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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自然遗产——创造力。
不管你愿不愿意，世界上每一个人生来都秉承有两大遗产：一份是人类文化历史遗产，它积累了人类
数千年来由思维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另一份遗产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自然遗产，它
凝聚着137亿年来由自然创造力——物质创造力所创造的自然成果。
遗憾的是，我们拥抱着这两大遗产，目光往往只是功利性地重视它们的“创造物”。
如果说两大遗产的“创造物”是资源，是珍贵的黄金，那么两大遗产中包涵的“创造力”资源就是一
只点石成金的手指。
只重视黄金而忽视有魔力的手指，不免有急功近利之嫌。
如果一提两大遗产，就局限于旅游资源的开发，这就有点舍本逐末了。
人类历史文化遗产是思维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无价瑰宝，其创造物是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研究点石成金的创造力之手是一门叫做思维科学、创造科学的学问，可惜它的进展太慢，总是跟不上
形势发展的步伐。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诗人和哲学家的创造力归于科学女神缪斯的神秘力量以来，直到1931年，
在人类生理学、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上，才真正开始有了科学的创造学。
但是这种创造学长期停留在人类思维创造力这一狭义创造力的概念水平。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进展缓慢的原因在于它的提高依赖对人脑机能、尤其是意识和行为的探索，而这
是众所周知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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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广义创造力的科普读物，在广泛汲取系统科学、创造科学和进化论有关信息的基础上
，结合现实生活汇集而成，富有新意。
内容包涵广义创造力的特征、动力、运作方向选择、基本模式、创新过程和方法论体系等。
它提供给对创新思维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书中对创造力的演化和思维创造力如何朝统一创造力的方向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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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们头脑中往往存在一种思维定势，即创造力仅限于人类的行为（狭义创造力），自觉或不自
觉地不承认人类以外的自然界独立存在的创造力，不愿意堕入“自然主义”迷途（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反映）。
有时人们衷心赞叹大自然五彩缤纷的瑰丽景色，慑服于大自然地动山摇、巨浪滔天的雄伟力量，但是
往往以自己的主观观念和情感出发，或赞美，从大自然汲取美学体验；或畏惧，诅咒其无情的破坏力
，却不去真正认识客观实在的“大自然本身作为主体的、独立于人的主观之外的伟大创造力（广义创
造力），很少探索自然创造力同人类创造力的关系。
事实上，人类的创造力继承于自然，人类自身就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
人类至今还没有学会大自然创造生命的奇迹，没有创造出有实际意义的人造生命，也没有创造出构造
与功能超过人脑的电脑、光脑或其他超级脑。
从广义创造力观念出发，如果谈到创造力的本源，不得不令人想起中国古老的传说——盘古氏开天辟
地。
也就是说天地原来是不分的，开始是混沌的宇宙，然后才创造出有序的天体运行系统。
所谓的盘古氏不过是某种自然力量的原始创造力的代名词而已。
而另外有个伏羲氏则把分开天地的盘古氏尊为太极，由太极分阴阳、定乾坤，继而从两仪、四相变化
衍生出八卦，并创造出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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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改革开放首先要思想观念的更新。
30年来的巨大成果，起始于一场思想辩论，“两个凡是”被推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
立，旧观念临界点的突破，解放了思维创造力，激起了创新大潮。
千军万马中有三支相关科学队伍举起观念更新大旗：1.创新科学在不受人注重的教育心理学基础上焕
发新生，创新思维、创新技法、思维技能训练等一大批新书，在=手5市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2.系统科学在二卜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然科学重大进展基础上风云突起，“新三论”——系统论、控制
论、信息论和其他理论成果，冲进了社会领域，引发社会新思维的崛起。
3.进化科学在达尔文学说基础上，经历了百余年的自我生存斗争，在危机中冲开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
。
经历新达尔文主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现代综合进化论、广义进化论、协同进化论、分子进化
论到系统进化论的发展，在当前的生态科学和科学发展观中不断显示身影。
十余年来，我设想使这三军协同作战，把琳琅满目的创新方法同系统科学的新成就结合在一起，并使
进化论新思想贯穿其中。
于是断断续续地写了这本难以命名的小书。
虽然兴趣所在，但视力不佳，多年积累的资料只能用传统的卡片系统记录，未利用互联网工具，显然
跟不上迅速发展的形势，只能删掉陈旧章节。
但是还有一些老信息放在文后的附录中被保留下来，作为旧事物的纪念吧。
向支持和批评这本书的读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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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义创造力纵横谈》：解析创造力的定义，探索创造力的演变，阐述创造力的特性，提炼创造力的
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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