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背景=信息。这是《大
数据》吸引人们的基础。

想象一下，如果背景是政府
财政收支，是牺牲于自然灾害的
人们，是学生的高考成绩……你
便很快能够明白出于真相的数据
的价值。

2009年5月，美国政府推出数
据门户网站：www.data.gov，公开
十万余项政府部门的数据资料，
鼓励公民对政府收集的原始数
据，进行再统计、再分析和再开
发，以推进政府的透明与开放。
几年下来，“数据民主化”以及与
之相关的透明、阳光，成为全球流
行的政治语汇。

阳光是最好的腐蚀剂，人人
皆知，但若身处执权之位，不免希
望手中权力，在黑暗中游走发力，
悄然释放私欲，且又保持正经体
面。须知，支配人心智的善恶，千
百年来，未曾大变。而政府数据
的开放与分享，意味着信息的深
度公开，将权力运作的过程与细
节，置于阳光之下，置于人们的目
光之中。对于任何政府而言，走
到这一步，都非易事。

《大数据》探讨的内容，即，美
国何以至此。用此书原名，更能
得知其内容：大数据大趋势——
改变全球航向的美国开放创新简
史。作者涂子沛，为信息管理专
家。他曾在中国政府部门从事统
计工作多年，后赴美工作，内容是
为政府某一公共政策，提供相关
数据。

分析美国怎样走向透明开
放，是一段迷人的旅程，关乎执政
正义与公民权利。可以说，在美
国，以民主之名公开政府信息，并
非新鲜之事，几百年来，美国公民
对政府执政透明的要求，也从未
松懈。新鲜的是，技术进步改变
执政生态，为正义民主增加新的
保障方式。

技术的善恶，由使用它的人
们所决定。正如很多哲人所强调
的，重要的不是善恶，而是坚持选
择善，以及所持有的理由。

在我们的采访中，涂子沛多次
感慨，我们对好的公共生活，缺乏
想象力，不是因为想象力不够，而
是，我们站在低处，这个低，不是
技术上的，而是价值观上的。世界
是大家所共享的世界，“如果你不
能理解爱与分享是生命中极为重
要的东西，那么，你也很难真正理
解，信息交流与分享，之于一个社
会的重要性。”

□朱桂英（新京报阅读观察员）

【阅读观察】

让数据推动正义

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后，研究者纷纷据此立说，
就此对中国现代史提出新角度、新看法，势必也将
成为一种潮流。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学者
最近推出的《天下得失》便以蒋介石日记作为研究
主体，提出了诸多新的看法。我们在此选取蒋介石
的阅读生活为切口，从不同侧面去理解蒋介石，理
解中国现代历史。 C08-C09 关注

蒋介石书单

蒋介石不完全书单
●古籍
《中庸》《韩非子》《墨子》《孙子》
《管子》《礼记》《张居正评传》

●新思潮
《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
《新村记》《易卜生记》《杜威讲演集》
《马克斯经济学说》《马克斯学说概要》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革命史
《俄国革命记》《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
《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革命心理》
《列宁丛书》《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变乱与革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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