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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内容介绍

本书共分四篇。
学习篇:本篇共有四章，第一章，创造学概述: 主要让读者了解有关创造的一

些概念、创造学原理及创造学发展的历史; 第二章，创造性思维: 作者精选出 10
种常见的创造性思维形式从概念、特征和自我训练三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 第三
章，创造技法: 作者也是精选了 10 种常见的创造发明方法从技法定义、原理和操
作训练程序三方面作了介绍; 第四章，大学生怎样进行发明创造活动: 主要是从
选题开始，到成果模型制作及专利申请和成果转让详细剖析了创造发明的过程。

训练篇:这是按“每日一想、每周一创、每月一发明、每学期一专利”设计的
创造发明设想训练内容。

提高篇:这是作者多年从事“创造学”教学研究的成果，这里摘录的是在创
造发明刊物上发表的近 10 篇有关创造研究的论文，供学习提高。

考证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于 2002 年率先推出
创新能力培训体系，高校学生通过考试可以取得创新能力水平等级证书。本篇
主要是介绍“创新能力测评项目”意义和程序，并附几套历年测试考卷。

本书可以作为高校“创造学”课程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企业创新能
力培训用书。书中的学习篇是按教材体系编写的，本篇也是作者 10 多年从事
“创造学”教学整理出的比较系统的教学内容体系，结构简单明了，内容深入浅
出。

本书可作为从事创造学研究者的学习用书，学习篇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创造
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知识，而提高篇则可直接为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

本书应是创造发明爱好者的一本难得的训练参考书，学习篇解决创造理论
知识问题，训练篇解决创造发明思路问题，考证篇则解决创新能力测评问题。一
学三得。



创造宣言之一

中国著名教育家 陶行知

创造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

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在之神来崇
拜。

恋爱至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
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至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
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边造石像，一边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也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

活人。
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

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
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
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
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么这成功失败也
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
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若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
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
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
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
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
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
基罗的手里可能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 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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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
传》。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 Lesseps) 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
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
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词。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
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有人说: 年纪太小，不能
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
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 Pascal) 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
无言了。

有人说: 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
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
呀! 可见无能也是借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
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面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
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
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
说:没有勇气一功都无。是的，生路是要靠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
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
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 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
变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
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
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
是:茅草没有东山多。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
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人们为后代种植的
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
割茅草而看不出来。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尿
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
山可给他的又只是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
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声:“泰山没有东山好。”这话被
泰山一棵树苗听见了，它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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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
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的，一天一天的，听到树苗对樵夫
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吗?”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
一根的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我们只能在樵夫的
茅草房的烟囱里偶尔看见冒出的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缕是树苗的，哪一缕
是茅草的化身?

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
里。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
希望不要把它的鼻子或眉毛剃掉。

创造之神! 你回来呀! 你所栽培的幼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的镰刀
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幼苗的美梦里。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只要你肯回来，我
愿意把一切———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当你看见满山的幼苗在
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大树，你
不高兴吗? 创造之神! 你回来呀! 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也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
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
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 摘自《陶行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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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宣言之二

山西创造学会名誉会长 关原成

一个人不能不学创造，不可不去创造，假如谁也不创造，谁也没创造，大家想
一想:世界将会怎样?

创造在哪里?
当你还没有理会创造的时候，她已伫立在你身旁;
当你还没有认识创造的时候，她已朝你频频微笑;
当你还没有投身创造的时候，她已张开双臂迎候;
当你还没有拥有创造的时候，她已呼唤你的名字。
世界创造了你，你也要为世界奉献一点创造。创造就在你的心目中，充满创

造的世界光明灿烂，追求创造的人生幸福自由。
创造多伟大?
世界不能没有创造，人与创造同时诞生。她是文明的使者，人间天地由她支

撑，通天坦途靠她开辟。她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她是造福人类的源泉。在人类的
一切活动中，再没有比创造更重要的了。人可以放弃许多，但不能失去创造。

创造我能吗?
请问:“你会在纸板上打个孔吗?”“你对雨伞的结构感兴趣吗?”“你能把碗

倒扣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好，你可以创造，我也能教你怎么创造。创
造，你能、她能、他也能，大家都能。教你创造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创造的
起点就在你的脚下，创造吧! 那里无限美妙; 创造吧! 就从现在开始。

深信你会喜欢创造，相信你能取得创造。创造更会加倍回报你，回报你的同
时也回报整个社会。

( 摘自关原成著《教你创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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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学思想录

罗吉尔·冯·奥赫

放松

人们对重大的事情态度严肃，但事事都板着脸孔则无此必要。猴子完全可
以作出一副俨然像声誉卓著的学者一般的严肃表情，但是猴子之所以看上去严
肃，是因为它觉得痒痒。

造就你自己的规则

按照古代寓言书的记载，谁能解开奇异的高尔丁死结，谁就注定成为亚洲
王。所有试图解开这个复杂怪结的人都失败了。后来轮到亚历山大来试一试。
他想尽办法要找到这个结的线头。结果还是一筹莫展。后来他说: “我要建立
我自己的解结规则。”他拔出剑来将结劈为两半。他成了亚洲王。

多问几个假若

经常问自己离奇的问题。如果怎么怎么样，会怎么怎么着。如果动物变得
比人的智慧还要高，会怎么样? 如果高速公路依不同车速限制分别做成蓝色、红
色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怎样呢? 如果男人生孩子会怎么样呢? 这类问题可以扩
展你的思路并导致新的观念。

使用你的想象力

幼年时，不论讲故事，还是做游戏，都在培养激发你的想象力。渐渐地你长
大了，人们会说:“你已经长大了，不要再有那么多梦想，要踏踏实实地把双脚放
在地上。”而毕加索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在于你长大成人之后，如何
能够保持艺术家的灵性。”

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

科学家埃尔伯特·森特·格奥尔基说: “创造性思维就是以不同的方式看
同样的事情。”第一个看到无用的锯末想到可以用它压制成引火燃料的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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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众不同的成功。第一个看到块状焙烧苏打想到用它做冰箱除臭剂的人，也
成功了。

从你的箱子里走出来

每一种文化、工业和机构都有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新的观念、好的主意常常
来自拦腰截断那些经训练而成的思维疆界，把目光投向新的领域。正如新闻记
者罗伯特·怀尔特所说:“任何人都能在商店里看时装，在博物馆里看历史。但
是具有创造性的开拓者在五金店里看历史，在飞机场上看时装。”

看到画面之外

1866 年，一个衣荷华州的农民望着紧挨他的田边正在修建的横跨美洲大陆
的铁路，看见铺好的铁轨和驶过的火车，他想，所谓铁路不过就是铁轨和火车。
他没有看见什么呢? 他的产品可以更快地得到更多的市场，他们从此就要全力
与来自外地的产品竞争，在一星期之内人们就可以从东海岸到达西海岸。人们
可以分享知识，不同地域的人们可以相聚，可以结婚。他看见了钢铁和车轮，但
是他没有看见随后将会发生的事情。

顺其自然

一位建筑师设计了位于中央绿地四周的办公楼群。竣工后园林管理局的人
来问他，人行道应该修在哪里? “在大楼之间的空地上全种上草，”他回答。夏
天过后，在大楼之间的草地上踩出了许多小道。这些踩出来的小道优雅自然，走
的人多就宽，走的人少就窄。秋天，这位建筑师就让人们沿着这些踩出来的痕迹
铺设人行道。这些道路的设计相当优美，同时完全满足了行人的需要。

［摘自初中三年级语文教科书( 苏教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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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学习篇

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不在知识的积累上，知识
并不是影响你创造成功的主要因素，而思维方式的不
同特别是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高低，却是你命运的主宰
者。
“创造性思维”是一棵“常青藤”，在这棵常青藤

上，绿叶是什么? 果实是什么? 以及这棵常青藤赖以
生存的土壤、阳光、养料、水等又是什么? 这是本篇主
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章 创造学概述

孕育了发明创造能力的小学毕业生远比丧失了发明创造力的哈佛大学毕业
生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美］道格拉斯
创造是伴随人类发展始终的活动，然而，对创造进行系统而科学的研究乃至

形成一门学科，则是近几年的事。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 J． P． Guilford) 所
说: “没有哪一种现象或一门学科像创造问题那样，被如此长久地忽视，又如此
突然地复苏。”

一、不能不掌握的概念

(一)发现
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这些

事物或规律本身就已存在，只不过是前人没有找到而已，如秦始皇兵马俑、稀有
矿藏、美国人宣布西红柿可以预防前列腺癌等都是发现。

也就是说，发现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和天然性成果的正确表述。
(二)发明
1. 发明的概念:
发明是指创制新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方法。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

明确指出“专利法所指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
案。”发明是指研制出新的事物或新的方法或是建立了新理论，这些事物或方法
或理论过去是没有的，如火药、造纸术、相对论。

发明的成果包括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社会成果三大类型。
2. 发明的特点:
发明应当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发明中应当包含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指与

现有技术相比发明必须是前所未有的，并且相对于现有技术有一定的进步或难
度。其次，发明必须利用自然规律。从专利法的角度而言，不利用自然规律的不
能称之为发明。自然规律本身也不是发明，日常生活中常常将“科学发现”与
“技术发明”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发现的对象是自然规律
或者自然现象，而发明的对象则是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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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
1. 创新的概念:
创新一词，依韦氏字典的解释，其含义为: 作改变或引入新的实践。也有学

者把创新解释为: 创新就是有目的、有组织地寻求改变。
创新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即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独特的、新颖的、

不墨守成规的且富于成效的见解与思维。从技术方面而言，创新是提供与以往
不同的新知识、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论、新产品、新艺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 A． Schumpter) 在 1934 年《经济发展
理论》中定义: “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
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
以下内容:引入新产品;引入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 开辟新的市场; 开拓并应
用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 实现工业的新组织。”也就是说创新包括产业产品创
新、技术工艺创新、市场营销创新、资源材料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等等。

创新是新设想( 或新概念) 发展到实际和成功应用的阶段。火药，在人类历
史上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有人使用火药做成炸药，炸坍了一座又一座大小领主
的城堡，结束了封建的割据时代，迎来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曙光; 有人使用火药做
成鞭炮和焰火，庆祝皇帝的登基和寿辰，或者迎送各类神仙的降临和离任; 有人
使用火药做成长枪大炮，攻城略地，屠杀无辜，使得许多原始部落惨遭灭种之灾;
有人使用火药移山修路、开矿挖煤; 等等。同样的一项发明成果，只是由于运用
的目的和方法不同、使用的地点和范围不同，便会产生如此反差巨大的结果，或
者造福千年，或者贻害无穷。

创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我国东汉时代的蔡伦，发明了一种简易的造纸法，
这种轻便而廉价的纸逐渐淘汰了沉重的竹简，在多数场合下代替了昂贵的丝帛，
打破了贵族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得普通劳动人民有可能接受文字和文化教育。
这一小小的创造发明，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在隆中为刘备进行创造性的
战略策划，建议他占荆州、夺四川，东和孙权，北攻曹魏，奠定了三国鼎立抗衡的
局面。真难想象，假如没有诸葛亮这个人，会不会有所谓的“三国时代”。
“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运动，要求写文章和说话一致，这同样是一项划

时代的创新，既给传统的文学和语言注入了新鲜血液，又为知识和教育的普及打
下了基础。

2. 创新的特征:
创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目的性。任何创新活动都有一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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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特性贯彻于创新过程的始终。二是变革性。创新是对已有事物的改革
和革新，是一种深刻的变革。三是新颖性。创新是对现有的不合理事物的扬弃，
革除过时的内容，确立新事物。四是超前性。创新以求新为灵魂，具有超前性。
这种超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超前。五是价值性。创新有明显、具体的价
值，对经济社会具有一定的效益。

下列活动并不能称为创新
( 1) 重复性的学习或劳动。如小学生抄写课文、工人在流水线上安装某一

个零件。
( 2) 某些消遣或娱乐活动。如唱歌、听音乐、跳舞、看电视。
( 3) 某些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如吃饭、洗漱、洗澡。
( 4) 休息或睡眠。
( 5) 仿造活动。由于只是依葫芦画瓢，按模子造型，因此，不可能“越轨”，其

结果不可能“新”、“异”。重复已有的东西不能算创造。据报载: 武汉金银制品
厂最近攻克了已失传约 2000 年的“青铜错金”技术，这一重生的技艺，使有“世
界第八大奇迹”之誉的随州曾侯乙编钟在出土 20 年后，即将诞生第一套“克隆”
(完全复制)品。尽管这一技术在青铜时代广泛应用，但到了汉代已绝迹，并且
史书和其他书籍中已无明确记载。现代铸造法中，金一遇到青铜中 20%的锡和
铅马上便化为粉渣。他们攻克了这一难题。这不是仿造，而是创造。仿生也不
同，仿照生物的特性、形状等则需要人的参与和创造。

( 6)制假、售假活动。新颖、独创并不是创造的唯一本质特征，因为新颖、独
创的东西不一定正确。如有个人专门收集假币，想成为一个假币收藏家，自以为
这是一个创造。待他收集到几十种的时候，警察找上门来，说他这是违法，假币
应交银行后，再由有关部门销毁。因此，凡危害社会和他人的活动都不是创造。

( 7)违反事实和规律的活动。
3. 创新的分类:
提起创新，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其实远不止这些。创

新主要有七种:
( 1) 思维创新:思维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前提。任何人都不要封闭自己的思

想。西方有人召开头脑风暴会，就某一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主意) ，定的目标是 1
小时内想出 100 个。原来以为至多能想出 50 个，结果却是 103 个。

思维创新使市场中富有创意的新招、绝招层出不穷。2000 年的美国总统选
举闹得沸沸扬扬，新总统千呼万唤不出来，原来准备发新总统财的商家急得直跺
脚，其中一家“脑筋急转弯”，马上推出了“2000 年总统难产纪念银币”，一面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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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像，一面是戈尔像，这家公司认为，美国总统难产是 200 年来所罕见的，很可
能是空前绝后的，因此这枚纪念币的收藏价值肯定可观，结果大获成功，这一经
营者聪明的变招令人叫绝。

从上面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创新的魅力。
若思维成定式，就会严重阻碍创新。有些企业提出，不换脑筋就换人，也是

这个道理。有些公司不断招募新的人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期望其带来新观念、
新思维，不断创新。

( 2) 观念创新:观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因为，观念决定行动，思路决定
出路。而更可怕的落后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观念落后。有意思的是，现在有
人将创新文化归纳成了三类: 一类是“人”字形创新，以美国为代表，它强调个
性、个人创新;一类是“众”字形创新，以日本为代表，它重群体概念;还有一类是
说的我们国家，是“从”字形，意为服从，而服从是谈不上创新的。说法不免偏
颇，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亟待加强的方面。这实际上仍是观
念上的事，即如何整合“人”与“众”字形文化，早日走出“从”的束缚。可以说，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观念创新是创新的前提与关键。

( 3) 产品( 服务) 创新: 对于工业企业来说，是产品创新;对于服务业来说，就
是服务创新了。日本四国岛的果农生产出了一种方形西瓜。这种西瓜每个售价
为 1 万日元，比一般西瓜高出几倍还供不应求。

( 4) 技术创新:主要是指的生产工艺、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
则是知识的应用和技术的集成与整合，是应用的创新，它涉及面广、对经济建设
的贡献更直接、效益也来得更快。半导体不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日本十分重视技
术创新，把别人发明的知识拿来不断进行集成与整合，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战
后迅速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一流的电子产业强国。

( 5) 组织和机制创新:主要是指企业环境或个人环境方面的创新，其中包括
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是机体所处氛围。

( 6) 管理创新: 是指管理对象、管理机构、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方法等方面的
创新。

( 7) 营销创新: 是指营销策略、渠道、方法、促销等方面的创新，是一个非常
值得探讨的领域。

( 8) 企业文化创新: 是指企业及其成员的言和行方面的创新，是一个较广的
论题。

总之，创新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的名词，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是个人
或组织都值得研究的课题，是成长意识的本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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