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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科学著作翻译出版史,考察科学研究能力体系(SRAS)的构造机理和运行机制。提出SRAS构

架,以科学话语权(SDP)为机制构建基于SRAS的SDP层次结构,创制科学信息本体结构(OSSI)。通过解析

OSSI,由科学信息生成模块(SICM)获得科学信息表述模型(MSIRS),由科学信息发布模块(SIIM)获得科学信

息传播载体模型(MSIDV)。在知识内核和记录载体获得先行确定的情况下,SICM的活动主体将是 MSIRS,在

受众结构和标志结构已获得先行确定的情况下,则其活动主体将是 MSIDV。由此,可以得到 OSSI的一种活动

机制———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信息本体结构(MOSSIODSI)。考察推动人类发展的3次大规模科学著作翻

译运动的历史和成果,明确了以其语言为主轴的科学传播方向,及其传播路径结构、传播形式结构和传播工具结

构,证明在3次大规模科学著作翻译运动中,OSSI确实存在,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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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studiesthestructuralmechanismandtheoperationalmechanismoftheScien-
tificResearchAbilitySystem (SRAS)throughthehistoryoftranslationandpublicationofscientific
works.ThispaperalsopresentsaSRASframe,usesscientificdiscoursepower(SDP)asthemechanism
toconstructtheSDPhierarchicalstructurebasedonSRAS,andcreatestheOntologicalStructureofSci-
entificInformation(OSSI).ThroughanalyzingtheOSSI,aScientificInformationRepresentationModel
(SIRM)isacquiredfromScientificInformationCreationModule(SICM),andaModelofScientificIn-
formationDisseminationVehicle(MSIDV)isacquiredfromScientificInformationIssuanceModule(SI-
IM).Whenknowledgekennelandrecordcarrierarepreviouslydetermined,theactiveagentoftheSICM
willbetheSIRM;andwhentheaudiencestructureandtheidentificationstructureoftheMSIDV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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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lydetermined,theactiveagentoftheSICM willbetheMSIDV.Therefore,anactivitymecha-
nismofOSSI,i.e.OntologicalStructureofScientificInformationOrientedonDisseminationofScientific
Information(OSSIODSI),isobtained.Throughstudyingthehistoryandachievementsofthethreemajor
scientificworkstranslationmovementsthatfacilitatedhumandevelopment,theirdirectionsofscience
disseminationwithlanguageasthemainaxis,structuresofdisseminationpaths,structuresofdissemina-
tionformsandstructuresofdisseminationtoolsareobtained,anditisprovedthatinthethreemajorsci-
entificworkstranslationmovementsOSSIdidexist;themappingrelationsbetweenSIRMandOSSIand
betweenMSIDVandOSSIareestablishedandthereasonablenessofitsexistenceisproved.

Keywords OntologicalStructureofScientificInformationOrientedonDisseminationofScientific
Information;ScientificInformationRepresentationModel;ModelofScientificInformationDissemina-
tionVehicle;mappingrelation;historyofsciencepublication

  在科学社会学理论中,一般认为,科学研究最初

由科学研究者自发的兴趣与爱好使然。科学起源于

科学爱好者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所进行的

探究,随着人类的发展,科学才出现了体制化。所谓

的科学体制化,一般认为是在国家公权力直接或间

接介入下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

立后,由于科学技术能够创造财富,资本也加入到科

学体制化之中[1-2]。
上述认识基于科学研究主体(SubjectofScien-

tificResearch,SSR)的个体行为(individualbehav-
ior),揭示了科学行为外在表现形式(externalpres-
entationformofscientificbehavior),但科学研究本

身存在自构性,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脉

络中,科学研究以科学问题为起始点,在科学发展模

式的作用下,经过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科学真理,实
现科学进步,有其自在逻辑[3]。本文旨在考察科学

研究能力体系的构造机理和运行机制。

  一、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信息

本体结构

  1.科学研究能力体系

笔者认为,科学研究能力(scientificresearcha-
bility)是在一定的自然观指导下,借助科学研究认

识论、方法论和工具论,通过有组织、有目的、自觉的

科学实践,获取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等客观规

律及其相互关系的理性解释,或将上述理性解释通

过构建工程(技术)系统而创造和谐有序的人工自然

的本领。从科学发展结构看,科学研究能力是一个

逻辑化的层次结构体系(见图1)。

图1 科学研究能力体系层次结构

  科学研究能力体系(ScientificResearchAbility
System,SRAS)得以自构的根本动因在于人类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需求。SRAS运行所产生的总体性成

果有二,一是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客观规律

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理论,二是基于科学理论所构

建的工程(技术)系统。

2.科学信息本体结构模型

科学话语权(ScientificDiscoursePower,SDP)
是指科学研究能力体系(SRAS)中的科学研究主体

(SSR)对于科学研究客体(ObjectofScientificRe-
search,OSR)所探索诸问题的建议、发布、诠释和议

论。根据SRAS的层次结构,SDP对应地存在以下

层次结构(见图2)。
科学信息本体结构(OntologicalStructureof

ScientificInformation,OSSI)(见图3)是一个由科

学研究能力体系(SRAS)定义的专司科学研究成果

记载、发布与传递,争夺科学优先权的功能体制,是
科学话语权(SDP)的承载工具。通过这一工具,

SRAS中的个体,依据SRAS层次结构中的研究目

标定位,在科学信息驱动模块内嵌的科学优先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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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学话语权层次结构

构起点效应的驱动下,通过科学信息生成模块将科学

原构数据转化为科学结构数据,再传递给科学信息发

布模块,其标志结构根据受众规则对科学结构数据进

行标志,转化为科学信息,由传播载体进行发布。

  3.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信息本体结构模型

在科学信息生成模块中,其表述结构(见图4)
的基础功能是将科学知识内核借助于语言转化为科

学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记录载体(见图3)是科学

原构数据转变为科学结构数据的承载工具。

图3 科学信息本体结构模型

图4 科学信息表述结构模型

  在科学信息发布模块(见图3)中,其传播载体

(见图5)的基础功能是将通过科学信息模块生成的

科学结构数据发送到受众群体的承载工具。

图5 科学信息传播载体模型结构

  在科学信息生成模型的知识内核和记录载体已

获得先行确定的情况下,则科学信息生成模型的活

动主体将是科学信息表述结构,在科学信息传播模

型受众规则和标志结构已获得先行确定的情况下,
则科学信息传播模型的活动主体将是科学传播载

体。由此,可以得到科学信息本体模型的一种活动

机制———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信息本体结构

(ModelofOntologicalStructureofScientificInfor-
mationOrientedonDisseminationofScientificIn-

formation,MOSSIODSI)(见图6)。

图6 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信息本体结构模型

  由此,科学信息本体结构(OSSI)是科学研究能

力体系(SRAS)中承担体系结构内部科学信息交

换、通过科学信息数据标志公布科学研究成果,争取

科学优先权标志的一种体制结构。

  二、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信息
本体结构模型的讨论

  1.科学信息表述模型分析

从时空尺度上观察,科学文明曾以科学翻译著

作为载体,实现了科学的跨地域大传播,并由此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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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学文明的重大进步。文献[4]考察了中国近代

科学传入与科学翻译的关系,文献[5-6]介绍了阿拉

伯百年科学著作翻译运动,文献[7]讨论了阿拉伯科

学著作与欧洲文艺复兴起源的关系。笔者尝试将科

学著作翻译与科学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表达为如

下轨迹(见图7)。
就3次大规模科学著作翻译看,其核心是对科

学著作的翻译,这种新的科学传播形式为使用其它

文字语言的民族和人群提供了方便的阅读形式。更

为重大的是,3次大规模科学著作翻译运动,使得不

同地域的知识进行了融合,并在融合的基础上不断

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引发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快

速进步。
其表述语言,涉及的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

古印度的语言文字转化为阿拉伯语言文字,阿拉伯

语言转化为拉丁文字以及欧洲其它语言文字,欧洲

语言文字转化为汉语言文字,这其中不仅涉及同地

域的民族语言问题,而且大量涉及科学的结构或职

能分化(如科学术语、科学定义,等等);其表述形式,
不仅涉及了考证、修编等形式,还出现了翻译著作这

一全新的著作形式,更出现了汇编等形式;其表述体

例、论述的体例更加严谨,也创造了更多的表述形

式,如图形、数学公式与文字语言的联合论述结构。

3次科学著作翻译运动以表述语言为主轴,引
发知识的大规模、大范围、跨地域的融合,导致了人

类知识的极大丰富和迅速发展,因而科学翻译著作

成为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民族、人群进行思想和文化

交流的工具,这是人类文明和知识交流历史上科学传

播体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这种创新带来的

是知识的传播、科学的繁荣和文明的进化(见图8)。

图7 科学文明跨地域传播的历史轨迹

图8 以语言为主轴的科学传播方向

  2.科学信息传播载体模型分析

传播路径(disseminationpath)是指完成传播

目的所涉及的合理过程、所涉及的必然事件、所涉及

的主体结构。纵观上述3次大规模科学翻译运动,
从整体上看,其合理过程的起点是既有科学理论,经
过翻译、学习、研究,最终获得新的科学理论;其必然

事件是既有论著、翻译论著、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科

学论著;其受众结构是原作者、翻译者、学习者、研究

者和新作者,因而,存在以下传播路径(见图9)。

图9 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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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形式(disseminationform)是指传播的工程

实现方式。在3次大规模翻译运动中,表现出翻译传

播、教育传播、研究传播、写作传播等典型形式,从社

会进程看,这些传播形式存在递进逻辑(见图10)。

图10 传播形式

  传播工具(disseminationtool)是指依据传播形

式和传播路径实现传播时所必须的工程设备,包括

语言工具(languagetool)、介质工具(mediumtool)
和载体工具(vehicletool)等3类(见图11)。语言工

具是指实现传播的语言,介质工具是指传播形式的

技术形式,载体工具是指传播形式的文化形式。

图11 传播工具

  三、结论

(1)影响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3次大规模科学

著作翻译运动,证明在科学信息跨地域、跨时域、跨
文明的传播中,科学信息本体结构模型的确是科学

信息传播的一个核心功能结构。而且为了适应科学

信息的跨域传播,科学信息本体结构(OSSI)本身还

可发生变构。
(2)在科学信息生成模块上,以适应科学信息传

播,科学信息本体结构模型的表述结构以受众规则

为导向,在表述语言、表述形式、表述体例上,出现了

以语言为主轴的科学传播方向的调整。
(3)在科学信息发布模块上,以实现科学信息传

播为目的,传播载体发生链式变构。在传播路径上,
形成由“既有著作→翻译→学习→研究→新著作”所
组成的科学活动链与由“著作者→翻译者→学习者

→研究者→著作者”所组成的受众结构链并行结构;
在传播形式上,出现了由“翻译传播→教育传播→研

究传播→写作传播”所构建的串行逻辑;在传播工具

上出现了由“语言→著作→教育→研究”所构建的完

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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