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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3年6月28日，全国第一届创造学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笔者代表大会领导小组在会上致的开
幕词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在‘人类认识’这棵既古老又常青的大树上，创造性思维的主干曾开过
无数鲜艳夺目的花朵，曾结下无数令人惊叹的果实。
裴多菲曾写下这样一句诗：在上帝的背后，人民就是最美的名字。
从创造学观点看，可以说，世间没有上帝，而在人民的背后，创造就是最美的名字！
恩格斯曾经认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从创造学的意义上说，一个民族要想攀登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创造性思维。
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之一，创造是现实人的较高层次的本性，创造是实现人的价值、提高人
的价值的重要手段！
”当前，人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我们要运用系统综合创新方法，考察人们所处的新时代，它具有以下多种内涵：从国内视角看，新时
代是指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代。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观念创新，树立了改革观念、开放观念、创新观念、自主观念
、经营观念、竞争观念、合作观念等新观念。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促进了理论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理论。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促进了制度创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
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了科技、教
育、文化体制等。
从世界视角看，新时代是指人们正处于和平发展时代。
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建设和谐世界已成为党和国家的国
际战略目标。
从生态视角看，新时代是指世界进入了生态文明的时代。
各国人民日益认识到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必
须同舟共济，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切实节约资源，保护和治理环境；人类必须开创绿色环境、绿色
资源、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销售、绿色消费的新境界。
从经济视角看，新时代是指目前世界显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进入以知识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
济时代。
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新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以知识分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以知识的创
新、学习、传播、应用为生产的主要流程；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无形资产将成为社会的主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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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作者20多年来研究创造学，发表50多篇创造学论文、30多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观论文的基
础上，有选择地吸收中外创造学家和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经综合创新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理
工文综合特色、自主创新特色的较完整的广义创造学理论体系；同时，它又是一本经多年教学实践锤
炼，不断加以补充、完善，且深受欢迎的教材。
本书第一版曾于2003年出版，经过6年的使用，征求了相关专家、教师和学生的意见，作了认真修订，
保留了原书的全部精华，精简压缩了部分内容，增添了部分新观点、新案例、新材料，作为“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
本书以“创新”这一时代精神贯穿全书，不仅探讨了创造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要素，阐述了创造
性活动、创造性主体、创造性人格、创造力、创造性人才、创造性思维、创造性环境的原理，揭示了
创造性活动的规律，系统讲解了创造技法、TRIZ(萃智)技术发明方法，而且探讨了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创新等具体创造活动的基本概念、发展规律、典型案例、创新经验、战略措施、
应对方法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本、专科生公共课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教师、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训练创
造性思维的培训教材，还可作为有志成为创造者的其他读者开发创造力的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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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开放性。
在信息时代，随着电话、电视、广播的普及，随着无线电通信、光纤通信、卫星通信、网络通信的发
展，随着国际、洲际交通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人员方面的
交往日益频繁，这种频繁的交往必然要求各国实行全方位开放。
这种开放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出现了作为信息时代基本特征的开放观念。
创造学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兴科学，必然具有信息时代的开放观念和开放特征：①创造学主张人们在各
种创造活动中实行开放和交流；②创造学在思想、材料来源上采取彻底开放的态度，虚心学习和借鉴
各国、各民族的一切创造性观念和经验；③创造学把开放性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把开放精神作为自
己的基本精神，把开放性的交流激励作为自己的基本规律；④创造学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构建成开放的
体系，它以发现和提出新问题为开端，以发现暂时解决不了的新问题为结尾，使整个体系处开放状态
，激励自己和同仁以及后继者不断探讨和完善创造学的理论体系。
（5）综合性。
创造学适应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大综合的趋势，比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有更突出的综合性特征。
①创造学具有更显著的综合功能，它力图在创造活动中把真、善、美统一起来，把创造真的科学发现
活动、创造善和益的技术发明活动、创造美的文艺创作活动统一起来，它力图把信息时代的三种时代
精神，即创造精神、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综合起来，它力图在创造活动中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评价
、创造三大功能综合起来；②创造学把系统综合创新规律作为自己首要的基本规律；③创造学把系统
综合方法作为自己方法论中的基本方法。
可见，创造学是信息时代的综合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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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造学原理和方法:广义创造学(第2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观为理论支柱。
是“一部原创性、科学性、教育性兼备的优秀教学成果”。
“创立了一个自成一家的创造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创造学体系探索具有原创性意义。
”全面阐述了创造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和八个领域的具体创造性活动。
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较完整的特色.理、工、文综合的特色.自主创新的特色，规范
、严谨的写作特色。
《创造学原理和方法:广义创造学(第2版)》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意识，铸造人们的创造性人格，培
养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开发人们的创造力。
促使人们成为更高层次的创造性人才，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更多的创造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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