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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察16世纪以后科学信息传播体制的发展脉络。通过牛顿等科学家科学发现优先权争执的公案分

析,归纳出科学研究个体和科学研究能力体系(SRAS)对于获取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关注方向。对造纸术、印刷

术、物流业等的考证发现,15世纪以后,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具备以文字传播为形式、邮局发送为路径、印刷复制

为工具的基于纸张印刷物的信息传播载体结构(IDSBPP)。以科学发现优先权授予规则为线索,通过考证发现,

在15世纪下半叶以后,形成了以科学学会为体制的科学共识评判体系,创立了以科学评论、科学通报和正式论

文为主体的科学信息报告形式,加上学会创办的科学期刊,组建起一个原型化的基于科学期刊的面向科学发现

优先权申报体制。在自然哲学分化为更多的专业学科领域之后,形成了专业科学期刊。科学期刊是为适应科学

发现优先权竞赛而创造出来的革命性科学信息传播体制和工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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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studiesthedevelopmenthistoryofthescientificinformationdissemination
systemsincethe16thcentury.ThroughanalysisonthecaseoftheargumentofNewtonandotherscien-
tistsonscientificDiscoverpriority,theconcerneddirectionofindividualsofscientificDiscoverresearch
andtheScientificDiscoverResearchAbilitySystem (SRAS)onacquiringscientificDiscoverpriorityis
summedup.Thestudyonpapermaking,printing,logisticsandetc.findsthatsincethe15thcentury,in
BritainandFrancetherehasbeenanInformationDisseminationVehicleStructure(IDVS)basedonpa-
perprintwithwrittenlanguagesastheform,postaldeliveryasthepathandprintcopyasthetool.
ThroughstudyonthescientificDiscoverpriorityauthorizationrulesastheclue,itisconfirmedthatsince
thesecondhalfofthe15thcentury,ascientificconsensusjudgmentsystemwithscienceacademiesasthe
frameworkandascientificinformationreportformwithsciencereview,sciencebulletinandformalthesis
asthemainbodyhavebeenformed,aprototypescientificpriorityorienteddeclarationsystembasedon
sciencejournalswasthereforeestablishedwithsciencejournalssettingupbytheacademies,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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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journalsemergedafternaturalphilosophybrokeintomoredisciplines,andeventuallythescientif-
icdisseminationsystemandengineeringplatformbasedonsciencejournalswithcompetitionforscientif-
icpriorityastheorientationwasformed.

Keywords ScientificResearchAbilitySystem (SRAS);scientificpriority;scientific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system;informationdisseminationsystembasedonpaperprint;sciencejournals

  为验证科学信息本体结构模型的存在,笔者

考察了科学期刊体制的创立历程[1-12]。

  一、科学发现优先权实现的前提条

件和工程基础

  1.科学发现优先权争执的凸显

16世纪60年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加速趋

势,科学研究出现体制化倾向,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

业的体制逐步得以巩固。当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

时,科学发现优先权必然得到关注。这种关注最直

接的起源可能是科学发现优先权归属的争执,例如,
伽利略与巴尔德萨·卡帕关于几何学和军用罗盘的

优先权的争执,牛顿与莱布尼茨有关微积分发明优

先权的争执,牛顿与胡克关于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优

先权的争执[13-15]。
这些争执,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争执竟然影响

到英国与法国的科学交流,最终导致英国数学研究

长期停滞不前[16]。因此,探索一种科学、正义、公
平、公开的科学发现优先权标志机制在当时就显得

十分紧迫。这种紧迫不仅来自于科学研究能力体系

中的科学研究个体的高度关注(见图1),也来自于

整个科学研究能力体系的高度关注(见图2)。围绕

这些关心,科学研究个体和科学研究能力体系自觉

或不自觉地开始了有关科学发现优先权标志的

探索。

图1 科学研究个体对于获取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关注

图2 科学研究能力体系对于授予科学

发现优先权的关注

  2.基于纸张印刷物的信息传播

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刊物是在欧洲出现的。

986年,以手写《北欧英雄传说》[17]为标志的“手抄新

闻”(thenewletter)开始流行。“手抄新闻”涉及的

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及社会动态,而且有市井生活

及科学知识。“手抄新闻”没有固定的刊期。

12世纪后,造纸术开始在欧洲传播[18]。15世

纪中期,活版印刷术[19]在德国诞生并迅速向欧洲各

地传播。与此同时,法国路易十一世于1477年建立

皇家邮政,英国亨利八世于1516年在从伦敦辐射出

去的主要道路上建立定期的邮递网。英国于1635
年、法国于1672年规定了邮政由国家专营[20]。造

纸术的传播为刊物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工程化的物质

载体,活版印刷术的发明为刊物的风行提供了工程

化的复制技术,而国家邮政系统的出现,则为刊物的

广域传播提供了物流体制。由此,基于纸张印刷物

的信息传播(见图3)作为一种传播体制出现了。

15世纪后期,欧洲印刷商开始印刷一些由4
页、8页或16页纸张组成的记录最新战况之类的重

要事件的活页新闻[8,21]。这些印刷品由国家邮政系

统、公共交通运输系统或私人运输系统送到欧洲各

地,交由商贩出售。晚些时候还出现了专载奇闻、案
件、灾害的较长文字的活页新闻。

图3 基于纸张印刷物的信息传播载体结构

  16世纪中期以后,在意大利出现了“威尼斯公

报”[22-23]。1588-1598年,德国法兰克福印刷商艾钦

格每年2次出版印刷刊载半年重大事件的文集《书
市大事记》,在每年春季与秋季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市

上销售。这份半年出版一次的出版物是世界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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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固定刊名及固定刊期的刊物。1597年2月,德
国出版商S.迪尔鲍姆在奥格斯堡印刷出版了大事

记性质的月刊。17世纪上半期,在荷兰的阿姆斯特

丹出版了以战争新闻为主要内容的称为“corantor”
的原始报纸[8,21]。由此,基于纸张印刷物的信息传

播体制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途径。

17世纪初,半月刊和周刊开始在欧洲一些国家

出现。1605年5月17日,A.费尔赫芬在安特卫普

印刷出版半周刊《安特卫普新闻》。1609年,德国沃

尔芬比特尔、奥格斯堡和法国斯特拉斯堡先后出现

同种周刊《历史报告与历史启示》。
3.科学共识体制的创建

1560年在那不勒斯成立了“自然奥秘学院”,这
是以研究自然为职业的志同道合的科学家,以聚会

形式讨论科学问题,探索科学研究方法。17世纪,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651
年西芒托学院(AcademiadelCimento)创立于佛罗

伦萨[24]。在英国,从1645年起,学者们以无形学院

(InvisibleCollege)[25]的名义,在格雷汉大学或伦敦

其它地方集会。1662年,在查理二世的特许下,上
述组织定名为“皇家学会”(RoyalSociety)[1,26]。在

法国,同类的科学院于1666年因路易十四喜好资助

艺术和科学为自己增光而创立[27-28]。不久以后类似

的组织出现于欧洲其它国家。
这些科学研究组织对科学问题进行讨论,汇集

科学界意见,寻找科学共识,公布会员的研究成果,
使得科学发展愈加迅速。在当时,对于科学研究个

体来说,系统阐释其科学成果的表述形式是科学著

作,但科学家创建科学理论体系需要相当长的一个

研究时期,而且在获得科学理论体系之前需要大量

的思想交流。长久以来,这些交流往往通过科学家

之间的私人通信或科学家自己出资印刷表达自己思

想的小册子来完成,例如伽利略的《力学》就是以单

篇印刷形式在1594年发表的。这种方法存在许多

缺点,一是交流是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实现,科学交

流的私人性质经常导致科学研究成果优先权的争

论,如牛顿与胡克关于万有引力发现优先权的争论就

由此产生;二是交流是单向的,不能互利互惠,因而科

学家纷纷将科学成果向学会组织报告,以寻求背书;
三是科学成果传播的效率太低,尽管有科学家定期或

不定期会面交流这种形式,但参加者有限,在它地或

在他国的学会会员不能享受到交流所能带来的收益。
由此,科学学会开始围绕通过科学讨论,逐步发

展成为科学研究能力体系引导科学共识的一种工作

体制。

  二、科学期刊体制的创立

1.科学期刊的发蒙

1661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SirRobertMoray
提出以期刊形式来传播科学信息的构想[29],1663年

FrancoisMezeray提出了一个有关建置科学期刊的

方案,但并没有具体成果。
1664年,德萨洛向路易十四提出创办 Weekly

ScietnificJournal的提案[27],1665年1月5日在巴

黎出版JournaldesScavansWeekly。该刊主要报

道物理、化学、数学及力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并采用

Journal一词作为刊名。该刊1701年一度停刊,后
在法国科学院赞助下复刊,并于1724年改为月刊,
出版至今,现译为《学人杂志》(JournalofLearned
Men)或《法国科学家杂志》[1]。

奥登伯格时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他设想把欧

洲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向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报告集

中成册,传达给皇家学会会员,以提高科学研究成果

传播的效率。在其倡导和主持下,1665年3月6
日,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哲学汇刊》创世了[1,30]。继

他之后,胡克在1677-1683年任皇家学会秘书,负责

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会刊,继承了他的事业。《哲学汇

刊》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出版至今。
这2份刊物被世界各国公认为世界综合性科学

期刊的鼻祖。此后,新的综合类科学刊物相继出现。
例如,1668年在意大利创刊的《文学杂志》是一份以

评论文艺复兴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期刊,1670年

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的《利奥波尔迪纳新学报》是一份

至今仍在出版的医学与生物学刊物。1755年圣彼

得堡科学院创办了俄国最早的科学期刊《每月评著》
(1755-1764)。19世纪创刊,现今还有着重要影响

的综合类科学刊物包括,1812年在美国创办的《费
城自然科学院报》,1818年创办的《美国科学杂志》,
1824年在法国创刊的《自然科学纪事》,1854年在英

国创刊的《伦敦皇家学会会报》,以及1898年在荷兰

创刊的《荷兰皇家科学院院报》。
在当时,自然哲学是对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

等等自然科学理论的统称。因而英国《皇家学会哲

学汇刊》承担起自然科学各学科科学思想、研究方

法、研究工具及研究成果发布和传播的重任,为科学

发现优先权标志提供了一个原型作业平台。同时,
科学研究个体在使用这一作业平台时,开始依据其

科学研究成果类型探索申张科学发现优先权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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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例如,在物理学领域,牛顿的第一篇似乎带有

科学评论性质的科学论文《光和颜色的新理论》于
1672年发表于《皇家学会哲学汇刊》[31]。在气象学

领域,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于1686年发现信风,随后

在《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发表其对信风问题似乎带有

科学通信性质的研究报告[32]。在化学领域[33],《皇

家学会哲学汇刊》1772年在第147-264页发表过化

学家J.普里斯特利关于研究“空气”的正式论文,

1784年和1785年刊载了H.卡文迪什有关“可燃空

气”的实验报告。由此,一个原型化的基于科学期刊

的面向科学发现优先权申报体制(见图4)构建了起

来。

图4 基于科学期刊的面向科学发现优先权申报体制

  2.专业科学期刊的诞生

学会为形成科学共识提供了一条路径,但在自

然哲学的框架下进行学术研讨,难以使得不同学科

领域的科学研究个体通过学术交流形成科学共识。
同时,以国王裁示为基础的学会模式违背了科学民

主的要义。胡克在担任皇家学会会长时,曾向牛顿

索要万有引力发现权,导致牛顿勃然大怒,宣称只要

胡克还活着,他就不发表任何学术论文,事实上牛顿

许多重要论文都是在1703年胡克去逝以后发表。
牛顿在担任皇家学会会长以后,利用职务压制莱布

尼茨对于微积分发明优先权的申诉,并发动学会会

员展开对莱布尼茨的科学声讨,从而引发了英法科

学家长期对立[34]。
18世纪以来,由于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

具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掌握,产生了大量的研究

成果。由于生产的需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程成

果。这就要求人们将这些成果进行整理,使之系统

化、系列化、专业化、理论化。因而自然科学和工程

技术的分化速度加快,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地理

学、天文学、医学等等,相继从自然哲学中分划出来,
成为新兴独立科学。技术的分划更为明显,机械工

程、纺织工程、采矿工程、航海技术等等,纷纷形成独

立的和专业化的工程技术体系。
与此同时,科学研究个体出于更快、更多、更全

面、更可靠地掌握本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进

展、新方向的需要,同时争取在新兴学科专业获得学

术地位,相关专业科学团体也相继产生。这些科学

团体出于帮助会员获得科学发现优先权的需要,开
始定期出版会刊、学报、会报,于是各种专业化的科

学期刊纷纷问世[35]。
1798年在英国成立的泰勒与弗朗西斯出版公

司以创办《哲学杂志》为起点,打破了科学学会对于

科学期刊出版的垄断,彻底冲破了学会利用科学期

刊对于科学话语权的束缚和垄断。从此,以科学期

刊为基础,以科学发现优先权标志为要义的科学信

息传播产业开始形成。
3.专业学科领域科学期刊的开山

在欧美等国,数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
地理学、农业科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乃至工程技

术领域的专业科学期刊先后创立,从而创建了以科

学领域为划分的专业科学期刊,打造起学科领域的

科学标志平台。如今,这其中的许多科学刊物至今

仍然存在,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数学领域[36] 热尔岗1810年在法国创办

的《纯粹与应用数学年刊》(1831年停刊)是世界上

最早的数学专业期刊。在其影响下,数学期刊相继

问世。1826年阿贝尔鼓励A.L.克雷尔创办了著名

的德文数学刊物《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克雷尔杂

志),它是目前仍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数学期刊。
1836年,刘维尔创办了著名的法文数学期刊《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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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数学杂志》,该刊的最显赫业绩是率先刊登了

伽罗瓦关于群论的论文,为19世纪法国数学的兴旺

建立了重大功勋。19世纪中叶后,各国数学会相继

成立,并编辑出版了大量数学刊物。例如,1864年

莫斯科数学会成立,1865年开始出版《数学汇刊》。
1865年成立的伦敦数学会,于当年出版《会报》。

(2)生物学领域[37] 生物学领域的科学期刊是

随着生物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17~18世

纪生物科学处于描述动植物的外部形态并加以分类

的描述阶段。这一时期出版的生物学期刊大多刊载

的是博物学、自然史、动植物形态学的研究和评论。
19世纪末,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开始逐步扩展,分支

学科越来越多,研究方法不仅是形态的观察,同时也

开始了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因而生物学期刊也随着

变化。
1859年英国伦敦林奈学会创办了《林奈学会植

物学杂志》、《林奈学会动物学杂志》;1903年巴斯德

研究所出版了主要刊载有关微生物、免疫学、传染病

等方面研究论文的《巴斯德研究所通报》;1923年英

国生物化学学会出版了主要发表实验生物学和比较

生理学研究论文的《实验生物学杂志》。
(3)地学领域[38] 1689年伦敦出版报道国外地

理资料的《地理消息》,是地理学期刊的初肇。最早

的地质学刊物是法国巴黎1816年创办的《矿业纪

事》。18世纪20年代~19世纪初,德、法、英等国曾

出版地理学或与历史、统计、航海合璧的不定期刊

物,此属地理刊物的萌芽期。1821年巴黎地理学会

成立,翌年即出版定期会志。之后,柏林、伦敦等地

理学会相继先后成立,也定期出版会志。现行重要

的地理刊物有些就是当时创刊并演变下来的。
(4)气象学领域[39] 18世纪80年代,德国气象

学家J.J.哈默尔组建了由欧洲、北美洲和西伯利亚

等地20个国家的57个观测站构成的气象网。该气

象网的每个站都用统一的仪器、规范、观测时次和记

录格式观测和记录,并将所得资料集中整理,刊载于

德国《巴拉丁气象学会杂志》。英国《气象杂志》从
1866年创刊,已有100多年历史。

(5)化学领域[40-41] 最早的化学期刊当推1778
年创刊的德国《化学杂志》,拉瓦锡1789年创办《化
学纪事》。历史最久的化学文摘是德国的《药学文

摘》,后改名为《化学文摘》,不仅是最早的化学文摘,
而且也是世界科学文摘的鼻祖。

(6)医学领域[42] 1679年法国出版的《医学新

进展》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类科学期刊,德国《各学

院优秀外科论著摘要汇编》(1769-1776)是最早的

医学文摘期刊。在此以后,医学期刊的品种由少到

多,内容由最初的综合性期刊发展为专科甚至专题

期刊,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679~1862年的

近200年间,全世界医学类科学期刊已有20种。世

界上历史最悠久、在科学界最著名的医学类期刊是

英国的《柳叶刀》和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1812-)。

(7)文摘期刊 19世纪初,在科学刊物中出现

了一类为方便读者查寻资料而设立的专门刊物———
科学文摘期刊。科学文摘期刊的先驱是在1784年

由《化学杂志》改名为《柯瑞尔化计划纪事》,该刊附

有论文摘要。1807年创刊的《矿物学文摘》是最早

的地质学类科学论文检索工具,也是世界科学文摘

的鼻祖。1830年创刊的德国《药学文摘》是最早的

药学文摘。医学科学文摘是1769~1776年间在德

国出版的《各医学院优秀外科论著摘要汇编》。最早

的报道化学论文篇名的多学科题录性刊物是在英国

1867年创刊的《科学论文目录》。1960年在美国创

刊的《化学文献题目》第一次采用计算机编制的关键

词索引,实现了期刊编制的自动化,成为期刊发展史

上的里程碑。科学文摘刊物作为查找科学论文重要

的检索工具和延伸传播结构,极大地推动了科学信

息传播的繁荣。

  三、结语

16世纪下半叶,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机械自然

观形成。在这种自然观支撑下,以静止分析和抽象

考察为核心的科学研究认识论、以实验和归纳为核

心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以数理分析为核心的科学研

究工具论相继诞生,自然科学研究拥有了规范的研

究范式。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使得科学研究效率

大为提高,范围大为扩展,对象大为增加,成果大为

增多。科学家迫切需要通过科学信息传播,扩大研

究视野、公布研究成果、提高学术地位、获取研究资

源和引导研究方向。但是已有的科学成果报告形

式,如科学著作、科学家发布小册子、科学家之间的

通信、向学会和科学院报告等交流机制已经不能满

足科学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公信力、体制

化、常态化的科学信息交流机制和科学成果公告平

台,以满足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需要。
科学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其表现形式经常是科

学家对某一科学发现的所有权,争夺科学发现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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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科学史上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在缺乏常态

化和工程化的科学信息传播平台之前,科学发现优

先权的竞争只能束缚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科学期

刊作为科学信息传播的常态体制,贯通了整个科学

研究能力体系,将以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

科学研究明朗化,将整个科学研究能力体系的工作

动能释放出来,从而引导科学研究能力体系走上了

积极的、主动的工作路径,为人类社会的自主发展开

辟了道路。
综上所述,科学期刊是为适应科学发现优先权

竞赛而创造出来的革命性科学信息传播体制和工程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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