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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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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这不意味着人类的思维也是完美的。
本书分别从个人、社会、教育、管理、知识和思维本身7个方面分析了思维的现状与可操作性极强的
改进建议与具体方法。
毕竟，在信息经济时代，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创意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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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爱德华·德博诺
　　他拥有显赫的称号——创新思维之父，全球最具远见卓识的20人之一，有史以来对人类最有贡献
的250人之一。

　　他拥有傲人的学历——牛津大学心理学、生理学及医学博士，剑桥大学哲学博士，马耳他大学医
学博士。

　　他拥有非凡的任教经历——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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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不是用来创新的爱德华·德博诺博士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个讲
座上说：“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不是用来创新的。
”说实话，那一刻我感觉有点震惊，难道他不是被人称为“创新思维之父”的爱德华·德博诺吗？
那是我初次近距离接触德博诺理论的精华。
想了解德博诺关于思维的任何工具与理论，最好从读他的那本《大脑的机制》开始，尽管那本书看起
来有些晦涩难懂，但是一旦啃通了真的会有巨大的收获，爱德华·德博诺的几乎所有成就都是建立在
对大脑机制的理解基础上的。
的确，人类的大脑不是用来创新的，它更强大的功能，不是记忆，而是记录。
其实记录也不是一个很精准的词，我很难描述那是一种什么功能，还是让我来介绍一下德博诺博士的
沙滩模型吧。
德博诺博士把人类的大脑比喻为一个沙滩。
你可以这么想象，一个新生儿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平坦的沙滩，上面没有任何痕迹，非常平整。
这个时候，对于新生儿来说，他可能已经具备了各种本能的反射和基本的功能，但是就他的大脑而言
，处理器还没有开始工作呢。
能够激活人类大脑开始工作的东西就是信息——任何信息。
当信息通过感官进入新生儿大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情景就如同散乱的雨滴砸在了沙滩上
。
每一点信息都会在人类大脑上留下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如同雨滴在沙滩上冲击出来的凹痕。
这很容易理解，但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后面，当某一个雨滴落在前一个雨滴冲击出来的凹痕旁边时，会
发生什么状况呢？
如果你想象不出来的话，那下次下雨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沙滩去仔细观察一下——第二滴雨水落到
了第一滴雨水砸出的小坑旁边时，它会流向第一滴雨水冲出的凹痕，它的这种流向也会强化第一滴雨
水的痕迹。
这是种现象非常自然，它发生在自然界中，也发生在我们的大脑之中。
在自然界中，雨水可能会改变地貌，在地上冲出沟壑；在我们的大脑中，信息可能会“自动”汇集起
来并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成见基本上就这么形成的，跟黄土高原上的沟壑完全一样。
一个略有不同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头脑之后，可能会加强了以前的某些观点，而有些观点一旦形成了就
很难再做出改变。
一个人从新生儿直至长大成人，都在不断学习知识并接受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都在构造我们的大脑，
这一过程至死方休。
大脑除了具备“记忆”这种重要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把各种信息纳入那些雨水冲击出来的沟里，那
些“沟”即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或者可以称之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无论你把水泼向哪里，它最终都要流向低洼处，无论你的头脑摄入了什么信息，最终它们都会向你先
前的观念靠拢。
那些大脑沟回总要收纳你获得的信息，这个过程几乎不受你自己的控制，德博诺博士称之为“自组织
系统”——信息会按照你已经形成的认知方式自动组织起来，同时，他们又影响着你原有的认知方式
。
那些预先准备好的“沟”其实也是由信息与信息自己发生偶合制造出来的，有些“沟”是我们通过学
习先前验证的知识构造出来的，比如定理、公式、常识等，但更多的“沟”是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
的，那些自发形成的“沟”会逐渐成为你的“经验”。
这些“沟”被德博诺称为“范式系统”或者“模式系统”，人脑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系统。
这样的一个系统中，谈论“记忆”是相当不可靠的，因为新信息会不断“风化”你原有的模式，这会
导致你多年之后可能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融合在一起。
这是理解人类大脑工作方式的基础，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时候知识储存会造成对创新
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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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头脑当中的知识越多，模式就越多，那意味着沙滩上的沟越多，水只会往沟渠里面汇聚，而不会自
己跳出来，信息也会自动往已有模式上靠拢，不会自动跳出新模式来。
经验会阻止你去体验新的方法，知识也如此，经验和知识总是提醒你什么是对的，你会故意去做你认
为不正确的事情吗？
因此德博诺博士说：第一，你的脑袋生来就不是用于创新的，它更愿意去发现、总结、归纳信息并形
成模式，它不喜欢陌生感；第二，你希望得到创新的结果，那就从沟里爬出来，或者把自己弄到“主
路”之外的地方，自己给自己制造陌生感吧。
把自己从沟里拉出来是被动的，需要方法，于是德博诺创造了水平思考法，这个方法其实是一个工具
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所有环节都致力于把你从“沟”里拉出来。
而某些强大的创新工具会让你觉得它不是把你拉出主路，而是把你扔出了主路。
你只有被强制地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得不去寻找回家的道路时，才有可能发现一条新路。
所以说，创新通常藏在岔路上。
一方面，沙滩模型可以简单解释大脑的工作原理，另一方面，沙滩模型解释了创新为什么那么困难。
好在，德博诺为我们提供了至少5个方法用于创新，理论上可能只有4个，其中的一个方法作用在另外
的一个环节上，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5个方法都能帮助我们产生创新的结果。
德博诺博士的一个伟大的成就在于他提出了水平思考体系，这是一个致力于获得新想法的系统。
就创新而言，人们关注的话题包括创新的重要性、创新的价值和创新的方法等。
所以一般来说，为什么需要创新、创新会带来什么价值，这些话题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如何才能实
现创新就不是一个话题，而是一个研究课题了。
如何实现创新？
这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要有极具创造力的人才。
如何让一个人从不具备创新能力变成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或者让一个有一点创造力的人变成极富创
造力的人呢？
这一直都是一个困扰，人们不确定这能否实现。
至少到现在为止，主流的观点依然是创造力源于天赋，但事实并非如此。
姚明是一个拥有篮球天赋的运动员，但是如果没有专业的训练，他也不可能成为NBA的伟大球员。
同样道理，一个拥有创新天赋的人，如果没有专业的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创新人才。
“水平思考”则是一个能够提供专业训练的系统。
从“聚焦点”到“概念风扇”、“挑战”、“随机输入”和“激发”，都是水平思考的核心技能，有
意识地掌握这些技能才能成为真正具备创造力的人。
同样，基于对大脑机制的理解，我们很容易能评估判断与设计的关系。
判断意味着你要用自己头脑中已有的模式来衡量眼前的事物，得到的结果将会是“对”或者“错”，
毫无疑问，这种针对“对错”的判断是无法带来创新的结果的。
但遗憾的是，学校一直都在用这个办法衡量一个学生的优劣。
判断无法带来新的设计结果，对于未来或者那些尚未发生的事，判断显得颓然无力，只有设计才是针
对未来的。
这也是现在人们对“设计”越来越关注的原因，那是因为Windws不是被判断出来的，Google不是被判
断出来的，iPhone和iPad也不是被判断出来的。
判断和设计完全不是一回事，把一切事情都做“对”，一定会为你带来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而非一
个新的结果。
惧怕“错误”的同时，你也成功地回避了创新。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会存在另一个误解，即所谓创造力通常都是艺术家们的特长。
而艺术家们又往往会为了与众不同而刻意制造与众不同，但仅仅是与众不同，并不意味着跟创造力有
什么关系。
因为从纯艺术的角度，对于价值的衡量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事情，审美标准是一个永无定论的话题。
但是从创新的角度来看，除了要与众不同，还要看这种与众不同能带来什么价值，这个价值不能是虚
无的，不能像凡·高一样因无人认同而穷困潦倒，作品却在死后身价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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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因为凡·高的创意超越时代，还是时代的审美跟不上艺术家的脚步？
所谓的艺术创作与创新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研究创造力，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从思维角度入手，解读什么是创造力，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掌握具
体的创新思考方法，明确创新与其他思考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章的内容会在这一方面给读者提供强
大的指导。
第一章 创造性是有价值的思维小岔路我们需要仔细研究我们的思维在创造上没有成效的原因。
由于创造性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中严重缺乏，因此，我将从创造性开始。
我们很清楚，我们所取得的所有进步都要归因于创造性：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用不同的方式处
理事情；把各种事物放在一起以产生新的价值。
我们信赖创造性，并依赖创造性。
但我们以前所做的，就是希望某个富有创造力的人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想法和新的可能性。
我们为什么需要创造性人的大脑不是被设计以用来进行创造的。
它旨在建立常规模式，然后遵循并运用这些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具有实践性和可能性的。
我们98%的时间都在使用常规模式，只有2%的时间在进行创造。
我们可以用一个游戏对此进行说明。
在这个游戏中，你由一个字母开始，然后添加一个字母。
添加的这个字母要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完整单词。
从“a”开始。
加上“t”，新单词是“at”。
加上“c”，新单词是“cat”。
加上“o”，新单词是“coat”。
加上“r”，新单词是“actor”。
在添加字母“r”之前，我们很容易在原有字母基础上添加一个新字母并使其构成一个新单词；但加上
字母“r”时，我们就需要回过头去，彻底调整各个字母的顺序，对原来的单词进行重组，形成一个与
之前字母顺序完全不同的单词。
在我们的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信息不断增加，我们就需要把新信息添加到已有的信息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到了某个阶段，我们必然要对已有的信息重新进行审视和构建，这就是创造。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一定要重新审视已有信息，而是可以坚持已有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选择重新审视和重构信息，那么就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组合，这时我们运用的就是创造性。
商品和价值技术、制造和效率正成为人人都能买到的商品。
众所周知，中国和印度正迅速发展成为低成本的制造业大国。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中，创造性将会成为区分商品的唯一标准。
有了创意，你就可以用已有商品创造出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价值。
创造性能帮助我们赋予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新的价值，能帮助我们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已有价
值，还能帮助我们创造新的价值以及表现它们的新方式。
理解创造性我们在理解“创造性”一词时存在一个语言问题：在我们的理解中，如果你创造出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东西，那就说明你是有创造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创造出的东西一定很好，也有可能它一团糟。
这种理解形成了一种观念，即创造性只是为了不同而不同，这正是很多有创造性的人所认为的。
如果一般的门是长方形的，而你建议制造一个三角形的门，那么，除非你能证明新形状的门的价值，
否则它就不具备创造性。
问题是，“创造性”一词并不能区分艺术创新（人们一般所理解的“创造性”）和思维创新（它能帮
助我们进行思考）。
造成的结果是，新创造出来东西中有些能称之为“有创造性的”，有些则不行。
这也是我们必须发明“水平思维”来特指思维创新的原因。
尽管我的思维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艺术领域（特别是音乐界），但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思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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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创新由于在英语中没有特定的词可以表示“思维创新”，因此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混淆。
学校声称，在教音乐、舞蹈和绘画的同时，他们也教了孩们“创造性”。
许多人认为，如果你做了一个乱糟糟的东西，那么，你就已经创造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因此，从理论
上来说，你是有“创造性”的。
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创造物价值的情况下，制造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的过程中蕴涵着创造性。
实际上，许多人逐渐相信，为了不同而不同正是创造性的本质。
可见，我们需要一个词来表示思维创新，这个词意味着变化、新奇和有价值。
原因有很多原因造成了我们在文化和学术领域中，在创造性的培养上无所作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语言问题，它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
如果你声称能够使别人富有创造性，别人就会问你，你能否使某人成为达·芬奇、贝多芬、莫奈或者
肖邦？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结论就是：创造性是无法被教授出来的。
由于通过逻辑推理无法解释或获得创造性，因此，人们认为创造性一定是一种神秘的天赋，只有一部
分人拥有，其他人只能羡慕。
我们可以发现，所有有创造性的想法都是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当你提出一个创意后，发现它确实
是符合逻辑的，这就意味着，你之前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这个点子。
因此，逻辑性才是必要条件，而非创造性。
然而，从非对称系统的角度来看（见后文），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此外，智力对于创造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聪明人为他们通过智慧获得的地位进行辩护，声称创造性不是可以习得的技能，而是天生的。
以上就是我们忽略创造性的一些原因，也是人们的思维定势。
头脑风暴的神话头脑风暴起源于广告业，人们把它当成一种产生创意的具体操作方法。
这种方法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整体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想象一下，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一个普通人而非音乐家）被人用绳子绑了起来。
一个被绳子捆住的人是无法拉小提琴的。
有人说，如果把绳子割断，这个人就有可能会拉小提琴，并成为一位音乐家，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但
它类似头脑风暴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这也说明，仅仅消除限制条件（如割断绳子）是不够的。
如果受到限制，或者每一个想法都被人抨击，那么确实很难做到有创造性。
所以，如果去掉限制因素，去掉抨击，每个人都能具有创造性。
上面这个例子中体现出来更多的是逻辑性，而不是去掉限制因素，因为它的假设是每个人都具备创造
天赋。
头脑风暴确实存在价值，但和水平思维的一些操作工具相比效果甚微。
这是因为，仅仅去掉限制条件以及延迟判断是远远不够的。
头脑风暴的传统过程有时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你需要提出一连串的想法（经常是疯狂的想法），
以期望它们中的一个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
我们需要用一个更能帮助人们谨慎思考的过程，来积极地激励并增强人们的创造性。
创造性：天赋还是技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创造性是一种天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寻找这种天赋，然后培养它，发展它，并激励它。
但对于那些不具备这种天赋的人，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需注意的是，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思维创新和水平思维，而不是艺术天赋。
如果思维创新是一种技能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学习、练习并运用它。
就像有些人非常擅长网球、滑雪或烹饪，但对这些事情，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一点。
同样，思维创新就可以像数学那样，进行正规的教学和应用。
行为一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更有创造性。
这是因为他们喜欢并重视这种能力，因此，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尝试各种创意。
他们对自己的创造能力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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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的结果是使他们的创造性更强，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一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具好奇心，还有一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喜欢创意和新点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不具备这种特征的人就不具备创造性。
他们可以像学习数学运算技能一样，学习水平思维的思考技能。
认为创造性不能教授的观点，往往是以一些极端个案为佐证，例如爱因斯坦、米开朗基罗和比约·博
格等人的极强的创造力天赋是无法被教出来的。
但想象一下，一排人赛跑，有人是第一名，有人是最后一名，他们取得的名次取决于他们天生的能力
。
现在，如果所有参赛者都接受了滑旱冰训练，他们的比赛成绩也就都提高了。
但还是会有人领先，有人落后。
可见，如果我们对创造性不加以人工干预的话，创造力的高低显然只能依靠“天生的”能力，但如果
我们为人们提供创造力培训、建构和系统化的技能，人们的创造力的总体水平就能得到普遍提升。
尽管一些人还是会比其他人优秀，但每个人都将能获得一些创造能力。
那么，我们如何获得这些技能呢？
讲解和示范确实有用，但它们的效果还不够明显。
我们需要能创造出新想法的、有针对性的心理工具、操作方法和行为习惯。
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学习、练习并使用这些工具及技术。
这不再是坐在溪边，一边听着巴洛克音乐，一边等待灵感迸发的情况了。
当然，你可以试试这种方法，但它的效果远不如有意识地运用水平思维技术好。
当你掌握了相关的技术，你就会更自信，然后就能获得越来越好的想法。
所有水平思维工具的设计基础，是把大脑看做一个非对称模式的自组织信息系统。
40多年的使用经验证明，这些工具对不同年龄、能力、背景和文化的人都行之有效。
因为这些工具是如此的重要，并确实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
创造性的逻辑人们一般认为借助逻辑是无法产生创意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思维创新却是一个逻
辑过程。
创造性确实具有逻辑性，但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逻辑。
逻辑定义了一定范围内的行为规则。
按照人们的一般逻辑，世界是由语言或离散元素组成的：语言指的是诸如盒子、云和微笑之类彼此独
立的事物，它们都是离散或独立的元素。
对于创造性来说，世界就是一个非对称模式构成的自组织模式系统。
而逻辑正是对这个特殊的世界中的行为准则进行了定义。
模式某个人早上起床后意识到他有11件衣物可以穿，那么他有多少种方法来搭配这些衣物呢？
他用计算机找出了所有的搭配方式，但计算机用了40小时才完成（这是多年前的一个测试，现在的计
算机要快得多，但道理还是一样的）——11件衣物有39 916 800种搭配方式。
这是一个排列问题，即第一件衣物有11种选择，第二件有10种，依此类推。
如果你想每分钟尝试一种搭配方法的话，就需要活到76岁——利用你醒着的每一分钟来尝试不同的搭
配方法。
如果大脑这么工作的话，你的生活将脱离实际并麻烦重重，它将充斥着起床、过马路、上班、阅读和
书写等具体事务。
但大脑并不是这么工作的。
我们能够生活，是因为大脑是一个自组织信息系统，它能根据输入信息形成相应的模式，这就是它的
卓越之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识别出常规的“穿着”模式，然后选择并运用它。
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早晨开车上班、阅读、书写，并能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事情。
想象一下，你有一张纸，你用钢笔在纸上作了个记号，纸准确地记录下它，且先前的记号不会影响新
记号的记录方式。
现在，把这张纸换成装在一个浅盘里的明胶。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这才是思维>>

舀几匙热水倒在明胶上，热水溶解了明胶，并在明胶表面上形成了一些小沟。
在这种情况中，已有的信息强烈地影响了新信息的接收方式，这个过程和雨水落到地表上是一样的：
雨水落到地表后，会先后形成小溪和河流。
后降的雨水将沿着前面雨水所形成的轨迹流动，并形成沟渠。
明胶和地表允许热水和雨水自组织形成小沟或不同的景观。
在我1969年出版的《大脑的机制》一书中，我说明了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大脑与计算机不同，它属于
上述第二类的信息接收方式。
什么是模式？
当某个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到下一种状态时，在各种可能的变化情况中，某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要高
于其他的可能性，这时我们就说这个变化过程中具有一种模式。
比如，你站在花园中的一条小路旁，那么你下一步沿着小路走的可能性要高于你偏离小路漫步的可能
。
在《大脑的机制》一书中，具体说明了大脑如何形成了模式。
我们可以用小路来代表模式，我们更有可能沿着同一方向继续前行，而非改变方向前进。
在特定环境下，大脑中的某种“状态”往往以一种特定的状态继续。
非对称然而，模式系统往往不是对称的。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用小路来代表模式，因为每次要踏出下一步时，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沿着主要的路
径前行，而不是停下来考虑选择某个岔路。
如下图所示，一条路径从起点A指向终点B；点C是一条岔路的终点。
这意味着，从A到C的路径与从C到A的路径并不相同。
尽管你可以从A走到C（你按照习惯走法或沿着路径，从A走到B，然后绕道走向岔路的另一端，即C点
），但如果你从C点进入岔路，就会发现从C到A的路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直接沿着岔路走到主路上）
。
让我们设想一下还有这么一条路径：主路从A点向D点逐渐变窄。
路径变窄意味着从A走到D比较困难，但反方向就没那么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从A到B的路径相对而言就比较宽阔了，这样一来，人们选择路径D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
这种非对称就是幽默和创造性的逻辑基础。
幽默和创造性幽默是人类大脑中最重要的行为，它比理智重要得多。
幽默能告诉我们更多有关潜在系统构成的信息，它使我们大脑产生了非对称模式。
在幽默中，我们被引导着从A点沿着主路前行，突然改变方向，往岔路上的端点（B）走去，到了B点
，我们马上能看到一条去A点时原本可以选择的路（从B到A）。
一旦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路确实是合理的，并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例如，一位90岁的老人下地狱后，环顾四周，看到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朋友，在这位朋友的腿上坐着
一位年轻貌美的金发女郎。
他问这位朋友：“你确定这是地狱？
你看起来享受得很。
”这位朋友回答到：“这确实是地狱。
我就是她的惩罚。
”这种解释完全合乎逻辑，但与实际情况完全颠倒。
这就是幽默带来的惊喜。
在爱尔兰的一个火车站，一位英国人怒气冲冲地走进站长办公室，投诉说站台上的两个钟显示的时间
各不相同。
站长看着这个人，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两个钟的时间一样的话，那还要两个干什么？
”在这个回答中包含着一个意料之外的逻辑。
正是这种概念的突然转换所带来的出其不意，让我们发笑。
两位金发碧眼女郎各自走在水渠的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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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对另一位大声喊道：“我怎么才能到另一边去呢？
”另一位回答道：“你已经在另一边了呀！
”所以说，幽默的部分效果源自各种偏见和成见。
有一次，在飞机上，当我回到座位上时，我的头撞到了座位上方的行李锁。
邻座对我说：“我的头也撞到那个锁了。
它太低了。
”“相反，”我说，“问题是锁被安得太高，而不是太低了。
”虽然一点都不幽默，但这也是一种概念上的突然转换，并且最后也能说得通：如果行李锁安得很低
，你就会意识到必须低头；如果行李锁安得很高，那么你低不低头都没关系；但如果锁被安在一个不
高但你刚好无须低头的位置的话，那么，你不低头就会撞上去。
非对称模式的幽默模型同样也适用于创造性。
在产生创意的过程中，你突然对事物产生了不同看法，事后想想，它也是符合逻辑的。
从事后来看，所有有价值的创意都是符合逻辑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价值”指的就是事后看来符合逻辑。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首次找到了创造性的逻辑基础。
创造性不再是一份神秘的礼物或一项特殊的才能。
我们现在可以把创造性看成一个能产生非对称模式的自组信息系统（如大脑）的行为。
一旦我们了解了基本的运作系统，我们就可以设计工具，并有意识地激发创造性。
这些工具将成效显著。
人们无须再坐等想法和灵感出现，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来帮助大脑产生新想法，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
进步。
2 400年来，这种创造性的缺失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创造性方面无所作为
。
如果一个想法后来看起来是“符合逻辑的”，那么我们就能说它原本可以通过“逻辑”获得。
由于所有这些想法都能借助逻辑获得，因此，我们就并不需要创造性。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在一个非对称系统中，那些事后显而易见和符合逻辑的东西，是人们无法预
见的。
由于哲学家们一直在玩弄文字游戏，并不关注自组织模式系统的构建过程，他们就无法发现事先一点
都不明显而事后却显而易见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对创造性无所作为的原因。
创意的随机字工具一个钢铁厂用这种工具，仅仅用了一个下午，就在一个专题讨论会中产生了2万多
个新想法。
我首先选择这个水平思维工具是基于以下原因：（1）它似乎完全不合逻辑并不可能有效；（2）它作
为工具来讲似乎是最容易使用的；（3）它的作用很明显；（4）它实际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过程你有你自己的焦点，你知道你究竟想围绕什么产生新想法。
然后你找到一个“随机词”。
名词是最易于使用的，因此可以使用一个名词作为随机词。
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找到随机词。
你可以把一张写着60个单词的卡片放在口袋里。
然后看一眼你的手表，如果秒针指向27，你就选择列表中的第27个单词。
你也可以随机选择字典的一个页码，然后选择该页中第10个（或第N个）单词。
你可以一直继续，直到找到一个名词。
你还可以用任何一本有页码和行数的书来完成这件事。
你也可以把这些单词写在纸条上，放到包里，然后再从中抓一个出来。
你还可以闭上眼睛，用手指指出报纸或书某一页的某个地方，然后选择离你手指最近的那个单词。
通过以上的方法可以得到一个随机词。
一旦你有了随机词，你可以用它来生成与主题相关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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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称为“移动”（movement）的心理操作，它和我之前提到的“判断”截然不同。
这个任务就是用随机词打开思维的新思路，而非要找到随机词和主题之间的联系。
逻辑乍看上去，这个过程似乎没有一点逻辑。
逻辑的本质是：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相关性。
但使用随机词技术，出现的是与主题完全不相干和无关的情况。
如果一个随机词是真正随机产生的，那么它和各个聚焦点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同的。
实际上，任何的随机词和聚焦点都可以联系起来。
逻辑学家们指出，这完全毫无意义。
但在非对称模式系统的世界中，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我将在后文中做出具体解释，这里仅给出一个简单说明。
你住在一个小镇里，当你离开家门的时候，总是选择能够满足出行需要的主路，而忽略了许多岔路。
一天，你的车坏在了小镇郊外，你只能走回家。
你一路打听，发现一条你从未走过的路可以回家。
你注意到，如果去你喜欢的餐馆的话，这是一条很好的路。
这其中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你从中心点开始，那么你要走的路就会由该出发点的模式概率决定，因此你会选择熟悉的路；但
如果你从外围的另一点开始往中心点去，你就会找出一条新路来。
形成新点子形成的含义比较宽泛，它涵盖了影响、改变、概念转换和引起等。
你正尝试为一个餐馆想出一些新点子。
你使用了随机词技术。
随机词是“电影院”。
新点子可以很直接：用餐者可能会要求餐馆提供DVD播放机和耳机，边看影片边用餐，因为很多情侣
更需要的是吃饭而非交谈。
新点子也可以相对间接些：电影院总是黑的，一个比较昏暗的餐馆更利于人们品尝食物，人们看不到
彼此，你也不会在意邻桌的客人是谁。
由此我们还可以把餐馆设计成能为情侣提供私密空间的一个隐蔽性餐馆。
另外，电影院会有影片的放映时间表，同样，餐馆也可以在不同时间提供不同的菜单，这样，你就可
以根据你喜欢的菜单来选择就餐时刻。
如何由“圣经”转换为“考试”呢？
圣经是不变的，因此一个考试中的问题可能也可以总保持不变，但各个问题都要能用来测试报考人的
学科知识。
圣经是关于“真理”的，因此考试也许能让报考人以两种不同方式作答。
这样，既会有“真实的答案”，也可能会出现由此引发出的“推测性答案”。
随机词效应从非对称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很容易能理解为什么水平思维的“随机词”工具能发挥作用
。
随机词是从C方向来的，这带来了两种结果：第一，路径从A到B的优势地位消失了；第二，新的C方
向的路径被打开了。
随机词并非点子本身，随机词也不是“C”自己，而是打开了一条通向C点的想法的路径。
可见，在非对称模式世界里，随机词技术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
水平思维意味着从岔路出发，并改变观点、概念和出发点等，而不仅仅是围绕着已有想法冥思苦想。
在第5章中关于网球的例子中，你会将注意力由胜利者转向失败者，并以此跳出常规的思维路线。
在另一个例子中，奶奶正坐着编织东西，三岁的苏珊在玩奶奶的毛线团，这让奶奶很烦恼。
一位家长建议，应该让苏珊待在护栏中，这样她就不会打扰奶奶了；另一位家长建议，应该让奶奶待
在护栏中，这样就能保护她，让她避免受到苏珊的打扰了。
从技术性的层面来看，非对称案例表明水平思维跨越了多个模式，而不是遵循它们。
因此，我们从主路水平地移向岔路的终点。
一旦找到新点子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确是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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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下面有4个聚焦主题，并附有一张有60个随机词的列表。
你可以为每个主题选择一个随机词，并将不同主题与不同情境联系起来分析（注意，并不是让你一次
处理所有4个主题）。
聚焦点为：一个电视新品展；一项新运动；一个关于汽车的创意；一个关于网络商务的创意。
随机词看着你手表的秒针，确定使用哪个随机词。
小结创意的产生过程和幽默一样。
我们在思考过程中，突然对某事物产生了不同看法，将我们的思路水平转移到岔路上来，事后发现它
完全是有意义的。
但我们如何到达通往岔路的“创意点”呢？
那正是需要我们使用激发技术的地方。
我们可以借用很多方法离开思维的主干道，增加我们进入岔路的机会，因为水平思维中的“水平”指
的不是沿着一般思维路径前进，而是跳过思维模式进入岔路。
我用水平思维提出一个激发物。
我创造了一个词——“P”，它表示其后的事物将成为一个激发源，“PO”也可以指激发性操作
（Povocative Operation）。
人们主要是利用激发源的“移动”价值，而非“判断”价值，所以激发物有可能完全不合逻辑。
利用激发物，我们可以在一种可控方式下，暂时“疯狂”30秒。
判断会让我们拒绝某些想法，认为它们毫无意义。
移动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些想法中得到有用的新点子，这就是为什么从总体上看，激发源是水平思维和
创造性的一个基本要素。
有一次我为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环保组织举办了一个研讨会。
有人提到如下问题：河边的一个工厂向河中排放污染物，下游的人们则承受着污染带来的伤害。
据此，我提出了一个激发源：“工厂自己位于下游。
”这个激发源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它太过“一厢情愿”。
这个想法是完全荒谬的，因为一个工厂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
但运用“移动”，我们就能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工厂将承受它自身污染所带来的后果”。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我们可以制定这么一个法律，当你在河边建立一个工厂时，
你的水源必须取自你所排放的污水的河流下游。
这样，你将成为你所造成的污染的第一个受害者。
后来别人告诉我，这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法律了。
事后想来，这个想法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并且是个有创造性的想法。
但由于模式的非对称特征，这个想法无法通过逻辑事先获得。
有一些人无法理解非对称模式，他们声称如果一个想法在事后看来具有逻辑性，那么它一定能首先通
过逻辑来获得。
一棵树的树干裂成两半，然后每一半会再分裂成多个树枝，而每个树枝将会再次分裂。
那么，大树主干上的一只蚂蚁爬到某个特定的叶子上的概率是多少？
在每个分岔点上，它的机会是以树枝数目分之一的比值降低的。
从一般情况来看，这个概率大概是1/8000。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只蚂蚁站在某片树叶上，它爬到大树主干的概率有多大？
这个值是1∶1或100%。
这是因为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分支了，这就是非对称性。
同样，借助逻辑获得创意的可能非常小。
但想法一旦形成，它就是显而易见且符合逻辑的。
这就是非对称模式系统的性质，如果没有一定量的单词练习，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点。
信 钉子 垃圾牙齿 杯子 温暖降落伞 钱包 交通车票 眼镜 啤酒气球 钥匙 药丸书桌 圣经 汤栅栏 油漆 床炸
弹 游泳 跳蚤爆竹 葡萄酒 网车轮 养老金 链条警察 马戏 公交车尖叫声 橡皮 小船云 学校 斧子收音机 塔 
戒指海滩 办公室 商店鲜花 网球 眼睛代码 赛跑 法律执照 月亮 测验耳朵 大门 面包肥皂 椅子 俱乐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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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很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
规劝对人们开发创造性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够，人们可以把创造性当做一种能助人仔细并深入思考
的技能使用，而不再仅仅是坐等想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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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思维也达到了至臻完美，无
需改进？
不，“优秀，但还不够”——这就是爱德华·德博诺先生给出的回答，这也是本书出现频率较高的短
语之一。
希望通过一本书引发人们反思原有观念，建立起新的思维观念，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这才是思维》就是这样一本书。
爱德华·德博诺先生在肯定人类思维成就的基础上，对影响思维进一步发展的23个因素做出了反思，
并提出了做出改变的一些建议，提出人们要在已有思维的基础上，加强创造性思维、设计性思维和感
性思维等。
    阅读和翻译，就是一个向大师学习的过程。
在此间，我们总是会被爱德华·德博诺先生精辟的阐述、绝妙的分析和鲜活的事例所吸引；会引发对
自己周围的现象以及自身思维的反思；并对如何采纳书中的建议，运用各种水平思维、平行思维工具
进行思考和尝试。
如果你想提高你的思维品质，不妨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本书，并作出一些尝试和努力。
    本书的引言、第1、3、7、8、10、12、14、15章由庄榕霞翻译，第5、6和11章由祖道海翻译，第2、4
、9、13章和第16至20章及结语由徐宁仪翻译，最后由庄榕霞对全部译文进行校对和修改，以尽可能保
持译文风格的前后统一。
在翻译时，我们还查阅了爱德华·德博诺先生的其他著作，并就书中的思维工具和一些专业术语等的
翻译进行探讨和斟酌，收益颇多。
书中个别名词仍以英文原文出现，如“proto-truth”，一些名词在给出中文翻译的同时保留了英文，
如“头脑意识(think grey)”等。
由于译者学识水平有限，译文若有错漏之处，还请各方指正。
    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赵国庆博士还就某些专门术语的准确理解和翻译提供了帮助，李季编辑也为
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
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庄榕霞    201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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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德博诺博士的创新思考方法已被学生及专业人士广泛使用，它的确能使人们更具创造力与创新性。
　　——谢尔登·格拉肖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技术工人到核物理专家，从制作到销售，各
个领域的领袖都具备一个共同点：清晰的思考能力。
我很清楚地看到，在我的公司里，德博诺的概念激发了各层员工的灵感、激情和自信。
　　——保罗·麦兜瑞沃曼航空公司创始人我是德博诺的崇拜者，在信息经济时代，必须依靠自己的
创意才能生存。
　　——约翰·斯卡利评估公司前CEO没有什么比参加德博诺研讨会更好的事情了。
　　——汤姆·彼得斯管理大师，畅销书《追求卓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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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才是思维:德博诺思维精华本》汇集爱德华·德博诺40年来创意思维的精华，国内首创，德博诺著
作导读版，德博诺思维教育顾问吴亚滨全程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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