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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跃，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党组书记。曾获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名优
秀出版人物”称号、“2009中国
书业年度评选”（《出版人》杂
志主办）最高奖年度出版人
奖、《中华读书报》2009 年“年
度出版人”奖等多个奖项；当
选 2009CCTV 中国经济年度
人物，是新闻出版界首次获此
殊荣的人。

▲谭 跃

编者的话：

主讲人简介：

传统文化、大数据与出版
■

大数据与中国传统文化

□主讲人：谭 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的面
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随
着科技飞速发展，以互联网为
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
命蓬勃兴起，不断给人们的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
性变化。出版，凝结着人类的
思想和智慧，集聚了人类的发
明创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
验与成果，反映了社会生活的
各个侧面。出版的历史就是人
类文明的历史。正确看待大数
据与传统出版的关系，积极改
革创新，以推动出版业的繁荣
发展。本期讲坛邀请谭跃委员
从大数据的角度，讲述出版业
在新时代的发展。

■

出版与大数据

我曾读到这样一个观点，数据化
将使世界一切皆可量化。一切，当然也
包含出版。这个观点指出，过去年代的
重点是在技术；而现在，人们聚焦在信
息，也就是数据（Data）。Data的拉丁
文本意是已知，是存在过的现实。

那么，数据化与数字化是什么样
关系呢？学术上有很多表述。我认为，
在二进制的数字条件下，数据又做了
进一步开拓，让它更加实用，更加能够
运用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美国很
多专家认为，数据无处不在。

美国专家认为，人类现在正进入
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数据”事实
证明，世界的本质不是原子，而是信息。
也就是说，世界是由万物组成的，过去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基于万物由原子
构成，而今专家们认为万物的基础不是
原子而是信息。这让我想到了老子在
《道德经》中所讲：“大道汜兮，其可左
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
小。”不管是原子，还是数据，都是从不
同角度回答什么是道的问题。其实，我

们的祖先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阐释了
它。道，就是原子形式的物质，数据形式
的信息，不同领域的道表现不同，所以
它无处不在。

任何事物都不是从天而降的，都
有一个历史演化过程，都能找到它的
根。在中国，这个根就是中国古老的思
想文化。我们知道，佛教上有一桩公
案，讲的是释迦牟尼在一次佛众大会
上，拈起了一枝花，高高举起，什么都
不说，注视着全场。大家都不明白他的
意思，面面相觑，只有他的大弟子迦叶
破颜一笑。正是这一拈一笑，彼此心领
神会，后来释迦牟尼就把衣钵传给了
迦叶。

这也是“拈花一笑”的出处。对此
阐释的学者很多，最有名的是南怀瑾
先生。他与孔子的“一以贯之”联系了
起来。孔子跟曾子说：“曾参啊，我的道
是什么呢？吾道一以贯之。”过去人们
的理解是，讲道的人做任何事情都要
一以贯之。而南先生的理解是，道是
一，因而要一以贯之。老子《道德经》
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这与我们前面讲的“数据”是有联
系的，只是我们的先贤在当时的条件
下已经以自身独到的悟性作出了阐
释。随后，孔子讲完，曾子就说：“是，我
知道了。”等到孔子一走，曾子的同门
就问，“一以贯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老
师的道，只有忠恕而已矣。

孔子讲的是“一以贯之”，而不是
“二以贯之”，怎么用“忠恕”二字解呢？
南怀瑾先生认为，这就是阴阳，一就是
二，二就是三，三就是万物。这就是中
国古老哲学中的大数据。一是一切的
一，一是一的一切。还有什么大数据比

“一”还大吗？这就是古代哲学观与现
代大数据的联系。

不只如此。《易经》的三大原则
——变易、简易、不易，三大法则——
象、数、理，也跟大数据的问题相关。象
是现象，八卦就是8个现象挂在墙上，
然后又演化成16卦、32卦和64卦，这
些都是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大数据所
描述的东西就是各个领域的现象。数，
是数据。理，也叫辞，是对象和数的理

性认识。象靠看，靠眼睛观察。数靠算，也
即是运算。理讲判断，也就是理性思维。
象、数、理，最终是判断。因此，有人提出
的理论不存在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只是
理论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很重要；如果建
立在象、数的基础上，理还是有必要、有
道理的。所以，在《易经》64卦的基础上，
孔子才写了《十翼》，作了10篇论文，在

“理”的层面把《周易》讲清楚了。
了解这一文化内容，我们心中便有

了数。俗话说“掐指一算”，“算”的背后是
数，心中有数，算到心中有数的层面就定
了。就像现在的出版业，如果对大数据背
后的道理不理解就会产生畏惧，数字化
还没明白，又来大数据了？

中国人的思想中，什么事情发生了，
大家会说“早有定数”，这是普通老百姓
都会讲的。但这些思想是哪里来的呢？比
如，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这些是数字。
《易经》在汉朝时的研究被称为“京房十
六卦变”，也离不开数字。黄道十二宫，还
是数字。当然，“十二宫”里面的数字就更
复杂了。六十花甲，60年一个花甲，也离
不开数字。十二生肖，还是离不开数字。

前一段，我又翻出《洛书》来看，之前只注
意它的图案，这次带着问题看，发现图案
的上面全是数字，还有一句话：“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易
经》中有“六爻之动”，讲的是八卦的每一
卦里有六个爻，“六爻之动，三极之道
也”，它告诉我们的第一层意思是，天地
之间虽然数字很多，但是真正有用的不
会超过“六”。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先
贤也是极具智慧。对此后来的科学家做
过研究，除了极少的现象，万事万物的物
理现象，基本上都是六个阶段。它讲的第
二层意思是，“六爻”都在动，动的本质是
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是“三极之道”，“三
极”指的是天、地、人，也就是说，“六爻”
是三极变化的法则。

这些都是古代人们的一种表达方
式，现代人也许会认为这是非理性的，甚
至是一种迷信说法。其实，这就是古人对
科学研究的一种数据表达，只不过现在
我们不使用、不研究了。

因此，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可以看出，
中国先人有很强的数字概念，而如今所讲
的数字、数据、大数据等，其实古已有之。

对大数据的理解，我们要正确去
把握。数据本来就是有的，古人早就
意识到了，并做了高度抽象的概括。
只不过到了新的条件下，特别是到了
大数据时代、云计算的条件下，它的
作用和潜能被释放了出来，只是和古
代数据观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第
一个观念。

第二个观念是，哲学上讲量变到
质变，大数据其实也一样。当数据大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事物的形态就发
生变化了。大数据的意义就在于此，
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或者说它
是、也不是了。

举个例子，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中有很多是马的造型。毕加索参观后
开玩笑说，人类自这以后就没有再创
造了，画来画去，都是马。然而，现在
的科学家又从量变到质变的角度重新
解释，虽然一幅马的图案大同小异、十
分相似，但是把它分成24幅，变成电影
以后，性质就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数字
带来的变化。静止“1”的时候它是一幅
画，到了动态“24”的时候它成为一部
电影，性质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纳米技
术。纳米技术告诉我们，把东西变小，
变到分子量级的程度，物质形态、本
质就会发生变化。比如铜，铜是可以
导电的，分子级别的铜就不导电了。
还有陶土，分子级别的陶土，就成了
柔软、带有弹性的物质。再说金属，金
属是硬的，分子级别的金属是软的，
可以任意摆弄它。

这些例子都在说明“大数据”的概
念早已存在，只是到了现代技术条件

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出来，但体现并
揭示的仍然是哲学上的定律，量变到
质变。这也就是大数据的意义所在。

第三个观念，作为企业，过去最
为强调的是有形资产，当然现在还作
为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也就是企业
规模。我们知道，与有形资产同样重
要的，还有无形资产。对出版业来说，
那就是版权、商标、商号等。到了大数
据时代，它又告诉人们，比这些还重
要的是数据资源。一个企业做得好，
数据也是投入，也是潜在的竞争力。
比如美国苹果手机公司，如果用有形
资产去评估它，那它就没什么了不
起，如果用大数据的思维去评价它，
那就不得了。因为像这样的公司，他
们拥有巨量的数据，并且每天还在增
加。

第四个观念，是主因。我们分析得
知，大数据古已有之，只是现在集中体
现了出来，那么主因是什么？我认为，
是处理数据的能力在迅速提升。

大数据首先来源于哪里呢？一是
来源于天文学，因为天文学的信息量
巨大。二是来自生物学中对基因的研
究。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这两极
的数据都是巨量的，以至于大到现在
的计算能力都无法实现。因此，到了
大数据时代，这就倒逼着科学家们处
理数据的能力迅速提升。

再举几个例子。有资料显示，
2000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启动的斯
隆数字巡天项目启动，用望远镜几周
之内收集的数据，比自人类有史以来
收集的所有数据还要多。但到了2010
年，智利利用巡天望远镜5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它所有的运算，打破了新墨西
哥州的记录。2013年，中国的“天河二
号”超级计算机，已经又把计算速度提
高了几倍，成为当时全球最快超级计算
机。2020年，我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
计算机已经实现千万核心并行第一性
原理计算模拟，排名于世界前列。

10多年前，全球科学家联手用10
年的时间完成了31.6亿个基因碱基对
的排序。而今，这样的工作量只需十几
分钟完成。谷歌公司每天要处理超过24
拍字节的数据，这意味着其每天的数据
处理量是美国国家图书馆所有纸质出
版物所含数据量的上千倍。Facebook
每天更新的照片量超过1000万张，每天
的点击量或者写评论大约有30亿次，点
击一次，就有大量的数据保留下来。当
然，这些数据还在不断增长。

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大数据的
核心是什么？第二，大数据的特点是什
么？第三，关键在哪里？通过不断学习，
思路就慢慢清晰了。

首先，大数据的核心在于预测。对
于出版业来说，早在几年前，亚马逊公
司就已经开始使用大数据预测，预测市
场需求、市场反应。这样的预测，可以明
确某一个人的阅读领域是什么、最近的
阅读热点在哪里，等等。不管是手机端、
电脑端，只要使用一次就能留下数据，
公司后台通过数学模式计算运转，结果
就出来了。

其次，有人提出，大数据的特点有
三个：一是数据更多，二是数据更杂，三
是数据更好。这有一定道理。

数据更多，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
体数据。就是对一件事用全数据——即

这件事的几乎所有数据来预测，准确率
将会大大提高。比如人口普查，与抽样是
相反的理念，抽样最大的特点是用尽量
少的数据反映更多更真实的信息，而大
数据预测则与之相反。

数据更杂，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
性。说的是越复杂、越纷繁的数据，预测
将更有效、更接近真实。这种预测不是在
追求每个数据的精确性，当一件事物的
数据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它的形态性质
等可能就发生了变化。这与抽样又不一
样，抽样强调的是随机性，不能带入主观
意愿，牺牲的是数据的量。而大数据追求
的是量，放弃的是精确性。

数据更好，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
关系。比如沃尔玛的历史数据表明，一旦
有飓风的时候，蛋挞的销量就大增，不问
为什么，不问因果关系，只问相关关系，
就是一旦A出现了，B必然出现。所以沃
尔玛就把蛋挞和雨伞、手电筒等飓风用
品放在一起，销量大增。这就是相关关
系，也就是让数据说话，只说现象，不问
原因。

最后，关键在哪里？我归纳有这样几
条：一是整体性，就是关于某个事物数据
的整体性，而不是随机、抽样、代表。二是
既然有了大数据，就必然呼唤云计算处
理能力。三是容错，如谷歌公司为了做翻
译平台，它建立了上万亿的语料库。这些
数据都是互联网上已经发生过的数据，
其中大多是废旧数据，所以会出错，那么
容错才能接近真理。四是相关性。它的核
心是量化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
简单说，就是此长彼长或此消彼长的关
系，A情况出现时B情况必然出现的关
系，就是相关关系。

联系实际，我有这样的体会：一方
面，传统出版人要正视这一问题，有必
要清楚大数据的由来、爆发的主因，及
其核心、特点和关键所在，这是大势所
趋，也是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要充
分估算到互联网、数字化、大数据、云
计算等对出版的影响，以及又是如何
影响的，还要对此进行总结。

15世纪印刷机被发明出来以后，
它带动了一次世界性的信息爆炸。印
刷机面世以后，大约出版了1.3亿册
图书。到2010年，也就是谷歌的数字
化图书计划实行 7 年之后，大约有
2000万图书被扫描成了数字图书，这
几乎相当于人类所有书写文明的
15%；也就是说500多年产生的信息
量，它只用了7年就完成了。这还只是
一家公司，还没有完全展开来做。

大家知道亚马逊，它的优势是
Kindle（电子书阅读器）。在Kindle上
阅读的重复率、标记次数以及画线次
数会有数据留存，这都是读者的重要
信息。可是亚马逊都把它藏在那儿，不
愿意跟出版商共享，因为出版商也不
愿意把版权跟它分享。前面我们也讲
了数据无处不在，如今大数据已经运
用到各个行业，从未来的眼光看，它一

定会继续深刻的、长期的影响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

再回到出版业，我们需以辩证
的眼光来看待。

第一，究竟改变的是什么呢？数
字化已经并将持续改变我们图书生产
和管理流程，并部分改变呈现方式、
阅读方式和营销方式。我还是比较保
守的，不太相信颠覆论。因为结果往
往不是专家预测的，而是消费者来决
定的。我的简单判断是，像我这样的
人，正常情况阅读还有30年，我们
的选择倾向主要还是纸质书。但是改
变是必然的，现实已经改变了，并且
还将更大地改变。

第二，凸显的问题是什么呢？是
内容的海量，以至于泥沙俱下，难以
选择。我们打开各种数字化的端口，
只要打开就会感觉到什么都有，但困
惑的是不知道如何选择。现在有了监
管，效果是好了很多。

第三，最终稀缺的是什么呢？稀
缺的是有效内容的搜索，以及重大思
想成果的选择和获得。这一方面表现
了不管是互联网，还是大数据，都在
不断成长中，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出
版的努力依然有着巨大空间。

第四，比较难办的是什么呢？难
办的是内容主体的孤岛化。刚才说到
亚马逊，各大书商和亚马逊之间，虽
然各有资源优势，但之间却是屏蔽
的。这虽然是几年前的数据，但主体
的孤岛化以及内容数据化的商业模式
还是有待探索与开发。

第五，数字化和数据化，改
变着关于内容生产的市场预测、加
工方式、管理过程、呈现样式、交易
方法，但是没有改变内容本身的价
值。没有改变传统出版人原来所
拥有的立点，就是内容这个立点
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内容创新
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不会改变精
神产品生产的规律，即是说规律
是不会改变的。

前些年，美国人在欢呼、崇拜大
数据的同时，也发现了问题。比如，
有人问乔布斯，苹果公司经营得这么
好，市场是怎么调研的？乔布斯说没
有调研，并接着说，消费者没有义务
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这是生产者的
事。这是一个反向的例子，不用大数
据预测却成功的例子。还有一个，
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没人
做过预测，没人有数据概念，更没有

大数据概念，但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发
现诞生了。还有，福特时代没有数据显
示，汽车可以代替马车，但是汽车这个
重大发明也诞生了。这些都说明，大数
据是管用的，但是更大的数据，比大数
据更大的数据是什么呢？是源于人本
身，是人的创造力、直觉和天赋。我们
的先贤哲人，那个时候都不具备大数据
的运算能力，依靠的就是他们的智慧，
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种智
慧源于直觉，靠的是人自身的悟性，对
事物规律的把握。

因此，我们要看到，数字化、大数
据对传统出版带来了知识的集成、需求
的判断、趋势的把握、搜索的便捷以及
跨界的链接。这不仅是挑战，更重要的
是商机，是发展空间，是文化的传承。
科学再怎么发展，它不会改变出版的本
质——选择。比如，孔子年代占卜书不
少，著名的、上了《左传》的、和《周
易》一样地位的就有两本。但是孔子最
后列入“六艺”的只有《周易》。没有
这方面内容的选择，就不会有后来《周
易》的地位。《诗经》也是一样，也是
孔子选择的结果。看上去一个简单的、
具体的编辑工作，带来的是长久的社会
影响和伟大的思想成果。

归根结底，我们应积极认真地对待
并研究数字化、大数据等科技手段给出
版带来的影响，应跟随时代步伐、适应时
代要求，为传统出版在新的技术条件下
寻找出路，繁荣发展出版业。

■

正确看待大数据

▲各种书籍的出版

▲《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