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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造性思维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刘 益 东

关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在世界上己 有 近百年 的

历史
。

在 美
、

日
、

德
、

英
、

法
、

前苏联等国
,

创造性

思维 的研究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重 视
。

成立有

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 团体
,

研究成果在社会上 得

到积极的传播和实践
。

许多高等院校设置 了创造性

思维的课程
,

企业更是积极开展职工的创造性 思维

训练
。

70 年代以来
,

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
,

创造性

思维的研究正逐步进人实验科学 与交叉科学的新时

期 可以相 信
,

一个创造性思维 的研究 与开 发的热

潮
,

不 久将临
。

1 我国创造性思维研究的概况

在 t9 80 年前后
,

国外创造性思维研究的情况开

始被介绍到国 内
,

并很快引起我 国学术 界的重 视
。

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

迫切需

要发明成果和创造型 人才
。

因此
,

创造性思维的研

究在我国发展较快
,

在 巧年间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
。

根据其发展历程的特点
,

我们将其分为兴起 和发展

两个阶段
。

(l) 兴起阶段 (70 年代末 至 80 年代中期 )

从 1980 年开始
,

《北京科技报》
、

《科学画报》
、

《现代化》
、

《祝您成才》
、

《未来 与发展》等报刊陆

续发表大量介绍国外有关创造性思维的文章
,

《创

造与技法》
、

《实用创造学与方法论》等一批综合性

著作相继问世
。

通过这些文章和著作
,

我 国公 众对

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开始有所 了解
,

并逐 渐引起社会

各界的重视
。

我国的创造性思维研究 由此起步
。

80 年代初
,

在钱学森 的倡 导下
,

在 全国范 围内

掀起了思维科学研究的热潮
,

创造性思 维 的研究作

为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

得到有力 的促进和 推

动
。

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有关学 术组织相继 成立
,

主

要有
:
中国创造学会筹委会 (198 3)

、

山西省社科院

思 维科学研究所 (19 阱)
、

中 国 发 明 协会 (19 85)
、

中国现代设计法研究会 (198 5)
。

此外
,

还成立一批

创造学会和创造学研究所
。

这些组织的成立将分散

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
,

为开展学术 活动
、

出版 专业

刊物提供了条件
。

1984 年 8 月在北京 和太原相继 召 开了全 国首届

思维科学学术研讨会和全 国首届思 维科学专题讨论

会
。

1985 年 7 月在哈尔滨举行全 国第二 届思维科学

专题讨论会
。

学术会议的举行对促进学术交流
、

提

高研究水平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
。

在此期间
,

《发明与

革新》 (1 984 )
、

《思维科学 通讯》 (1984 )
、

《思 维科

学》 (1985 )
、

《创造 与人 才》 (1985) 等刊 物陆续创

办
,

促进 了创造性思维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传播

随着我国经济 与科技 的迅速发 展
.

特别 是 19 85

年专利法 的实施
,

社会迫切需要发 明成果和创造型

人才
。

这有力地推动了我 国创造性 思维的研究及其

成果的推广和实践
。

到 80 年代中期已有多所高等院

校开设了创造性 思维的课程
,

不 少幼儿园
、

小学和

中学也在开展创造性教育
。

许多企业成立 了创造学

会
,

对职工进行创造力的开发与培养
,

将创造性 思

维技巧运用于生产实践
。

尽管我国的创造性思维研究起步较晚
,

但由于

国外研究成果的大量传入
,

国内思维科学的研究热

潮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

在几年时间里便迅速兴

起
,

并初具规模
。

(2) 发展阶段 (80 年代中期至今 )

从加 年代中期开始
,

我国的创造性思维研究从

介绍到介绍与独立研究并 重的发展阶段
。

论文 与专

著的发表情况可以清楚地显示 出这种变化
。

我们对

19 80 一 19抖年 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有 关创造性 思维 的

论文进行了统计
,

较重要 的论文 2苗篇 (以 中 国人

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 全文 收录为准 )
,

其中介绍 性

文章 119 篇
,

研究论文 147 篇
。

具体分布如图 1
,

2 所

刁丈
。

由图可 知
,

介绍性 文章从 80 年代中期开 始减

少
,

而研究 论文则明 显增多
,

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到

叩年代
。

19 89 年出现的陡然减少可能 与那场政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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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 了创造性教育与智力开发的试验体系
。

总之 从 80 年代 中期至今
,

我国的创造性思维

研究 量和质两个方 面都有较大的提高
,

但与 国际
�在

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

仍须继续努力

2 我国创造性思维研究的

主要观点和成果

图 1 1 9 8 0 一 1 9 9 4 年发表的介绍性又章

篇 ,

8 0 8 2 8 4 8 6 8 8 90 9 2 94 年

图 2 飞9 8 0 一 1 9 9 4 年发表的研究论文

波有关
。

在这一时期
,

介绍性工作进一步深化
,

较

系统地翻译了国外创造性思维研究的专著和名著
,

我国学者 自己的研究专著也纷纷问世
。

到 1卯4 年已

正式 出版译著 40 余部
、

研究专著 20 余部
。

主要研

究专著有 : 《科 学发现的逻辑》 (章士 嵘
,

1986)
、

《关于思维科学》 (钱学森
,

1986 )
、

《思维发展心理

学))( 朱智贤
、

林崇德
,

198 6)
、

《灵感学 引论》 (陶伯

华
、

朱亚燕
,

1987 )
、

《人工论 一 创造的哲学》 (李

伯聪
,

198 8)
、

《思 维数学引论》 (孟凯韬
,

1卯1)
、

《相似论》 (张光鉴
,

1卯2 )
、

《易与人类思维》 (张

祥 平
,

1卯2)
、

《对称 一 整合 思 维模式》 (周守仁
,

1卯3) 《认知科学 与广 义进化 沦》 (赵南元
,

1塑〕4 )

等
,

这是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创造性思 维进行深

人探索的成果
,

基本代表了当前我国创造性思 维的

研究水平
。

此外
,

有关创造性思维的综 述性
、

普及

性著作和丛书也在继续出版
,

如
“

人与创j窗丛书
” ,

“

思维科学丛书
”

等
。

到 1少〕4 年共计出版 70 余部
.

在发展阶段
,

有关学术组织进一 步完善
。

1哭岭

年
,

中国创造学会正式成立
。

创造学与思 维科学的

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在省市地区及高等院校继续组

建并积极开展 活动
。

1987 年 9 月
,

首 届 国际创造学

会议在上海举行
,

促进了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的交

流 与合作
。

在推广
一

与实践方面
,

我国学者不断进行

探索
。

如上海学者在早期创造性教育的基础 上
,

初

创造性思维研究 主要包括关于创造性思维 的本

质
、

特征
、

机制
、

过程和技法以及与相 关领域关系

的探索
.

限于篇幅
,

这里仅对我国学者在 这些 方 面

的学术观点和成果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

(l) 关于创造性思维的本质 一般研究者都

把有条件的新颖性作为创造性思维划界的标准
。

例

如
,

朱智贤
、

林崇德 ( 19 86) 将思维分为再现性思

维和创造性思维
,

指出创造性思维最突 出的标志是

具 有社 会价值 的新 颖而 独 特 的特 点
。

章 士 嵘

( 1986 ) 认为创造性思维的本质是在社会实践需要

所制约的 目标指导下
,

对贮存和外来的信息进行鉴

别和筛选
,

重新联结和组合
。

但对新颖性的所 指和

限定
,

研究者有不 同的意见
。

一种意见 (李宏军
,

魏发长
,

1987 ) 强调思维结果的新颖性
,

只要 思 维

结果具有创新的性质就是创造性思维
。

另一 种意 见

(袁绪兴
,

1985
,

戚 昌滋
、

候传绪
,

1987
,

计文 莹
,

1卯l) 则强调思维过程的新 颖性
,

认 为创造性思 维

是 以新颖 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 活动
。

综合上述 两

种意见
,

第三种意见 (刘奎林
、

杨春鼎
,

1989
,

卢 明

森
,

1望辫) 兼顾了结果 和过程 的新颖性
,

认为创 造

性思维是思维素质
、

形式
、

环境和效果的系统综合反

映
,

是 创造 出新办法
、

新概念
、

新观点从而使认 识

或实践取得 突破性进展的思维活动
。

研究者对新颖性的参照 系也进行 了有益 的 探

讨
。

一种看法认为新颖性是相对全社会而言
,

另一

种看法则认为新颖性是相对思维主体而 言
,

并把前

者看作是 创造性思 维 的狭义概念
,

后者 是 广义概

念
。

不少学者强调应以广义概念为主
,

这 样有利 于

训练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发明创造
,

也更符合实际

情况
。

( 2) 关于 创造性思 维的特征 创造性思 维的

特征是创造性思维的外在表现
。

对此主要有这样几

种观点 : 朱智贤
、

林崇德 ( 1986) 认为新 颖独特性

是创造性思维 的根本特征
。

其中新颖是指破 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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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

前所未有
,

独特是指不同凡俗
、

别 出新裁 章

士嵘 (198 6) 认为创造性思维有 两个特征
,

一是 包

括既有 量变又有质变 的多阶段 的创见性 思维过程
,

二是创造性思维是多种思维方法和逻辑模式的综合

运用
。

戚昌滋
、

候传绪 (19 87) 认 为创造性 思维 有

五个特征
,

即独立性
、

连动性
、

多 向性
、

跨越性和

综合性
.

(3) 关于创造性思维的机制和 过程 机制 和

过程的问题是创造性思维研究中最富有挑战性 的课

题
,

我 国 学者 对 此 做 了 有 益 的 探 索
.

章 士 嵘

(198 6) 提 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

动
,

其中就应该包含着一系列有条理的过程
,

正 是

这种条理性使我们有理由来设想创造性思维发生和

进行的一般机制
。

他认为创造性思维是思 维元素

(词
,

意象
、

图形
、

模式 ) 的重新组合
,

是综合运

用各种知识和方法去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
。

创造性思

维的过程是选择与 试错的统一
,

它表现为不断地建

构和 评价
。

张光鉴 (1982
,

19 86 ) 以相 似性在科学
、

技术和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和规律来说明创造性

思维的机制
,

他提 出三种相似关系
、

四 条相似规

律
,

并给出三种应用相似关系和规律解决问题的方

法
。

灵感作为创造性思维机制的重要 内容
,

也是我

国学者探讨最多的课题之 一
。

刘 奎林 (19 86 ) 认为

灵感是意识和潜意识相互作用 的结果
,

他提 出潜意

识推论说和诱发灵感的机制序列链
。

陶伯华
、

朱亚

燕 (198 7) 对灵感的本质
、

特征和 心理特质以及激

发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

他们认为实现认识突

变的心理机制有两种
,

一种是 自觉的越轨思维
,

另

一种是非 自觉的越轨思维
,

即灵感思维
。

赵 南元

(1望科) 将灵感的产生分为 明确 问题
、

搜索信息和

豁然开朗三个阶段
,

从认知科学和工程 可 实现的角

度对其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

得 出一些有益 的结论
。

对思维模式的探讨与创造性思维机制 的研究密

切相 关
。

周守仁 (l卯3) 提 出一种解决复杂性问题

的思维模式
:
对称 一 整合思维模式

。

查有梁 (19抖)

则提出两大思维模式 : 还原 一 决定思维模式和 对称

一 整合思维模式
,

并 用模式论的观点研究了 问题

一 模式谱
。

(4 ) 关于创造性思维与相关领域的关系 我

国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

赵红州 (1984 ) 对

创造性 思维与年龄的关系进行研究
,

发现科学创造

的 最佳年 龄 是 25 一 45 岁
,

其峰值年 龄 是 37 岁左

右
。

段继扬等 (1卯2) 对湖北黄石 市 随机抽 取的 50

名小学生进行 测 试
,

研究 了创造力 与智力的 关系
,

证明它们是两种不 同的能力
,

高智商并不必然带来

高创造力
,

反之亦然
。

这 与国外学者的 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
。

此外
,

我 国学者还研究了概念 的形成 (杨

治 良
,

1985
,

1986)
、

问题 求解 (汪 安圣
、

邱子 磊
,

19 85
,

198 8) 等 问题
。

这些工作对创造性思维的 深人

研究都很有帮助
。

3 我国创造性思维研究

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
,

我国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在短短的 巧

年间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

这是值得肯定的
。

但我们

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
,

如 不能及 时解决则会影响

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

这些问题主要是 :

(l) 思 辩性的论述多
,

实验性的研究少
。

从

统计上看
,

147 篇研究论文中涉及实验性工 作的只

有 18 篇
,

仅占总数的 12. 2 %
,

(2) 泛泛的论述多
,

具体深人的研究少
。

不少

文章的题目很大
,

但内容空泛
。

缺少具体深人的探

索
,

更缺少突破性的工作 ;

(3) 国外科研成果 的引 进慢
.

这反 映在两个

方面
,

一是对国外经典著作的译介慢
,

40 余部译著

几乎都是 198 5 年 以后 出版的
.

二是 对国外 如 年代

的研究成果介绍和借鉴的少
,

从参考文献的构成可

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

(4) 研究的方法和 工具 比较陈旧
,

与其他前

沿领域的研究情况相 比更是如此
。

我们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
,

一是

对创造性思维研究的难度估计不足
.

智力的奥秘
、

生命的本质
、

物质的构成和宇宙的起源是当今 国 际

科技界面临的最富于挑战性的四大难题
。

创造性思

维是智力的核心
,

可以说是难题中的难题
。

要研究

它必须掌握和运用认知科学
、

人工智能
、

神经科学

和 心理学等前沿学科 的最新知识
、

方法 和研究工

具
。

二是我国整体科研水平不高
,

在向世界性难题

挑战时
,

难免力不从心
。

因此只有提高我国整体科

技实力
,

特别是提高前沿学科的研究水平
,

才能使

我 国的创造性思维研究步人国际先进行列
,

为世界

(下转第 5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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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对此我们认为
,

或许这一矛盾就代表着两种真

实的看法
,

因为
“

理想的
”

未必是在希望 中能够

“

实现的
”
; 但在更大程度上很可 能在于 他们 目前

尚未对出国 问题作出认真的思考与抉择
,

它反 映 的

是一种潜在的出国意向和心态
。

无论如何
,

这一点

是毫无疑问的
:
在一定程度上

,

北京是他们向往 的

居住城市
,

但与 国外相 比
,

则更希望到 国外生 活
.

此外
,

被调查者对
“

你朋友中有外国 人吗 ?
”

的 回

答
,

肯定率为 32
.

22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已有 10

万名 留学生滞外未归
,

如何使国内青年知识分子 在

出国 留学问题上不再重蹈援辙—滞外不 归
,

也是

跨世纪人才政策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

我 国当代青年知 识分子的上述 六大基本特征
,

是一个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

各种特征

之 间有着 内在 的 必然联系
.

从此次讽查 的 结 果

中
,

还发现了一长串有趣的百分值数据
,

这使我们

感到 由衷的喜悦
,

并引起了进一步的 推想
.

经初步

查明的一些主要数据如下 : 55 .8 1% 的人表白人才成

长的最佳道路是个人奋斗 ; 67
.

以% 的人对中华民族

的优越充满 自信 ; 肠
.

34 % 的人作为中 国人感 到骄

傲
,

68
.

97 % 的人不相信上 帝 ; 伍76 % 的人 考虑参

政
、

人党 ; 麟
.

卯% 的人懂得科学道德的重要性 ;

义
.

29 % 的人都想有番作为 ; 印.5 7% 的人认为工作意

味着事业和自我实现 ; 肠.8 5% 的人在 国际上 领先
、

先进和差距较小的水平上工作 ; 55 3 6% 的人对其研

究方向表示很有信心 ; 59
一

93 % 的人每天至少做 1 小

时的查阅资料工作 ; 62 乃% 的人在过 去 3 个月 中从

头到尾看书 3 部 ; 功
.

91 % 的人通晓实验对科学发现

极为重要 ; 58 .5 1% 的 人尚缺少研究成果 ; 67 .4 % 的

人认为
“

无名小草
”

是无名英雄
,

但不感兴趣
,

愿

做参天大树 ; 53 石% 的人对当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

位作 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 55
.

巧% 的人谢绝出国的 劝

告 ; 55
.

61 % 的人对我们社会的未来乐观 ; 61
.

65 % 的

人赞同婚姻 以感情为基础 ; 印
.

m % 的人赋予 自己 有

婚姻的最高 自主权 ; 59
.

59 % 的人其经济收人尚未进

人那种
“

平均水平
”
; 肠

.

07 % 的人在 生活上有着固

定工作和 长辈支持的依托 ; 75
.

23 % 的人有着优 良的

健康状况 ; 55
.

51 % 的人在
“

一个理想 的星 期六晚

上
’

想做的是主办或参加一个晚会以及看书
。

对此

我们认为
,

这些集束于 印% 的百分值决不是偶然 的

巧合
,

其内在的必然性即大有可能正是 以 当代青年

知识分子的印% 为代表
,

并将成为 21 世纪上 半叶

中国科技事业繁荣的希望之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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