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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夺舒勒创 連性人格

发展理论评迷
＊

李大鹏 勾 洋

【提 要 】
阿奇舒勒在创建经典 ＴＲＩＺ 之后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创造性人格领域 ， 并和

他的 学生维尔特金
一起通过分析大量创造性人物的创造经历 构建 了

“

创 造性人格发展理

论
”

。 该理论主要包括创造性个体素质 、 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和辅助教材三个部分 。 创造性

人格发展理论开辟 了
一条创造性人格研究的独特路径 ， 是阿奇舒勒创造思想体 系 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更是他对创造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理论贡献 。

【关键词 】 阿奇舒勒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 创造性个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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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
“

ＴＲＩＺ 之父
”

的俄罗斯著名创造学Ｌ＊Ｍ． 特尔曼和 Ａ． 罗伊等学者就针对创造性人

家根 里 奇 ？ 斯 拉 维 奇 ？ 阿 奇 舒勒 （ ｒ． Ｇ格的特征开展了相关研究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既

Ａｊｉｂｎｉｉｙｊｉｊｉｅｐ ＊ＧｅｎｒｉｃｈＳａｕ ｌｏｖｉｃｈＡ ｌｔｓｈｕｌｌｅｒ ，有吉尔福特、 托兰斯、 阿玛布丽和斯滕伯格等

Ｕ２６
—

１ ９ ９８） 在完成经典 ＴＲＩＺ 的创建后 ， 便将 人在创造力结构研究中对创造性人格的分析 ，

主要精力转向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
”

（ＴＰＴＪＬ也有 Ｒ ． Ｂ？ 卡特尔 、 Ｄ ． Ｗ． 麦金农 、 Ｆ． 巴伦 、

ＴｅＯｐＨＨＰＳ３ＢＨＴＨＨＴＢＯｐ
ｉｆｆｉＣＫＯｉｔＪｌｍＨＯＣＴＨ ，

ＴＣＬＳ
：Ａ． 罗伊 、

Ｒ． 赫尔森和海纳特等学者针对创造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研究 。 但他这性人格特征和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的专门研究 。

—重要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国 内外学者的足够可以说创造性人格研究的主流在美国 。

关注 ， 该理论的基本内容至今未被介绍到我国 。受到研究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 原苏联

本文希望通过对该理论的介绍和分析 ， 使人们学者往往 回避涉及到创造性人格这类主体因素

对阿奇舒勒的创造学研究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的创造心理学研究 ， 而侧重于创造工程学领域

解和认识 。的技术发明方法研究 。 阿奇舒勒并不完全排斥

对创造主体的研究 。 首先 ， 他不否认主体因 素
＿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形成的巾肖

背景和过程

（

一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

仓Ｊ造性人格一直是美国创造也、理学的重要目 ，
编号 ： Ｗ２〇 １３〇４〇

，２０１ ４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研究方向 。 早在 ２０ 世纪初期 ， Ｊ ． Ｋ． 卡特尔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项 目
， 编号 ： ＵＰＲＰＩ２０１ ４０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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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发明创造的成败 ， 但他认为３ｉＨ３ＨｅＨＨａｆｌＣＴｐａＴｅｒＨＨＴＢＯｐ
＇ｆｆｉＣＫＯｆｉ ＪＩＨ？

ＩＨＯＣＴＨ？ ）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试错法效率出版 ， 该书首次全面阐述了创造性人格发展理

不高 ， 而经典 ＴＲ ＩＺ 的开发和使用则会减少创造论 ， 标志着该理论初步建立 。

主体因素对发明创造的影响 。 其次 ， 他不反对—

创造心理学研究 ， 承认发明创造过程中 有心理
一、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 １？匕的

学的因素 ， 但认为在技术发明这
一特定的创造±胃＠＃

领域心理学 因素是第二位的 ， 而技术系统 自身 （

＿

） 创造性个体素质
的发展鮮指ｍ的

； 継 理学Ｗ細贿浦认为継性个体需要具备以下 ６

不足在于
“ ‘

纯心理学
，

方法是无视于技术体系种素

ｉ ． 需要设立－个适当 的 目标
一新的 、 重

要的 、 有价麵和有益于社会的 目标 。

ｉ ｆｆ ＊２ ． 需要術－

个翻 目标酸际Ｉ作计划 ，

执行这些计划时需进行定期的调整 、 自我检查
ＴＲＩＺ仍然包含了对多种创造性思维方法的开

发 ， 以及对顿悟 、 直觉 、 灵感和幻想等非逻辑制 丨 姑宜站丁 你部 ４１Ｒ５Ｔ本辟

思维的分析 ， 并提 出
“

技术思维
，，

的新概念 。 二
由此可见 ， 阿奇舒勒后期转向创造性人格发展

理紐究是有其认麵的 。

县

（
二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形成的过程－ｉｉ
阿奇舒勒關腫人職展麟職碰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 随着经典 ＴＲＩＺ 培训的深

入和推广 ， 他逐渐认删
“

要好好学习 ＴＲＩＺ
，

建知
＾
储备 ；

－是收鋪助信息并使其系统化 ’

要通过教育获得最大的成果 ， 就应该培养综合
雛信

的创造性素质 。 如果要有效开展这种培养的话 ，４ ．

首先就以终生的継性战略为細
”

。

？
于是 ，

他在学生维尔特金 （Ｈ － Ｍ － ＢｅｐｎａｉＨ ） 的协助下
＿矛盾 ’ 因此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成为评＃

从 １ ９８２ 年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创造性人格发展
创造性个体的重点 。 这种能力 的核心是解决问

理论 。 他首先基于对大量杰出发醜僅獅

的分析来研究
“

创造性个体素质
”

（ＫａｑｅｃＴＢａ
明问题的科学方法 ， 瓶开始逐渐渗透到所有领

ＴＢ〇ｐ，ｅｃＫ〇ＨＪＩｈ＾ｏｃｘｈ
，Ｑｕａ ｌｉｔ ｉｅｓｏ ｆａ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域 。 人们可以通薦养最風思＿学习漏繼

ｉｎｄ ｉｖｉｄｕａｌ） ， 并在 １９８４ 年原苏联科学院西伯利
性问题解决方法 ， 来促进创造性人格的形成 。

亚分院的学术会议上提出 了创造性个体需要具５ ？ 要能够坚持 自 己的意见 ， 接受社会上的

备的 ６种素质 。 随后他在 １９８５？ １ ９８８ 年期间先 不同声音和对 自 己
＾
选道路的不理解 ， 并能够

后发布 了三个版本的
“

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
” 承受打击 ， 始终目标坚定 。

〇ＫＨ３ＨｅＨＨａＨＣＴｐａｘｅｍｆｌＴＢｏｐ＾ｅｃＫＯＨＪＩｉｗｈｏｃｔｈ ？
６ ？ 确定的 目标要与成果相符 ｎ 。 阿

＇

奇舒勒

Ｌｉｆ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 ｉｄｕａｌ ） ， 完成了创 指出如果具备了上述 ５ 种素质 ， 那么在通 向 目

造性人格发展理论核心内容的开发 ， 并将其广


泛应用于苏联各地的 ＴＲＩＺ课堂教学中 。 他还为① ［苏 ］ ｒ． ｃ■ 阿里特舒列尔 ： 《创造是精确的科学 》 ， 魏相 、

该理论的课堂教学编写 了辅助教材 。 到了１ ９９４ａ ｍ ．

＾， ，＾ ＾Ａ② ［俄］ 根里奇
？ 阿奇舒勒 ： 《寻找创意 ：

ＴＲＩＺ 人门 》 ， 陈素

年 ， 他和维尔特金合著的 《怎样成为发明家 ：

勤 、 张娜 、 李介玉等译 ， 科学出 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２２５

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 》 （ 《ＫａｉｃＣＴａＴｂｒｅＨｎｅＭ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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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道路上应该获得一些被认可的成果 。

一个更大的成功 。 ４． 后尾局是综合棋局的
一

大特色 ，

正确提出 的任务能带来好的成果 。 对于创造而 意味着失败后仍然可以继续 ， 并且把握住后尾

言 ， 成果是必要的 。 如果尽了最大努力 ， 却没局的机会很重要 。

有取得成果 ， 则是
一个令人担忧的征兆 ， 可能阿奇舒勒承认虽然他采用 了综合棋局这种

意味着选错了 目标或者计划有误 ， 这就需要检简练的叙述形式表现创造性个体人生战略 ， 但

讨失败的原因 ， 解决它并继续新的挑战 。并非必须如此 ， 也可以采用叙事或诗歌等其他

（
二

） 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 ：
综合棋局形式 。 因为他的 目 的不是要创造

一个复杂的商务

阿奇舒勒意识到传统的案例教学效果有限 ， 游戏 ， 而是要为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打下基础 。

需要为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找到
一

种更有效的（
三

） 创造性人格培养的辅助教材

表现形式 。 国际象棋给阿奇舒勒提供了新的灵１ ． 《给 自 己的问题 》 ： 阿奇舒勒为帮助学员

感和启发 。 他在研究杰出创造性人物的生平过将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中 的有益建议应用到 自

程中发现 ：

“

他们的创造性人生就如同
一盘

‘

棋己身上 ， 编写了该训练项 目 。 该训练分为三组 ：

局 ％ 通过分析他们最厉害的
‘

棋步
’

和不好的第一组是为了帮助学员掌握该理论的主题 ， 清
‘

棋步
’

， 以及外部环境和 内在环境对他们的影楚地了解 自 己 ， 更好地理解理论的基本情况 ， 这

响 ， 可以总结出综合的创造性个体
‘

下棋
’

经是初级 目标 ； 第二组旨在促进学员把读过的材料

验的要领 ， 并尽可能避免错误 的出现
”

， 并且运用到 自 己身上 ， 逐渐形成
一些创造性的品质 ，

“ ‘

创造性人生棋局
７

就像真正的棋局一样 ， 只这是中级 目标 ； 第三组是要尝试着吸引学员深入

需要研究创造性个体中
‘
一级棋手 、 大师级棋研究

“

创造性人格
”

这一主题 ， 这是终极目标 。

手和特级大师下棋的纲要
”’

就可 以得出
一

个综２ ． 《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综合集 》 ： 阿奇舒

合的棋局 。 他还指出虽然在生活 中外部环境不勒结合综合棋局的设计 ， 汇总了１ １０ 个案例 。

总是与人作对 ， 有时会推动创造 ， 但
“

我们考这些案例呈现出三个特点 ：

一是案例并不是描

虑的是
‘

综合的棋局
’

， 其前提是假设人总是最述某个创造性人物完整的创造性人生 ， 而是根

大限度的想实现 目 标 （随后是高层次 目标和最据
“

棋局
”

的需要选取他的某个创造性片段 ；

高 目 标 ） ， 而外部环境还是一味的对人进行干二是收集对象不限于科技领域的创造性人物 ，

扰 。 同时 ， 即使是稳健的棋局也会存在戏剧性 ， 还包括其他领域人物的创造性经历和行为 ；
三

并且这种戏剧性的程度会超出预想
”

。

？ 他认为是所有案例都与综合棋局相配合 。

在实际创造生活中 ，
规划的综合棋局 ， 既综合了３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习题集 》 ： 该习题

有利的和创造性的时刻 ， 也综合了戏剧性的时刻 。 集包括 ２８ 道习题 ， 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 ：

一是

整个棋局可以分为开局 、 中局 、 尾局和后运用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完成某项练习 ；
二是

尾局四部分 ： １ ？ 开局主要是训练人们抵抗住对结合案例回答相关问题 。

年轻人的诱惑 ， 选择合适的 目标 。 ２ ． 中局时人
＿＞

们开始向 目 标进发 ， 并取得初步成果 ， 但也伴三、 对创造性人格发展

随着与外部和 内在环境产生剧烈冲突 ， 如果
一理论的分析

Ｈ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与经典 ＴＲＩＺ 和
们转向高层次的 目 标 ， 努力成为真正的创造性

通过分析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
问

和基本内容 ， 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该理论与经
发更剧烈的冲突

； 而外部环境不仅会阻挠创造

者 ， 还会消磨他们的创造性 ； 并且由于外部和
山士计边如 ＾－ 也社Ａ ． Ｉ 、斗也

一

Ｔ ＡＫ人 山／〇本①ｒ． Ａ ｊｎｍｕ
ｙ

ｊｕｉｅ
， ＪＬ Ｂｅ

ｐ
ＴＫＨＨ． ＪＣ〇Ｋｃｍａｍ＆鄉

＿环境拥械势 ， 仓丨廳可能钱败 ， 触啊誠— 細， ，
１ ９９４ ，

败本身有时反而是非常有利的一步棋 ， 会孕育ｐｐ
． １ ４８

－

１ 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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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ＴＲ ＩＺ 是
一

脉相承 、 不可分割的 ； 而连接这两ＴＲＩＺ教育的重要内容 。
ＴＲ ＩＺ 教育正在转变为

个理论研究的纽带正是 ＴＲ ＩＺ 教育实践研究 。 可 一种更为全面的创造教育 。 这种创造教育所要

以说三者共同构成了
“

阿奇舒勒创造思想
”

的实现的 目标不再只是技术发明 ， 还包括实现创

基本理论内容 。

一方面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造性人生 。

是阿奇舒勒创造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研２ ． 注重于教学和应用实践的创造性个体人

究转向 和突破 ， 标志着他对创造的思考从重视生策略

创造客体发展规律转变为关注创造主体的 内在阿奇舒勒在开发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的过

特质 ； 另一方面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又来源程中十分重视教学实践的检验 ， 学生和教师的

于阿奇舒勒在 ＴＲＩＺ教育实践过程中对创造主应用效果和信息反馈始终是他调整和完善的重

体作用的再认识 ， 因此该理论所代表的研究转要依据 。 １９ ８５ 年他公布第
一版创造性个体人生

向并不是对经典 ＴＲＩＺ 的否定 ， 而是一种补充 。 策略 ， 并很快被苏联各地 的 中学教师应用 于

如果说阿奇舒勒前期创建经典 ＴＲＩＺ 是在寻找ＴＲ ＩＺ教学中 。 根据学生和教师反映的问题 ， 阿

一条不 同于西方创造技法研究的独特研究路奇舒勒先后进行了两次修订和补充 。 阿奇舒勒

径 ， 那么他后期的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研究则还通过许多 ＴＲ ＩＺ 学术研讨会对创造性个体人生

回到了关注创造主体的创造学研究主流上 。 可策略进行了检验 。 根据听众们所提出 问题的 回

以说 ， 正是这种对创造主体内在特质的关注才答 ， 很多创新思想被补充进去 ， 很多 ＴＲＩＺ 教师

使得阿奇舒勒对创造的思考更加全面和系统 ， 和技术设计人员还提供了案例和问题 。

也正是有 了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 ，

“

阿奇舒勒３ ． 着眼于创造性人生规划的人格培养

创造思想
”

才具备成为一种创造思想理论体系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是培养创造性人格的

的条件 。有效途径 。 但创造性人格的养成和发展不是
一

（
二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的特征分析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 如果单纯地利用相对有限

１ ． 立足于创造教育的创造性人格研究的课堂教学是很难完全实现的 。 为此阿奇舒勒

首先 ， 阿奇舒勒对创造性人格的思考来源 一方面编辑出版具有可读性和弱理论性的书籍 ，

于 ＴＲＩＺ 教育 。
ＴＲＩＺ 教育实践使他逐渐认识到便于人们利用课外时间更加灵活地学习 ， 以实

主体的创造力发挥需要多种创造性个体素质的现创造性人格的长期和可持续的 自我培养 ； 另

综合作用 ，
而综合创造性素质的培养则需要依 一方面 ， 他利用有限 的课堂教学 ， 不仅指导人

托以创造性人格的长期培养为基础的
“

终生的们掌握人生策略这
一

强大工具 ， 还帮助人们形

创造性战略
”

。 可 以说 ，
ＴＲＩＺ 教育实践加深了成一种着眼于创造性人生规划的人格培养意识 。

他对创造主体因素重要性的认识 ， 引发了他对（ 三
）
创造性人格发展理论的局限分析

创造性素质和创造性人格的进
一步研究 。 １ ． 缺乏坚实的创造力理论基础

其次 ， 阿奇舒勒力求使创造性人格培养与欧美创造心理学的人格研究通常以
一

定的

ＴＲＩＺ教育相融合 。 他的创造性个体素质探索和创造力理论为基础 ， 是相关创造力研究的组成

创造性个体人生策略开发都侧重于教育实践 。 部分或是延伸和细化 。 而阿奇舒勒的创造性人

一方面 ， 成熟 ＴＲＩＺ 教育体系为创造性人格培养格发展理论却缺少这样坚实的理论支撑 。 虽然

提供了最佳的载体 ； 另一方面 ， 创造性人格培他对创造性个体素质的总结也是
一

种对创造力

养也丰富 了
ＴＲ ＩＺ 教育的内容 。 这种融合实现了结构的认识 ， 但还不够全面和成熟 ， 理论化程

两者的互动发展 。度也较低 。

最后 ， 阿奇舒勒通过创造性人格研究推动阿奇舒勒之所以没有像多数创造心理学领

了
ＴＲＩＺ 教育向创造教育的提升 。 伴随着创造性域的学者那样将创造性个体素质进

一步完善形

人格发展理论的加人 ，
ＴＲＩＺ 教育已经不再是单成 自 己的创造力理论 ，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 因 ：

纯的经典 ＴＲＩＺ培训 ， 创造性人格的培养也成为
一是他缺乏

“

心理主义
”

研究传统和创造心理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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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经验 ， 这就使他对主体创造力 的分析和结论为 目 的 ， 而是希望帮助学生通过棋步的模

归纳不够全面和系 统 ， 也缺少必要的理论性概拟和案例的引导直接掌握那些创造性人物战胜

括和总结 ；
二是他采用的人物传记分析方法明外部和内在环境的

“

经验要领＇

显落后于欧美学者更多使用的实验分析 、 调査

分析和因素分析等创造心理学研究方法 ； 三是ｒａ 、 胃＃

他侧重于
，

ｍ
气
育餓職 ， 缺乏ａ－步麟综±臟 ， 飾可以看酬造性人格发展

倾細兴獅动力 。

…舰与经典 ＴＲＩＺ機还不够纖 ， 与欧美创造

心鮮的人格職健碰乏理雜和系统性 ，

创造心理学领域的学者虽然在创造性人格
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已经构建完成 ， 这为该理论

絲的錄難了細。 碰性人格发展理论
方

■

法上也 ？不尽相同 ， 但必要的理论分＿是不
是阿奇舒勒继经典 ＴＲＩＺ之后的又一重要创造学

可缺少的 ， 研究成果也往往是经过理论归纳 、

研究成果 ， 展示了他对主体创造力 的理解和认

识 ， 开辟了－条创造性人格研究的独特路径 。

而阿奇舒勒酬造性人織廳細岐
遗＿是 ， ＿■未能＿麵将该理论进

足够的理论研究 。

－

方面 ， 他所关注的人格特
^

质集中在
“

创》人生＆度
”

上 ’ 注重通过￥
熟的理论体系 。 同时 ， 他的这

－学术成果也被
ｔｂ创造性人物的现实经历直观地指导人们 ’ 而

经典 ＴＲＩＺ 的辉煌所掩盖 ，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缺乏理论性的表述和概括 ； 另－方面 ， 他的仓！ Ｉ

和研究 ， 进而影响了人们对阿奇舒勒创造思想
造性人格特征研究虽然也重视对创造性个性的

总结 ， 但没有像托兰斯、 海纳特和麦金农那样
°

进行理论性的
Ｐ
纳和总结 ， 而是以棋步和細本文作者 ：

通讯作者李大鹏是东 北 大学 马

的方式直接展示创造性人物在不同人生阶段克克思主义学院 ２０ １ １ 级博士研究生 ，
沈 阳

服外部和 内在环境阻碍时所采取的行为 。 对于理工大 学研究生学院 副教授 ； 勾 洋是哲
这些作为创造性人格外在表征存在的创造性行学頌士 ，

ｉｌｔ大学校医院助教
为 ， 创造心理学的人格研究往往会通过对具有责任编辑＾ 周 勤勤

共性的创造性人格特征的分析 ， 形成理论性的
＊

研究结论 。 但阿奇舒勒并不以获得这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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