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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就想写一本有关创造发明的书，只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96年，我曾经和王富平先生合作撰写了《创造与思维》一书，作为王磊教授主持的“人文素质教育
视点”丛书之一，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7-200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跟随刘大椿先生攻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有机会聆听黄
顺基先生、刘大椿先生、李醒民先生等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研究方面的心得，再次激起我探索和思
考创造发明活动的冲动。
2000年，在奉公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为中国农业大学的本科生开起了“创造发明学”的选修课。
2002年，受中国农业大学网络学院院长谢咏才教授的邀请，我开始为网络学院制作“创造发明学”的
教学课件。
在整个“创造发明学”的教学和探索过程中，我深深地为大学生在创造发明方面的求知热情所感动，
也为已有的各种创造发明学“资源”所激励，历经各种艰辛之后，我终于写出了面前的这本《创造发
明学导引》，诚望能满足各位读者对“创造发明”行为的认知和实践的需要，并能帮助各位读者有效
地认识和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潜能，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非常感谢我的同窗好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林坚博士，没有他的热情
鼓励和无私帮助，也许这本“教材”就不会以“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的形式出版。
也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苏越教授和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孙立明先生，他们的悉心指导、真
诚的鼓励和辛勤的工作对本书的最后定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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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纵论创新经济的社会大势，讨论创造发明的本质特点和重要作用，概括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形
式和技巧，总结创造性人格培养的有效途径，具体介绍科学发现的艺术、技术发明的方法和技术创新
的策略，分析个体创造力潜能开发的社会条件。
旨在引导读者领悟创造发明真谛、改变人生观点、发现自身创造力潜能，在丰富多彩的创造发明活动
中塑造自我，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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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军，陕西扶风人。
1964年8月生。
中国衣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科技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自
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
主要从事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创新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等教学研究活动。
主要著作有《产学合作创新——高科技产业发展之路》、《企业文化与制度创新》等4部，合作主编
《专利商用化的策略与运用》1部，发表《中国科学：亟需从规范走向创新》等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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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创造力开发的基本资源和要素美国心理学家罗伯·史登堡和特德·鲁巴特在《不同凡响的创造力
》中分析说，创造潜能和创造力是有区别的。
创造力就是去形成或看到别人尚未看出价值的想法或念头。
有些人可能很有创造力潜能，但是它只是潜伏着，除非他们懂得利用可获得的资源将这个潜能显现出
来，不然，别人是很难对他的创造力做出评价和认同的。
他们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的创造力潜能转化为已经现实创造力的资源有六项，它们主要是：1.智慧。
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必须要有三种智慧：（1）能产生新构想的综合智慧，如重新定义问题等，其中包
含着信息处理的领悟力，包含着把旧的信息、理论等组装成新的东西的能力，也包含着利用周围现有
的物质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以及改变方向采用别的方式的能力等。
比如，3M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在发明强性粘胶剂时，获得的却是一种弱性的粘胶剂。
他通过重新界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发现了这个弱性胶的最佳用途。
智力的综合功能常常有助于我们分析和把握问题解决中出现的各种“例外”和“反常”的价值。
（2）能认清问题、发现问题、调度资源以及评价构想价值的分析智慧，它有助于我们看出哪一个新
的想法是个好的、有前途的想法，然后有效地调动资源，把问题的基本部分分别加以解决。
在我们周围，总有一些人不断有新点子冒出来，但就是不能区分各种点子的优劣，这就使他们的各种
点子和想法常常停留在半空中，无法最终实现。
一个真正有高创造力的人，不但要能提出很多点子，而且要能看出这些点子的潜力得以实现的途径。
（3）能根据别人的批评知道如何宣传、改进自己的构想的实用智慧，它能使我们有效地把自己的成
果表现给观众看。
在新创意的开发上，“卖点”是很重要的，好的销售策划可以提高这个想法的价值。
一个人应该从他的工作中得到回馈，知道怎样回馈就是实用智慧的表现。
这个批评值得采纳吗？
我们应该改变产品吗？
如何改才可达到最高效益？
以新的、非故步自封的方式看事情，重新界定问题及把事情反转过来看的能力；能够建构问题、分配
资源和评估一个想法是否可行的能力；能够宣传一个想法、善用别人的批评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综
合、分析和实用智慧的具体表现，是创造力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2.知识。
要组合或超越已有的想法，你必须先要知道这个想法是什么；不要随便接受别人已经接受的东西，你
必须预先知道什么是别人所接受的；要去质疑基本的原则，你必须预先知道什么是基本的原则。
创造性成果不可能凭空存在，即使它与现有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你也必须预先知道什么是现有的理念
。
因此，知识是一个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必备的智力资源。
3.思维形态。
思维形态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个人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所用的方式、方法，具体体现在一个人开发利
用自己知识和创造力潜能的独特方式上。
高创造力的人常常“随时依情境应变”及“质疑社会规范、真理及假设”，而不人云亦云，这种宁可
自己去制定规则也不愿遵守既定规则的工作习惯或解题模式，是高创造力者的“注册商标”。
思维形态是开发创造力的基本因素，一个人的创造力潜能需要借助于特定的思维形态才能完全激活，
从一个原本冬眠的状态突变为创造激情沸腾的状态。
4.人格。
创造力不仅仅是认知的或心智上的特质，也有人格方面的特质。
很多有高创造力者很少或永远没有把他的能力展现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必备的人格。
由于创造性想法和观点的独特性和不合时宜性，一个高创造力的人必须有勇气讲出自己的创造性想法
和观点，而且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去克服种种困难来捍卫和实现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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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动机。
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潜能，一个人必须有很强的动机才行。
这些动机可能是外在的，如奖励、金钱、权利、名誉等，也可以是内在的，如自我显示、自我挑战等
。
动机可以使一个人专注于手边的工作，并促使他不断地克服各种困难，做出更多能表现其创造力的发
现和发明成果来。
绝大多数成功的高创造力者所从事的都是他们有兴趣、很喜欢的工作。
内在的动机常常使一个人保持高度专注力，进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人生状态，并最终做出重要的
创造性的工作和成果。
6.环境情境。
创造性想法或创意是一个人跟环境互动的产物。
一个可以刺激创意的环境，在这个创意被提出时能够及时给予鼓励、奖励的环境，才可能造就出一流
的原创性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和其他杰出人才。
相反，一个过于排斥异端思想或另类创意的社会环境，会使许多真正有原创性想法的人把自己的创意
深埋在心中而不说出来，这不论对那些富有创造精神的个人来说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很可悲的事
。
二、创造过程的理论1926年，沃拉斯对许多创造发明家的自述经验进行研究后提出，创造性活动一般
要历经四个重要阶段，即：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这是创造者自由地搜集各种材料、进行思考和选题的过程，也是创造者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性努力的阶
段。
这一阶段需要创造者有强烈的创造欲望，需要搜集必要的情报、掌握必要的技术和技能。
第二阶段：酝酿阶段或沉思阶段。
在这一阶段，创造者还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好的构想，只能是苦思冥想等待构思成熟。
这一阶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创造者这时候最容易产生找不出主意、处处碰壁、灰心丧
气的感受，因而这是有意识的努力最易中断的阶段。
创造过程和酿酒过程一样，最初的、经过有意识的努力而得到的东西只有经过一段难熬的酝酿期后，
清新的创意才会如芬芳的美酒被逐渐酿造成熟。
在酝酿或沉思阶段，所有那些在准备阶段搜集到的材料正按照一种我们不知道、或很少意识到的方式
进行内在的加工和整合。
第三阶段：顿悟或启迪阶段。
在这一阶段，会突然之间出现解决问题的新构想或新意象。
突然得到问题解决答案的时刻大都是在疲倦不堪、休息放松之后，或者是注意力转向别的问题的时候
。
这一阶段的“顿悟”或者启迪，是指这样一种感受状态：“豁然开朗”，“啊！
原来如此”，“我找到了”。
它们多数不是由语言表达出来，而是通过视觉上的幻想或其他感觉呈现的。
那些似乎在瞬间产生问题解答的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漫长的无意识信息加工过程的最后阶段。
第四阶段：求证或完善阶段。
这是把“顿悟”得来的思想方案仔细琢磨、具体加工的阶段。
在大多数情况下，创造性思维活动不能在顿悟阶段结束，因为还有必要对浮现出的新构想做出评价、
验证和完善。
这一阶段，创造者会用一连串理性的、各个环节都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来解释和证实“顿悟”的内容。
北京大学傅世侠教授曾仔细分析过著名晚清学者王国维在《人问词话》关于做学问的“三境界”的描
述，发现这与创造性思维过程的前三个阶段相一致：“望尽天涯路”的悬想境界，相当于“发现问题
”的准备阶段；“消得人憔悴”的苦索境界，相当于“酝酿”或“潜伏”阶段；“蓦然回首”的顿悟
阶段，相当于直觉闪现或明朗阶段。
然而，文学艺术的创造注重“情”、“善”和“美”，重在体验，而科学创造则注重“理”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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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验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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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造发明学导引(第2版)》主要分为导言、创造和创造力、创造性思维的基础和形式、创造性思维的
技巧和策略、创造性人格、科学发现的艺术等几个部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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