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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笛卡尔的方法论看大数据获取信息的弊端
万  森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现代大数据，作为人们自豪的大脑触角的外延，成为了人们从大量经验中挖掘知识构建现代社会的重
要信息手段，大数据的作用在被日益重视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去警示大数据算法在社会构建中对我们认识的
遮蔽。文中通过对大数据参与社会构建中出现的问题的分析，论述了笛卡尔的方法论对现代大数据方法下“知
识”获取的意义，以及个人如何预防大数据带来的偏见认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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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笛卡尔的方法论
笛卡尔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人们在童年经验

成长的过程中，曾作出了许多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理
性判断，因而接受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概念。从笛卡尔
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在欧洲最有名的贵族学校学习了
时代最渊博的知识，尽管那里的知识很多，但他对所
学的东西颇感失望，因为在他看来教科书中那些微妙
的论证，其实不过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理论。

当笛卡尔说，认识不必必须有可客体的时候，显
然揭示了他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也正是他的唯心主
义倾向，使得他不单单是从“经验”而且是从自我理
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是他对于知识寻求。而现在
大数据下获得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经算法
加工过的“信息”，既然“知识”已经作为了一种信息，
那么也就是说，接受者在确信获取到是“自然”的知
识的同时，其已经转为了内容中含有接收符号者预先
不知道的“人化”的情报了。

“知识”到“信息”的异化，其实是偏离了大数据
便利的初衷。对于严重依赖外在“客观”算法数据和

“客观”大数据影响下的如今，那些看似客观的科学算
法构成是带有主观烙印的。所以一些偏见就打着科学
的名义堂而皇之的对于现代社会进行了一些秘密的构
建，并宣称，这是一个大数据下的“客观”“科学”“无
蔽”的社会。

实际上对于个人而言，生活在由大数据参与建构
的现代“现实”中，以笛卡尔的方法出发，重新以有
目的的怀疑入手，从外求到内求为方法，对摆脱大数
据的“遮蔽”带来的偏见束缚就显的尤为重要。
二、大数据的弊端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生产力从古至到今，
分别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
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和现在的大数据时代。这也就是
说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时代，代表的生产力，不可避
免的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深入了我们的思维、
工作和生活方式中，那这些深入我们观念甚至左右我
们的决策的新型生产资料“大数据”又是否是现代人
获取知识的“可靠的基础”呢？

按照辩证的角度来看，技术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大数据当然，也不可能避免社会属性的参与。
媒介即信息，大数据技术作为现代搜索背后的技术支
持，其实也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技术媒介。而分析大数
据这种媒介，其最核心的技术组成，就是大数据内在
的各类算法。这些算法使得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更
多的按照大数据这种媒介技术的支持，来给人传播算
法已经运算的信息。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通

过用大量算法组成的大数据，期待在看似无章法的数
据背后建立一个认为的新秩序，所以大数据的出发，
是在繁多的数据上的“人为自然立法”，这是必要的也
是人们一直对于技术的要求，但也正是这样说来，大
数据不可避免的就必然会带有利益集团价值取向的主
观“算法”色彩了。

如此带有特定算法的大数据，不免使人的思考中
也愈发的带有偏见，如果个体朝着这个方向深信不疑
的思维，那么个体只会连续不断的得到更多算法下的
反馈。这样一来，在知识面好像拓宽的同时，固定算
法下概念的灌输却越来越浓郁。人们如果一直受算法
中弊端的影响，这会使得人们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愈
发的偏执和主观，这会导致算法下知识的回音室效应
严重。  
三、弊端的方法对策

首先真正的“知识”需要去发掘，即便是现代，
这种必要的怀疑仍然是需要的，对个人也是很有益的。
也就是说，怀疑是很重要的手段，笛卡尔曾说过，“绝
不接受任何没有确定为真的东西”。对于获得的信息，
其参考和出处，以及何种情况下的推送，以及目的都
应该去了解一番，否则大数据推送给我们的涵盖弊端
成分的信息，被我们直接使用只能得出越来越偏见的
结论，也就只能在固定的范围下兜圈。

如何去考察“知识”的内在重要的手段是，先弄
清楚自己考察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对自己问题本身
的分析，分析出其中的内涵。大数据固然是有着弊端
的局限性，但其实更多来说，大数据并没有独立的脱
离人们的社会，它是我们社会的同构数据，也就是说，
大数据只是彻底的执行我们的命令而已。而如果自己
问题不清晰，概念和范围很模糊，那么根据自己问题
表达搜索出的大数据的检索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仔细分析我们要考察的难题，直到分解
为细小的部分，可以适当的圆满的了解我们问题的本
意为止。

很显然，大数据作为一种工具，还是对我们的生
产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之所以用笛卡尔的方法是因
为，笛卡尔所使用的是建设性的怀疑方法。这也就是说，
并不是要现代人拒斥大数据，而是要探究如何更为理
性的运用大数据。笛卡尔方法的使用其实还是为了我
们更清晰的解决问题，内部的分析做完以后，当然要
借助大数据这个技术工具去获取我们需要未知的外部
数据。

笛卡尔方法的现代应用不单单是依赖“便利”的
大数据，而是用理性审查和综合思维的方法来使用大
数据技术。如此这样的一些思考和方法或许能帮我们
了解大数据的弊端，进而更进一步的获取自己真正需
求的稳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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