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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作动机论》是一训全面、系统研究创作动机的专著。
它从审美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创作动机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并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
《创作动机论》部专著审美视野广泛，内容翔实，形式新颖，可读性较强。
它是目前国内研究创动机的第一训较为完整、系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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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元，男，河北丰南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唐山师范学
院首届学科带头人。
先后在《文学评论》、《求是》、《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专
著《“三驾马车”论》、《新现实主义小说论》等6部，作品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河北省第七
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省级10多项奖励，被授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曾宪梓教
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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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论一、中外研究创作动机理论的回顾二、研究创作动机的意义和目的三、研究创作动机的方
法第二章 创作动机的本质和特征一、创作动机的界定二、创作动机的有目的与无目的三、创作动机的
稳定、保守性与流动、变化性四、创作动机的复杂性与单一性五、创作动机的始发性与继发性六、创
作动机的外部性与内部性第三章 创作动机的表现形态一、从创作动机的审美需要看，主要有缺失性创
作动机和丰满性创作动机二、从创作动机产生的过程看，有瞬息突发式创作动机和渐进缓成式创作动
机三、从创作动机产生的明晰程度看，有显明性创作动机和潜隐性创作动机四、从创作动机产生的时
限上看，有长期固定性创作动机和短时变化性创作动机五、从创作动机的引发机制上看，有外界激发
性创作动机和内觉自发性创作动机第四章 创作动机的动力结构一、创作动机的动力在于创作主体内部
积存心理能量的多少和所产生力量的强弱二、创作动机是一个动态的可变结构，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
的系统第五章 创作动机的触发机制一、创作动机触发源的形成二、外激式触发源的类型三、内激式触
发源的类型四、创作动机触发源的生成机制第六章 创作动机的簇群机制一、创作动机簇群的理论探讨
二、创作动机簇群中主导动机的形成三、创作动机簇群的构成类别第七章 苦闷：创作动机产生的内驱
力一、由创作主体心灵的隐痛和创伤所形成的苦闷是产生创作动机的内驱力二、苦闷形成的原因及创
作动机产生的缘由三、苦闷转化为创作动机的原因第八章 欢愉：创作动机产生的内激力一、欢愉是产
生创作动机的重要因素二、欢愉形成的原因及创作动机产生的缘由三、欢愉转化为创作动机的原因四
、欢愉的审美作用第九章 审美心理结构与创作动机一、创作动机的产生与审美心理结构的密切关系二
、审美心理结构存在着某种从实践中积淀起来的“先验性”，它是创作动机产生的重要因素三、审美
心理结构的根基是集体无意识，它制约着创作动机的产生四、审美心理结构是不断调节和建构的，所
以创作动机也是不断丰富和变化的五、审美心理结构是由多种心理因素构成的，因而创作动机也是由
多种因素不断融合构建而产生的第十章 童年经验与创作动机一、童年经验是审美经验的基础，也是产
生创作动机的强大力量二、丰富性童年经验与创作动机三、缺失性童年经验与创作动机第十一章 艺术
观察与创作动机一、艺术观察是对现实生活充满情感的独特的审美认识二、艺术观察是产生创造动机
的基础和前提三、艺术观察的审美特性决定着创作动机的审美特质四、艺术观察和创作动机产生的因
素第十二章 创作冲动与创作动机一、创作冲动与创作动机的联系与区别二、创作冲动转化为创作动机
的内在条件三、创作动机与创作冲动的密切关系第十三章 创作个性与创作动机一、创作个性是创作主
体在审美实践中形成的审美特性二、创作个性与创作动机的关系第十四章 直觉、灵感与创作动机一、
直觉与灵感的内涵二、直觉与灵感具有相通的性质三、直觉与灵感的区别四、创作动机与直觉、灵感
的联系与区别五、创作动机与灵感、直觉有相通的生成机制第十五章 审美需要与创作动机一、审美需
要与创作动机的关系二、不同的审美需要可转化为不同的动机形态三、审美需要转变为创作动机的条
件第十六章 变形：创作动机的曲折表现一、艺术变形与创作动机的关系二、艺术变形对表现创作动机
的作用三、艺术变形的不同方法可以促使创作动机有力地实现第十七章 创作思维与创作动机一、创作
动机与创作思维的密切关系二、创作动机的产生是创作思维中各个子系统相互影响、交融渗透的结果
三、创作动机产生的四个阶段四、创作动机产生的四个阶段是有机统一的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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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文艺创作是人类充满智慧的一种创造活动。
人类为什么进行文艺创作?这就要追究到创作动机。
按照文艺心理学理论的说法，创作动机是指推动创作主体进行创作以达到一定目的的驱动力量。
在创作过程中创作动机贯穿始终，它既是创作的源起，规定和导引着创作的方向；也是创作的终结，
促使创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正因为有了创作动机，才有了创作行为以及文艺作品的产生。
创作动机是人类多种行为动机中的一种形态。
它是一个包蕴着多层意义和多种作用的复合体。
它起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1．创作动机是一种内部刺激，它来自于作家的某种需要，是作家进行
创作的直接原因。
2．创作动机为作家提出创作目标和目的意图。
3．创作动机为作家提供持续不断的情感力量。
4．创作动机使作家明确自己行为的意义，并驱使着作家将其实现和完成。
”①由于创作动机对于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对创作动机的研究至关重要。
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一部系统研究创作动机的专著，只有一些散见的文章。
所以，我们要对创作动机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创作动机的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将国内外历来对创作动机
的研究进行爬梳和归纳。
这对创作动机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中外研究创作动机理论的回顾人类对创作动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和西方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人认为创作动机产生于模仿，而先秦时期的中国人认为是情感和意志（情与理）的驱动才会有
创作动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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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作动机论》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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