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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意战争》是以创意九段——陈放先生为首的创意专家团通过对国际创意产业进程的深度剖析和挖
掘，采集国内外创意产业最新前沿资讯，并整理总结国内外创意专家、文化工作者、企业实战人员等
创意人才多年的经验成果、创意技法和实践心得，毫无保留，倾情奉献，与您共享。
    本书分别从远古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工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几个
重要历史时期深刻追踪创意的发展轨迹。
又从行业角度——发明、文化、科技、品牌、设计、影视娱乐、航空航天等’广泛探讨创意，这样，
纵线、横线两条脉络纵横交错，繁而不乱，把创意产业的精髓与魅惑完整而彻底的呈现于您的面前⋯
⋯    本书集思想性、实战性、趣味性、权威性于一体，字里行间充满着令人窒息的火药味，绝对挑动
你的神经，激荡你的脉搏，带你经历一场没有硝烟胜似硝烟的创意大战，沐浴一场创意世界的急风暴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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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话创意　　第一节 创意是一场战争　　2007年8月，一场金融海啸迎面袭来，其影响之
大、波及面之广令人始料不及。
这场始自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引发的流动性危机，虽经多国中央银行注入巨额资金，仍
无法阻止它的扩散与蔓延。
到了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全球面
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有人认为金融危机其实就是一次金融阴谋，是一次金融超限战。
金融危机的源发地美国是一个自己消费、全世界人民埋单的国度，它利用了全世界的信任，毫无节制
地乱发货币、超前消费、胡乱给基本没有还款能力的美国家庭发放所谓次贷，把自己由于经济衰退所
引发的金融危机打包成基金和债券产品输出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为他们的穷奢极欲埋单，然后用金融
机构破产来应付那些血本无归的投资者。
之后美国政府以区区7000亿美元作出救市的姿态，用这块满是窟窿的遮羞布来维护它所谓负责任大国
的形象，以监管不力来搪塞全世界的责问。
即使是这样，某些西方学者还胡说中国向全球倾销商品打破了贸易平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猪八戒
倒打一耙！
“得了便宜还卖乖”，这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给全世界人民的印象。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转瞬间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财富便缩水不少，而为了保持外汇储备的
价值，全世界还必须继续购买美国债券，支持这个老大帝国的奢侈生活，徒称奈何。
　　金融危机与其说是一场金融风暴，不如说是一次金融战争、创意战争。
　　第一节创意是一场战争　　创意是一场战争。
　　中国本是一个创意大国，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科举考试、官僚体制、礼
仪文明、自然哲学，粲然大备，成为东亚乃至世界文明轴心之一。
日本、朝鲜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并进而形成所谓“东亚文化共同体”，中国的四大发明传人欧洲，对
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繁荣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到了近代，百年屈辱，落后挨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亡国灭
种的危机之中。
西方人以一贯的殖民心态看待中国这片古老而静止的土地，眼中充满的是不屑。
思想家爱默生在当时曾有过特别过分的看法，他说：　　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思考得越，
仔细，它就越显得作呕。
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
甚至悲惨的非洲都可以说我曾经伐木、引水、推动了其他国土的文化。
但是中国，它那令人敬仰的单调！
它那古老的痴呆！
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它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
　　对于中国不变社会的看法，并非新鲜的看法，哥德斯密在《世界公民》中就将中国描述为一个“
时代更迭而旧貌依然的古老帝国”，依靠儒家思想、官僚政治和封建伦理，中国社会保持了超文明的
结构。
虽然在社会、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内部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朝代更迭造成的制度隔代命运依旧明
显，但毋庸讳言的是，明代后期，中国社会在总体面貌上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
科举考试的八股化、社会流动的停滞，对于科技比拟“奇技淫巧”的讽刺，商品经济发展已趋于发达
的传统社会始终未能实现近代的转型，进而在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中趋于停滞。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带动了机器大工业的勃兴，他们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中创造出高度发
达的物质文明，在世界的古老体系中崛起，并开始了长达几百年殖民扩张的序幕。
一场以制度和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欧洲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古老的引领世界创意潮流的中国在世界
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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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
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领了先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英
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了另人深思也难以简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
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
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
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在今天中国依然走在思考、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路上，答案也会越来越丰富。
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作为创意大国的古代中国是文明的轴心，敢于声称“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
；作为创意小国的中国是卑贱屈辱的，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土上看着“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招牌。
　　创意关乎国家兴亡、社稷荣辱！
　　创意就是一场你兴我衰的战争。
　　第二节三次创意革命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曾出现过三次创意革命。
第一次是13、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诞生了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
思想的解放、创意的迸发解除了束缚人类的精神枷锁，为新的技术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而哥白尼
、伽利略、布鲁诺等人在天文、物理领域的创意性研究不仅是原创性科学理论的突破，也在事实上瓦
解了支撑欧洲中世纪宗教黑暗时期的精神基础。
文艺复兴的创意大迸发，’明为复旧，实是创新。
在精神的自由状态中，欧洲出现了繁荣的商业贸易，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殖民活动的加强，要
求科学技术的突破。
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
这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创意革命。
　　第二次创意革命发生于20世纪20～40年代。
这一时期接踵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意的迸发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一系列的发现、发明不仅在战时用于战争，在战后同样可以为人类造福。
这一时期是创意革命时期，石油的开采和电力工业的发展，使人类的能源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善；汽车
、‘飞机的发明，使人类远洋航行的梦想不再是梦；核能的和平利用，更为缓解能源的危机做出更大
贡献；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进入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起到开山鼻祖的作用。
同样，战争过程中的创意是一场激烈的战争，它不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却比真正的战争要更为残
酷，也只有在战争中，创意才关乎生死，一个创意可以挽救千千万万的人，也可以杀死千千万万的人
。
设想如果德军没有创造出“闪电战”的军事战略，它就很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欧洲大陆，迫使
英、法军队仓促退往英伦三岛，几乎丧失还击能力，致使法西斯狂徒大肆残杀平民，世界亦为之付出
了惨重代价；更设想如果不是美国先于德国造出了原子弹，德国人如果率先掌握了核子技术，那世界
大战的结局恐怕就不是盟军的胜利，而是世界的毁灭了；更设想如果不是美国造出原子弹并投放在广
岛、长崎上空，以日本武士道精神培养起来的日本职业军人在本土殊死抵抗，必须登陆作战的美国士
兵将会伤亡多少?有人估计如果登陆作战，美军损失不会低于200万美元，一个创意挽救了200万美元的
士兵和同样数量的家庭。
创意事小乎?创意关乎生死。
　　第三次创意革命正在持续。
这一次创意革命，范围更广、波及面更宽、参与的人数更多，网络的创意革命，商业的、文化的、广
告的、金融的、体育的、科技的，无时无刻不在充满着创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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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创意革命来势凶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本书作者更愿意将它看做是一次即将蔓延的“第三次世
界大战”。
　　从上述三次创意革命的发展来看，很明显，我们将得出一个结论：创意中心的转移就是文明中心
的转移。
第一次创意革命成就了欧洲的兴起，第二次创意革命则转移到大西洋西岸的美国。
那第三次创意革命又会带来怎样的文明的兴替呢?不少学者都在纷纷探讨，21世纪是谁的世纪?比较一
致的结论是美国文明中心的位置将会被取代。
从最近的次贷危机已明显看出美国的衰落。
相对意见较为分歧的观点则有三种，依照所指地域的差异依次为：太平洋世纪、中国印度世纪、中国
世纪。
不管怎样表述，中国始终是最被看好的21世纪的主体文明。
我本人并不如此乐观，我更愿意将学者的论点看做一种对中国的信任和期许。
所谓信任，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任，是对中国文明对于未来世纪人文关怀的信任。
所谓期许，是对曾经长期作为文明轴心的中国未来承担起国际责任的期许。
无论怎样的信任和期许，文明中心并不会在碌碌无为、盲目等待中不期而遇，没有创意文化作支撑，
文明中心断然不会转移到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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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意战争》军队消灭不了创意，但创意可以摧毁军队！
创意是火车头！
创意是发动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意是第一推动力！
一个伟大的创意可以让一个国家兴奋！
伟大的品牌不能脱胎于伟大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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