此外,本文还收集了张謇研究中心、南通

大学张謇研究院、南京大学张謇研究中心的网络资

源和出版的张謇涉水利著作,剔除内容重复的文献,
共计 3 篇。 本文数据采集张謇关于水利方面的论述

或者涉水利名词的文献计 195 篇,主要集中于《公
文》《函电(上、下)》和《论说演说》(表 1)。 本文以

《张謇全集》为基准数据集,再采集了其他张謇研究

机构发布的张謇文献作为辅助数据进行分析。
表 1摇 《张謇全集》涉水利文献数量分布

文稿种类 数量 / 篇 占比 / %

公文 64 32. 82
函电(上) 53 27. 18
函电(下) 30 15. 38
论说演说 37 18. 97

“章程冶及其他(不含日记) 11 5. 64
合计 195 100

3. 数据处理

数字人文研究必须对数据进行校正、清洗、筛
选,从而建立张謇文献文本语料数据。 采用了两个

步骤对张謇文献文本语料数据进行预处理:其一是

采用较为便捷的迅捷 PDF 转换器对《张謇全集》进
行 OCR 识别;其二是对所识别的初始文本语料进行

人工和 Python 数据清洗和格式化,采用词频分析法

和统计分析法相结合,对张謇水利思想进行筛选、统
计,利用 Gephi 词义分析平台系统工具,可视化展示

后对张謇的各项数据特征进行分析。
本文共收集中文字符数 460 256 个,经反复检

索、甄别,涉水利相关字符组成的词组出现次数

1 203 个(次),剔除重复、归并水利意义相同的词

(词组)。 为了研究更具意义,以样本呈现 5 次及以

上为研究对象,共筛选出 54 个(图 1),绝大部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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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公文》 《函电(上)》 《函电(下)》和《论说演

说》等四册。

图 1摇 张謇水利热词出现频次

二、张謇文献文本的知识发现

在对张謇文献进行文本收集和基础处理后,本
文首先对张謇的水利活动轨迹做了梳理,形成活动

图谱(图 2)。 该图谱是对张謇文献进行数字人文分

析的基础。 张謇水利思想从其 1876 年入孙云锦幕

僚,至 1926 年去世的 50 年,共有水利著说 189 篇,
经过参阅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水利

著作 16 篇。

图 2摇 张謇水利活动轨迹图谱

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在基础处理基础上,本文对

张謇文献进行时间、地点、人物、情感及水利教育主

张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客观的勾勒张謇的

水利人生。

1. 张謇关注水利热点的时序变化

在使用数字人文工具过程中,以时间序列为统

计特征并可视化,是精准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手段。
从图 2 可以发现,张謇的职业变化与水利发生的变

化之间互相交织,尤其是张謇在担任全国水利局总

裁,总揽全国水利期间,关注水利的热点较为发散

(图 3),因而较难以时间来严格区分其发展变化,但
是可以看出张謇对水利各领域的关注广泛。 在对张

謇文献的数据抓取过程中,仍可发现其在各时期水

利关注热点的内容和频次有较为明显的侧重,这与

已有研究中对其在治黄、治淮导淮、水利教育及南通

水利实践的研究相一致。 因而可以将张謇与水利的

关系试着划分为 4 个阶段,即黄河治理、治淮导淮、
水利教育和回乡保坍。

a. 黄河治理。 在对《上倪文蔚书》进行数字化

后的数据抓取和统计中,有关黄河治理的水利词组

出现频次较多,在时间序列上也较为聚积,这与张謇

在固定的时空系列中关注黄河密切相关。 1887 年 7
月 13 日,黄河决堤,张謇随孙云锦移防河南,助其治

水赈灾。 在此期间,张謇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于
1887 年 12 月连写五件《上倪文蔚书》,系统提出黄

河治理主张,这是张謇黄河治理理念的代表作,深刻

影响后世。 其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 3 个方面。 一是

堵塞并举,分流入海。 张謇抓住了治黄的关键,即
“塞为目前计;疏为久远计,亦即为目前计冶 [12]。 同

时,张謇主张在黄河漫流时就水势疏浚河道,分支入

海,减低决口水位和流速,便于堵塞决口。 二是提倡

科技治黄。 张謇强调要重视测量的作用以掌握第一

手资料。 “不为普通测量,何以知某处必应疏若干

深浅?冶 [11]张謇还建议提出从德国购买先进的“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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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张謇关注水利热点的时序变化

开河器冶来疏浚河道。 三是通过以工代赈解决用工

和赈灾问题。 张謇认为以工代赈“既募灾民冶又“为
工程增一役夫冶,一举两得。

b. 治淮导淮。 淮河治理是张謇水利人生的璀

璨经历。 从《张謇全集》的数据统计中,出现的水利

词组基本可以在其涉淮文献中检索到。 他从 1887
年辞别孙云锦开始,一生对治淮矢志不渝。 尤其在

其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导淮督办和创办河海工程

专门学校期间,对淮河治理尤为用力。 梳理其文献,
其中有 63 篇著作论及了淮河,“治淮冶 “导淮冶等热

词出现频次也是最多的。 其主要的贡献是江海分疏

的治淮创举。 从其文献中可以呈现出张謇对治淮思

想的转变。 张謇在经营垦牧公司时发现“淮水入海

不畅之故冶 “劈新河一道冶 为 “淮水独出海之先

路冶 [13]70鄄73,这里遵循了传统治淮思想,疏浚淮水故

道,全流入海。 之后在 1906 年的《复淮浚河标本兼

治议》中提出“岂为治标冶,“复淮冶 “浚河冶,标本兼

治。 1913 年,张謇认为“……淮水宜三分入江,七分

入海,其说颇当冶 [13]241鄄245,并在次年的《淮与江河关

系历史地理说》中阐明了详述的理由。 1919 年,他
在《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中通过计算,提出的水量

分配 “拟以最大水量百分之五十六冶入江,“百分之

二十四冶入海,“百分之二十留存洪泽湖冶 [13]397鄄436。
1921 年,张謇提出“拟分淮水十之七入江,其三全由

旧黄河入海冶 [13]487鄄490,正式提出了“七分入江,三分

入海冶的主张。 这些探索为后世治淮提供了很好的

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c. 水利教育。 文献检索发现,从 1914—1924

年的 10 年时间里,涉水利教育的词汇较为聚积,其
中“才冶(“材冶)、“学冶(“学校冶“办学冶)、“教冶(“教
授冶“练习冶)等词组出现频率偏高。 尽管在此期间,
张謇提出了江淮(1919 年)、江北运河(1920 年)的
施工规划思想,但是其卸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等公职

后主要心血花在教育上,并且,将此期间的文献文本

串联起来,张謇兴办水利教育的思想也是在此间完

善并付诸实践的,开创了我国水利高等教育和水利

职业教育之先河。
d. 回乡保坍。 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的同时,十

分关注长江坍岸。 早在 1908 年张謇曾自费请外国

专家设计长江保坍方案。 1911 年张謇成立南通保

坍会,并举行学术研讨会共商长江南通段保坍方案。
1915 年 11 月,张謇辞去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

裁回到南通老家后,南通保坍会正式开始施工建筑沿

江水楗。 据统计,至 1927 年,共筑楗 18 座,兴建水闸

11 座、涵洞 9 座,疏浚运盐河、入江入海口及港口 33
处[7]。 此外,张謇对南通水利工程建设提出建筑涵闸

和开浚筑河,为下一步的水利建设提出了方案。
2. 张謇关注水利热点的地域变化

张謇一生阅历丰富,在对张謇文献进行地域数

据抓取时,发现张謇热点地域较为集中。 从张謇一

生的行动轨迹看,水利人生的变化是随其公职职责

变化而变化,工作内容伴随其工作和生活场景变化

而变化,其对水利的思考亦在变化和不断升华。 纵

观其水利人生历程各时期,张謇水利活动轨迹、时间

系列存在交叉现象,但总体来说因所处的地理环境

思考和实践的对象各有侧重,其关注的水利热点也

呈现不同特征。
a. 南通时期。 主要分为入仕前和告老还乡两

部分,中间相隔近 30 年。 在入仕孙云锦幕僚之前,
由于家乡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张謇对家乡江河泛

滥感触颇深,思考甚多。 在其日记中,“雨冶 “舟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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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冶“淹冶等成为高频词。 这段对水利感性经历的积

累为其将来草拟《疏塞大纲》《策论河渠要旨》、治淮、
办学及回乡保坍奠定了基础。 1915 年返乡后,张謇将

毕生对水利的思考付诸行动,在南通践行其水利思

想。 因而,这段时间出现的水利热点词汇也最多。
b. 郑州开封时期。 此时是因随孙云锦治理黄

河,其观点主要集中于五篇《疏塞大纲》,热点词包

括 “疏浚冶 (含“疏淤冶、“疏冶) “引河冶 “决口冶 “测
量冶“切滩冶(图 4)。 这些热点词较为客观地反映了

张謇治理黄河的基本观点。

图 4摇 不同时期水利热点词频次统计

c. 南京北京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是张謇担任

政府官员处理日常工作时的水利观点,其热点词主

要有“导淮冶 (含“治淮冶,25 次)、“测量冶 (含“测

绘冶,21 次)、“分疏冶 (16 次)、“规画冶 (12 次)、“治
江冶(10 次)、“人材冶(9 次)等。 由此也看出张謇在

此期间关注了治淮导淮方法(江海分疏)、重视利用

测量等现代科学技术、重视水利规划、重视治水人才

培养、关注长江(扬子江)江岸治理等。 从客观上

说,这些举措推进了我国传统水利向近现代水利的

转变。 从张謇人生阅历看,因其时间与空间交织,水
利热点有所重叠。 但是通过地点的数据抓取,反映

出作为公职人员对工作的尽职尽责,并根据不同地

方水利环境特点做出实事求是的思考和实践。
3. 张謇与涉水利人物共现网络分析

本文对《张謇全集》的水利著作中出现的人物

同现进行了抓取和频次统计,并对人物关系进行了
图 5摇 张謇人物同现关系图谱

可视化处理,形成人物共现关系图谱(图 5),共统计

到频次 3 次及以上的近现代名人 35 名。 纵观张謇

入仕以来,因其特殊身份和威望,无论是晚清政府、
北洋政府,还是民国政府,深得各方政治势力拉拢。
张謇在与他们斡旋过程中,善于借用当权派力量实

现其政治抱负。 其中,治水思想的实践是其与各类

政治人物交往的主题之一。 在孙云锦帐下担任幕僚

期间,与政治人物交往频次较多的是在开封、郑州协

助治理黄河泛滥时期。 期间,张謇与倪文蔚(河南

巡抚)多次交流,写出其治黄代表作《上倪文蔚书

(五件)》。 张謇多次揭露负责治黄的官员余璜、李
祁“不理水事冶、贪赃枉法、偷工减料。 张謇通过仔

细调研、现场测量、提出了治水主张,但是倪文蔚置

若罔闻,不予采纳。 民国初年,张謇先后任导淮局督

办、农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政府职务,围绕治

淮、治江、水行政管理、水利人才培养等与最高掌权

首长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等交往频繁,与
政府部门长官和地方长官、名人孙云锦、倪文蔚、端
方、刘坤一、梁启超、黄炎培等来往甚多,《张謇全

集》通过公文函件等形式详细记录了张謇与他们商

讨推进水利各项事宜。 从张謇与各政要名人交往中

可以看出,涉及水利民生,张謇不厌其烦地述说水利

的重要性和某项水利工程的重要性,态度尤为谦卑。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尽管有少数人物能实际支持

张謇的水利设想的实施,但绝大部分政要以自身政

治利益考虑,对水利甚为冷淡,甚至阳奉阴违,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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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张謇举步维艰。 张謇在几十年为不同政府从事水

利工作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中,深切感受到政府的腐

败无能、官员的唯利是图,使张謇从满腔热情变为壮

志难酬。

表 2摇 张謇水利情感倾向变化

感情特征 表现形式

满腔热情、
忧郁南归

主要著作:策问“江苏水利冶、郑州决口记、疏塞大纲
主要建议:就地形水势引直河道以便疏导,主张采用
疏浚施工;主事者未加采纳,张謇在开封无用武之地

忧国忧民、
务实理性

倾注大量心血,提出治淮导淮“三分入海、七分入江冶、
长江三说和通辽达松嫩等思想

雄心勃勃、
锐意改革

成立长江委员会讨论会,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河
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辞归故里、
热忱家乡

成立南通保坍会,建筑沿江水楗,兴修水利,展现对家
乡民生事业的眷恋

4. 张謇水利情感倾向变化分析

张謇是个实干家,其一生对水利倾注了大量心

血,通过具体的水利实践展现其对水利饱含的深厚

情感。 从“我踏金鳌海上来冶寄托年少张謇对未来

的畅想,到抱病写成的绝作《怡儿奉特命长扬子江

委员会因示》,其一生著作和实践记载了其“治水才

长,功追大禹;匡时望重,寿比老彭冶 [14]的水利功绩。
通过对《张謇全集》中感情词的检索,抓取词频多的

著作进行仔细分析,提供文本情感分析,描绘情感倾

向变化表(表 2),呈现出张謇水利情怀的变化过程。
淤满腔热情、忧郁南归。 张謇在 1879 年 9 月 14 日

“策问冶中,提出“兴利莫大于治水冶,这既点出了治

水的重要性,也是张謇一生践行水利情感的写照。
张謇对水患灾害有着刻骨铭心的情感,他在《郑州

决口记》中记载“溺死之人,蔽空四下,若凫鸥之出

没。 或一长绳系老弱妇稚七八人,而缳犬于末;或绷

尸树杪,或累累著牛车旁,随波翻覆冶 [15]。 张謇通过

自己亲自赴开封、郑州等灾区的调研,连续为河南巡

抚倪文蔚建言五次,满腔热情地提出就地形引直河

道以便疏导,主张采用疏浚机器施工。 这些治黄方

法在后世证明是有效的。 但是主事者因循守旧,未
加采纳,张謇在开封、郑州无用武之地,忧郁南归。
于忧国忧民、务实理性。 忧国忧民的情怀贯穿张謇

实业救国的一生,在其水利生涯中尤甚,在其创办的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歌中“天下犹溺犹己溺冶是其

水利人生的写照。 张謇在晚清和民国政府担任要职

之后,他排除万难把自己的治水思想付诸行动,提出

了治淮“三分入海、七分入江冶、长江三说和通辽达

松嫩等思想。 尤其是治淮导淮,张謇不仅有规划,还

有实践,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盂雄心勃勃、锐意改

革。 张謇以实际行动践行他的治水思想,其在水利

方面的许多开创性举措一直影响至今,推动了我国

传统水利向近现代水利的转变。 首先是对传统的管

理体制进行改革,成立跨行政区的长江委员会讨论

会,对长江进行统一管理。 这种按流域来实施行政

管理的模式是现行流域机构管理的雏形,体现了张

謇创新务实的秉性。 其次是开展水利高等教育和职

业教育。 张謇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河海工程

测绘养成所,展现了对治水人才的渴求,肇启了我国

现代水利高等教育和水利职业教育。 最后是对水利

科技的重视。 张謇通过重视水文测量、购置国外先

进疏浚设备等举措,反映了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推动了现代水利科技的发展。 榆辞归故里、热忱家

乡。 张謇辞官后,把对水利的情怀倾注在家乡南通

的水利建设上。 张謇坚持问题导向,以一己之力,成
立南通保坍会,通过建筑沿江水楗治水保坍,为后世

留下了“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冶的治水精神[16]。 无论

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的水利热点如何变化,都是

其文本数据的客观反映,而情感的划分则是通过数

据的分析反映张謇对水利的情感变化,这种描述也

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下治水的个人的想法与社会束缚

的矛盾状态。

三、水利教育主张脉络

“盖治水必资学识,然后可成计划,有计划然后

可冀效果。 学识不足,则计划不能正确,即效果不能

良善也冶。 张謇对于人才在水利事业发展方面的重

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兴办水利高等教育和水

利职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为中国跨入以专业水利

人才成为治水主体的时代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而水

利教育界也普遍认为,现代水利教育源自张謇创办的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它们分别

是我国水利高等教育和水利职业教育的肇始。 本文

以两所学校校名为关键词,检索文献共计 15 篇(不含

日记),对其进行分析,梳理出张謇水利教育主张。 尽

管文献不多,但是其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张謇认为“大工将施,储才为急冶,中国近现代

的治水问题关键靠人才。 张謇在治水实践中,认为

治水人才靠教育,必须实施治水人才的培养自立自

强。 1914 年张謇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从全局思考

深感治淮等治水人才匮乏。 张謇提出“治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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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也冶,认为发达国家的“治河之役,皆其国之

名师大匠学术湛深、经验宏富者主之冶 [13]333鄄335。 张

謇总结历史上负责治水的官员大多是“不学无术之

圬者冶,因而“河患转以愈烈冶。 同时张謇又分析请

外国专家治水的弊端,认为“以之为一时权宜计则

可,以之为久远之计则不可冶,强调人才培养要自立

自强。 由此,设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冶。 此外,张
謇对水利职业教育非常重视,在《拟请申令各省速

设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呈》提出当时灾情严重,认
为设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为“目前第一急救之办

法冶“以储治水第一步之人材冶 [17]。 在《河海工程测

绘养成所章程》中对水利职业教育从办学目标、招
生、入学条件、学制、办学经费、课程设置、奖惩等做

了系统规定,开创了我国水利职业教育之先河。 张

謇推崇以下教育理念:
a. 以德为先。 张謇对有志水利的学生首先注

重学 生 道 德 思 想。 强 调 “ 德, 本 也; 才, 末

也。冶 [13]333鄄335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办学宗旨和河海

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中,将“德冶置于“身体冶和“技
术冶之前,两所学校的办学方针第一条皆为“注重学

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冶。 对“来学之士冶
“一必自问志愿,实有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决心然后

求学冶 [13]333鄄335。 张謇劝勉学生,以中国之现实,“不应

于俸给之多少,加以计较冶 [13]597。 在张謇亲自审定的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歌中学子要以“拯救数兆黎冶为
己任,“毋负邦人期冶。

b. 重视实践。 “河海工程,主其事者,勘查测

绘,举必躬亲。冶张謇提出要“注意实地练习,以养成

切实应用之智识冶。 学校在教学中要经常安排学生

“外出参观工程,以资感发,派遣实习,以增阅历,实
益所成冶 [13]333鄄335。 强调学生要锻炼身体以满足实践

之需求。 对教师的要求则是“逼求其富有工程经验冶,
对学校的办学条件,张謇要求办学经费首先须满足购

置教具仪器要求,提出“广储仪器,以供学生之实验冶。
c. 严谨治学。 张謇强调河海工程学理之技术

需“自勉、自奋,毋自弃冶 [13]597,在治学上要求“随时

随地以虚心冶,告诫学生“勿存旧法为必不可用之观

念冶,强调学以致用,“次第转移冶 “潜移默化冶,警告

“实学而不求实施,犹之空言,无裨耳冶。 这些治学

观点,既是水利行业的高要求,也反映出张謇办学初

心和对水利学子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四、结摇 语

本文以《张謇全集》为数字化资源,以水利为切

入点,利用热词统计、时间序列变化、地理位置移动、
人物共现频次及情感变化的可视化呈现,是以数字

人文手段刻画张謇人物形象的创新实践。 在研究过

程中得到以下启示:
a. 对名人文献进行数字人文知识发现,实现名

人精准刻画,开辟了文献利用新用途和名人研究新

路径。 如何从历史名人文献中挖掘名人思想是历史

界始终关注的问题。 数字与人文的共生促进,开阔

了对历史文献整理的新境界。 中国历史古籍浩瀚,
名人留下的文献资料甚多。 通过对文献的数字化,
以数据统计加以传统人文分析,呈现了现代技术对

传承创新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数字人文的显著特征

之一在于数据的精准,从本文研究过程看出,数据统

计保证了人文分析的精准可靠,这种非主观的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具科学性。 数字人文技术通过

文献的文本数据转换,利用现代数据技术清洗出名人

的“基因冶,并与外在表现特征映射和互证,使名人研

究的精确化成为可能。 本文通过水利热词统计,分时

序变化、地域变化、人物共现、情感倾向、教育主张等

张謇水利人生中特征明显的几个方面进行词频统计,
形成“基因图谱冶,以定量分析与文本对照分析相结

合,客观、真实的呈现出张謇水利思想和实践。
b. 张謇水利人生画像是中国社会发展宏观转

型的微观缩影。 定量的数字人文统计和定性的文本

分析,印证了张謇在推进中国传统水利向近现代水

利转变中的历史功绩,这是中国近现代时期各行业

领域转型的写照。 主要表现在,一是提出专业治水,
要改变官僚治水的传统,强调水利的专业性决定了

治水需要专门人才,并提出系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是提出系统治水,治水不是一省一隅之事,强调要

置于全流域的视角,在水行政管理体制上建议成立

水利局和水利委员会;在江河治理上,提出淮河、长
江要进行系统治理。 三是科学治水,突出治水要测

量先行,提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治水。 张謇对现

代水利的贡献也是他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做出贡

献的缩影。
c. 张謇水利人生折射出动荡时代难能可贵的

育人价值。 在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对张謇文献进行数

据抓取、文本分析过程中,张謇对水利的认识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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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思想和治水实践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元素。 透过

数字人文的分析,以张謇曲折的水利历程映射出张

謇人生的跌宕起伏,从张謇奉献水利的一生映射出

张謇忧国忧民的一生。 凭借现代精准技术手段进行

数据筛选,发现张謇实事求是、讲究按照事物的发展

规律治水的科学精神;重视实践、讲究调查研究、洋
为中用的治学精神;以德为先、讲究治水专门人才的

德智体并举的教育理念。 在 20 世纪前后的动荡年

代,张謇能有这种科学态度、治学精神和人才培养理

念,犹如冬雪中的傲梅,小而有力,超越时代,影响后

世。 这种精准文本数据客观刻画张謇水利情怀的科

学方法,利用数据抓取技术把张謇文献中的育人文

本数据进行精准筛选,更有说服力地呈现了张謇的

水利人生育人价值,为进一步研究其育人价值提供

了数据证据。
前文亦述,数字人文以数字(数据)为支撑,再

通过人文(定性)的分析,为我们清楚描述了张謇水

利人生的图像。 诚然,数字人文以数字的全面和客

观为基础,强调数据样本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然而考

虑到张謇著述甚多,难免有遗漏之处;同时,就《张
謇全集》而言,数据抓取中也难免存在文言文和现

代文的差异,影响数据抓取的准确性,因而可能会导

致对张謇水利人生实现更加细节的准确刻画。 因此

期待在数字人文探索文言文分词技术的突破之后,
可以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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