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窆生院学银 Ｎｏｖ ． ２０ １ ５

第 
６

期 （总 
２ １ ０

期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ＦＯＴＵＸＪ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Ｆ ＣＨＩＮＥＳ ： ＡＣＡＭＭＹ Ｃ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 ． ６

改革与开放前沿

中 国创造学刍议
％

简红江 何 国 蕊 赵海峰 何 国 忠

【提 要 】 创新作为 当 代的主话题 ， 为 中 国创造学发展开辟 了 广 阔视野 。 但 中 国 创造学

在理论与 实践两方面呈现的诸 多 困境 ， 制 约 着 中 国 创造学 学科地位的 确 立 。 创造学理论研

究 系统深度欠缺 、 本土特 色 淡薄 、 创造学 专 业设置 尚缺 ； 创 造教育观念模式 变通缓慢 、 家

庭成长环境创新精神薄弱 。 因 此 ， 本土特 色 的创 造学理论研究 、 创造学理论与 创造 实践互

动 的 良态局 面 、 宽容教育理念与 民族创新心理结构等 ， 是 中 国创造学走 出 困境的现实诉求 。

【关键词 】 中 国创造学 中 国创造 学科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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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

已经是不取八＃

言而喻酿理 。 然而 ， 创造学引 入 中 国 内地 已
一

、 中 国创造的子科问题分析

有三十多年发展 ， 其理论发展
“

仍 囿于狭小 的 （

＿

） 创造学理论研究系统深度欠缺

范围内 ， 中 国创造学并没有走 出
‘

小创造学
，

笔者通过高校图 书馆系统 ， 检索筛选 出 相

的思维怪圈
”？ 的境地 ， 致使创造学学科地位未 关创造学专著 １ ００ ０ 部 。 同 时 ， 通过 中 国知 网 ，

能确立 ， 中 国创造在创新实践中受到不 同程度笔者以
“

创造力
’ ’

、

“

创造教育
”

、

“

创造思维
”

的制约 。 由此也引 发 出深层思考 ：

一是创造学与
“

创造技法
”

等为题名分别对期刊与博、 硕

理论建树不够 ；
二是创新痼疾根深蒂 固 。 创造论文进行检索 ， 得到

“

创造力
”

相关学术论文

学理论研究的著作与论文数量增速很快 ， 但主４０ ５ ２ 篇 ， 博士学位论文 １ ７ 篇 ， 硕士学位论文

要还是对国外创造学的跟踪与模仿 。 现有创造２ ８ １ 篇 ；

“

创造教育
”

相关学术论文 １ ０ ４ 篇 ， 博

学理论不能有机融入经济 、 政治 、 科技 、 文化 、 士学位论文 ３ 篇 ， 硕士学位论文 ２ ８ 篇 ；

“

创造思

教育等领域 ， 中 国创造实践与创造理论隔离现维
”

相关学术论文 ７ ６ ２ 篇 ， 博士学位论文 ２ 篇 ，

象较为 突 出 。 同 时 ， 在科研立项 、 学科建设 、 硕士学位论文 １ 〇 篇 ；

“

创造技法
”

相关学术论

人才培养与成果评价等方面 ， 创造学常常依附文 １ １ ４ 篇 ， 博士学位论文 ０ 篇 ， 硕士学位论文 ２

于其他学科以求生存之地 ， 导致创造学业余化 、



边缘化现象十分明显 。 凡此种种 ， 均是构成 中＊ 基金项 目 ： 遵义医学院博士启动基金
“

中 国传统文化对中

国创造障碍的重要因素 ， 中 国创造任重道远 。 对国创造学建设与发展的意蕴
”

（Ｆ
—

５ ９ ２ ） 。

中酬造学而言 ，

“

进－步的纖就是为创造性
？

＿理 》 ， 《贵州社会科学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７ 期 。

的事实和模式建 —个７Ｃ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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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丰厚理论基础 ， 从而启迪中 国创造实践 。 ｙ ． 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ｉ 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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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以上数据起止时间 ： 期刊学术论文为 １ ９ ８ ５
？ （

二
） 创造学理论研究本土特色薄弱

２０ １ ４ 年 ， 博硕论文为 ２ ０００
？

２ ０ １ ４ 年 ） 。 尽管这
“

西方文明不是惟一的文明 ， 而且西方的思

些数据不能完全囊括创造学理论 的研究成果 ， 维方式也不是惟一先进 的思维方式 。

”② 然而 ，

但对其研究现状仍具有显著的启示作用 。 如表 １从 目前我国 已经出版与发表的创造学成果来看 ，

所示 ：

一是在创造学理论研究 中 ， 创造力研究理论观点 、 研究方法等多沿袭于 国外成果 ， 在

很受重视 ， 而创造技法研究显得十分薄弱 。 同立足本土特色方面显见薄弱 ， 即未形成 中 国特

时 ， 创造教育与创造思维的研究也出 现冷清局色创造学理论整体风格 。 在理论观点方面 ， 要

面 。 可见 ， 我国创造学理论研究呈现 出
一定 的么直接引 用 ， 要么变换增减 、 掠为 己有 。 在研

失衡性 。 二是在学位论文方面 ， 创造学理论研究方法方面 ， 直接拿来 、 模仿的方式甚多 。 诚

究状况发人深思 。 博士学位论文数量 明显少于然 ， 这些创造理论与思维也许对 中 国制造阶段

硕士学位论文 ，

“

创造思维
”

与
“

创造技法
”

两有一定的启 发性 。 但 中 国创造需要具有 中 国文

个领域的成果呈现极弱信号 。 从全部成果 中学化底蕴特色 的创造理论与思维指导 。 因此 ， 形

位论文研究所 占篇数 比例来看 ， 创造学理论研成中 国文化底蕴特色的创造理论 ， 就成为推进

究仍缺乏足够的 系统性与创新力度 。 可见 ， 创中 国创造实践的 当务之急 。 虽然在 中 国创造学

造学研究现状 ， 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
“

创造学学理论探索 中 ， 亦呈现出
“

万绿丛 中
一点红

”

的

科体系不成熟
”① 的问题仍摆在我 国创造学理论景观 ， 如傅世侠 、 罗 玲玲 的 《 科学创 造方法

研究的紧要关 口 。论 》 、 庄寿强 的 《普通 （行为 ） 创造学 》 、 甘 自

表 １ 中 国创造学理论部分成果情况恒的 《创造学原理和方法
广义创造学 》 、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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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仲林的 《 中 国创造学概论 》 、 李嘉曾 的 《创造学

＼博士学位论文
｜

硕士学位论文
｜

期刊学术论文４仓随力财 嶋 》 、 〈〈 仓随 仓 ！Ｊｉｆ

＼ １

，

１

， １

，

１

，

１

， １

，

１

，方法 》 等 ， 从不 同角度代表着本±仓 ！１造学 的理

＼论思路 ， 闪现着星火燎原的希望 。 但总体而论 ，
．

（＝ ＼
力

育 基 法
力

育 蓬 法
力

育 基 法中 国创造学研究与应用并没能从根本上摆脱 国

２０ ００〇０００１１１０１ ８ ９１ ３ ４６ ０５外思维束缚 ， 没有充分反映 出 中 国本土文化特
■

＾ＴＴＴＴＴＴＴＴＴ ＾＾Ｔ征的创新 内质 ， 从而没能形成推动 中 国创造的

２０ ０ ２ 。 。 ＱＱ５２００２ ０。 ８０４ １１文化根源力量 。

－

＾ＴＴＴＴＴＴＴＴＴ＾＾Ｔ （
三

） 创 造学 学科地位 空 白 ， 创新认知 浅


层化
２０ ０４０１００１ １３００１ ４ １５ ５３ １７＾一

在 ２００ ９ 年 中 国教育部颁布 的学科分类表

丄丄丄 丄丄丄，！ 中 ， 有 １ ２ 大门类 、 ８ ６ 个一级学科 、 ３ ８ ６ 个二级

— 学科 ， 但创造学无处寻觅 。 在 ２ ０ １０ 年度教育部

＿ 备案或设置的高等学校 １ ８８ ７ 个本科专业中 ， 亦
２ ００ ８°°°°２ １１２°２０ ５３４３ ９３难寻创造学专业踪迹 。 创造学学科设置缺位的
２００ ９ ２°°°１ ９１°１２ ２ ２２ ３５ ４０现状 ， 似乎偏离了创新型 国家战略 目标的宗 旨 。

２ ０ １ ０４０Ｑ０２ ６２２０２ ４ ６２ ３３ ５２因为创新型 国家建设需要一系列创造理论的指

節 ４０００３ ８１００２ ６ ９２ ７２ ２３导 ， 没有仓 ！１造学学利 ？支撑的仓！ １新理论是散乱的 、

２０ １ ２ １０ １０３ ５１１０２ ７ ７１ ７２ ６６

２〇 １ ３４０ １

＿ ＿

〇

＿ ＿

４ ９

＿Ｊ＿ ＿

① 刘芙 、 陈爱玲 ： 《髙校开展创新教育的困境分析 》 ， 《广西 民

２０ １ ４００００１ ６１００３２ ０１ ６２ ２０族大学学报 》 （ 自然科学版 ） ２００ ９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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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一￣ ② ［ 日 ］ 汤川秀树 ： 《创造力与直觉 》 ， 周林东译 ， 河北科学技

术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４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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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红江 何国蕊 赵海峰 何国忠 ： 中 国创造学刍议

无系统的 。 在创新实践 中 ， 这必然造成创造主的生成 。

”？ 这正是对 中 国教育观念 、 模式深层

体在一定程度上对 中 国创造 的含混认知与不准次问题的本质揭示 。 在这样教育环境下 ， 个体

确把握 。 尽管 目 前我 国有 １ ００ 多所高校开设 了创新意识难以成长 ， 潜藏的普遍个体创新力不

创造学相关课程 ， 但课程开设所呈现的盲 目性 、 能得到有效开发 ， 中 国创造受到一定程度 的不

定位的模糊性等 ， 势必引起创造学学科置身领利影响 。

域的凌乱状况 、 课程开设层次与时数的游离状 （
二

） 家庭成长环境创新精神式微 ， 中 国创

态 、 修学方式的误区 、 创造学教学队伍 的松散造缺少暴发力

等 。 这一现实不仅不能有效地提供创造学教学
“

人总是在家庭环境 中接受最初 的教育 ， 创

的有利环境 ， 而且给创造学学科与专业发展带新意识 、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的萌芽通常也是

来了认识上 的偏见 。 在教育思维上 ， 创造学难 在家庭 中培育 出来 的 。

”② 然而 ， 几千年来 ， 中

以定置的学科地位与艰难 的发展境遇 ， 最终会国形成了 以农耕为主 的家庭生产生活方式 ， 在

带来创新主体对中 国创造 的浅层化理解 。 而 中
一定程度上遏制 了普遍的家庭创新教育思维观

国创造学学科定位的 困境 ， 给 中 国创造带来 的 与创新精神 的产生 。 在劳动工具简单 、 生产力

一定理论困惑 ， 必然引发创新主体对创新型 国 落后的时代 ， 这种稳 固 的农耕家庭生产生活方

家认知的落后 。 式 ， 形成中华民族悠久的文 明 ， 但 同 时 ， 它也
°

 带来了 中华文化稳定观念的潜藏惯性 。 与近代

二 、 制约 中 国 仓１ １造的瘤疾分析西方文明相较 ， 此种农耕家庭生产生活显得创

， ｘ 新不足 ， 安稳有余 。 由此 ，

“

小富 即安
”

的认

萬

（

－

） 教育体制模式兄通缓慢 ， 丨 体创新精
知观念普赫在 。 创造 创新力显见轉 。 中

＃ｓ ｌ
ａ＿＿＿＿＾国创造失去 了暴发力 。 虽然威严的家族家长等
深受西方教ｍ念及其模式影 响 ’ 我ｍ

级制对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产生 了一定作
代以私塾为主的教育程式发生 了 巨 大变化 。 ＊

用 ， 但从家庭成员 间 的心理与行为 上看 ， 创
史 其 胃

造 、 创新的 勇 气 与 胆识也受 到一定程度 的压
了 ｉｆ

制 。 长辈对晚辈耳提面命 同辈间动不逾矩的
的教育理念 。 然而 ， 中 国 近现代社会 的变动 ，

生活理念 ， 无疑构成 中 国家庭单元生活的主体
使３ １进 色调以及创新力 的缺乏 。 整体观之 ， 尽管现代
发生深刻的 没有开Ｍ 中

中 国雜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 了较大改变 ， 但
景象 。 ｉｆ中 国成立后 ’ 在前苏联教育与学Ｍ长期 以来形成的求稳生活观念并没有淡化 ， 其
展范式内 ， 所形成的 中 国特色

“

填鸭式
”

教育 仍以不 同 的形式存在于 中 国 劳动大众 的思维
风格 ， 致使中 国创造失去生机 。 在此教育风格 中 。 在民族心理结构方面 ， 这种普遍而稳 固 的
的惯性作用下 ， 中 国有了一体化教育管理体制 。 家庭单元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观念 ， 也成为 中 国

中 国创造进人历尽艰辛 的跋
ｆ
过程 。 尽管近几 劳动大众 自 由 创造 、 创新思 维 的 阻碍 。 事实

十年来 ， 中国教育领域也进行 了改革 ， 但与世 上 ， 中 国家庭求稳守 旧 的生活方式 ， 压制 了创

界教育前沿相 比 ， 却未能跟上步伐 。 传统教育 造 、 创新思维 ， 构成了对 中 国创造学理论与实

体制下 ， 行政干预教育过多 ， 教育认知 、 教育践的不利社会因素 。

模式等 ， 与 自 由 变通的创造观念 、 创新模式等

形成了鲜明反差 。

“

缺乏宽容精神 的学校教育和

教学管理是扼杀个体创新精神 的一个重要 的制


约因素 ， 这种制 约不仅从外在的角度 以社会控？执 麵＊跳 ＋醜龍飯？ 》 ， 料臟

制的形式 ：压制个体创新思、维的发展 ， 而且从 内
② 肖 云龙 ： 《脱颖而出 创新教育论 》 ， 湖南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０

在的角度 以思维习惯的形式抑制个体创新思维年版 ， 第 １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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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的创造成果 。 不管是理论成果 ， 抑或是实物
— ＇

 成果 ， 都是前期创造理论否定之否定 的 改造 。

鉴于上述分析可见 ， 当前 中 国创造学面临 同时 ， 创造实践过程 中所获取的成功经验也不

着 内外交困 的局面 ， 中 国创造学还要进一步突
断丰富既有 的创造理论 。 可见 ’ 创造理论与创

破
“

恶意创造力
”

与
“

创造力 阴暗面
”① 的瓶颈 胃

制约 ， 方能开创广 阔 的学科发展空 间 ， 体现 出
养学生创造 、 创新 的过程 中 ， 不但应注意创造

创造学
“

唯创
， ，

、

“

唯新
， ，

的顽强品质 。理论的传播与教学 ， 同 时 ， 也应注意创造 、 创

（

一

） 形成系统广泛具有本土特色的 中 国创 新所需要的实验基地 、 创新基地等硬件设施建

造学理论 、 创新视野 设 ； 。
；＆重点抓妇１大学 仓 ！ｌ翻

１

基地建设 的 同 时 ’ 还

目前 ， 在 中 国创造学理论研究方面 ， 不管
要广泛建设各类创新基地 ， 形成

“

纲举 目 张
”

是专著出版还是论文发表 ， 已有一些初步 的理 的创新网络结构 。 将创造 、 创新思维真正渗透

论成果 。 这是任何一个学科发展 的必备基础 。

到各学科教学与科研 中 ， 推动创造学理论教学

但就中国创造学学科整体建设状况看 ， 学科体
队伍的成长 ， 推进创造学理论与生产生活的结

系凌乱 ， 诸多学人各持 己见 。 创造学领域 中 的
合 。 在教学实践 中 ， 形成创新模式与知行合一

许多基本概念表述不一 ， 内 涵有别 。 有些方面 的有效机制 。 在实现创造学理论与创造实践的

甚至 出 现矛盾 冲突 ， 缺乏沟通 。 因此 ， 在创造 有机统一过程 中 ， 自 然会形成 中 国创造学学科

学理论研究方面 ， 应积极拓展学科研究范 围 ，

将创造学原理不断延伸到其他学科领域 ， 形成 （
三

） 形成宽容教育理念与 民族整体创新心

广泛的学科交叉局面 ， 以促进对 中 国创造 的实

践运用 。 同时 ， 不再只改头换面地援引 国外创
“

宽容
”

是教育的 内生力量之一 。 教育所采

造学理论 ， 而是在援引 的基础上 ， 注意形成 中 取的一切积极 向上 的措施 ， 是在一种宽容理念

国创造学本土特色的理论研究 。 在 中 国文化特 下对受教育者的重新塑造 ， 是重塑个体与 民族

色基础上 ， 研究
“

智力技能 、 知识 、 思维风格 、

的完整灵魂 。 创造教育论认为
“

创造学不是单

个性 、 动机 、 环境
， ，② 等创造理论 。 尽管这一主

纯的知识或技法 ， 而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

张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过 ， 甚而有学者 已经进 生命觉醒 。

”③ 此正是中 国创造学 的初衷 。 在宽

行探索并取得相当成果 ， 但从 目 前研究现状看 ，

松环境下 ， 受教育者就会形成豁达的思想意识 ，

本土特色研究仍缺乏足够的创新视野 。 尤其要重 免受陈规陋习 压制 ， 不断突破 旧 有框框 ， 迸发

视形成中 国创造学理论的核心基点及中 国创造学 创新能量 ， 进而推动教育 向纵深发展 。 宽容教

理论研究应有的本土特色与方向性 。育理念及其实践与创造学之诉求有着本质的一

（
二

） 形成中 国创造学理论与创造实践互动 致性 。 尤其是教育方式 的适时变通 ’ 如允许受

的良态局面 教育者大胆尝试 、 宽容创造者失败等 ， 是取得

创造教育是传播创 造学理论 的重要方式 ，

创造成功必不可少 的外在 因 素 。 同 时 ， 在宽容

对创造学理论的学习 、 掌握与领悟 ， 有利于工 教育理念下生成的教育模式 ， 是促成家庭生活

作者在实践 中充分发挥能动性 ， 反之亦然 。 创


造实践对创造学理论有着不可或缺的补充功能 。① Ｍｅ ｌａｎｉｅＬ． Ｂｅａｕ ｓ ｓａ ｒ ｔ
，Ｃａｎｄａｃ ｅＪ ．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Ｊ ａｍｅｓ

创造学理论的学习 与掌握为工作者提供了一定ｆ 

Ｋａ Ｕ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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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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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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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ｂ Ｚ Ｚ ｓ

的启 ＴＴＣ ， 只是工作者迈 向创造的第一步 。 创造〇 ；

， ２ ０ １ ３ ，９ ．

成果的获得尚需工作者在创造学理论的指引下 ，② ［美 ］ 罗伯特 ？ 斯滕博格 ： 《智慧智力创造力 》 ， 王利群

ｔｉｌ泌 ｒｆｔ杯 ＾

６６ 田 嫌 太 ｌｉｆｃ 口译 ’ 北足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 ７ 年版 ， 第 １ ２ ８
？

１ ３ ０ 觅 。

于头践中形成新 的思维形态 ’ 进而不断对 已形
③ 册林 ： 《 中酬造学概论 》 ， 天津人民 出版社 麗 年版 ，

成的思维反复构思 、 加工 、 提炼 ， 最终获得完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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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红江 何国蕊 赵海峰 何国忠 ： 中 国创造学刍议


自 由心理结构不可缺少的能动因素 。 在现代教与民族的整体创造性 ， 展示 出 中 国伟大创造力

育视野下 ， 教育宽容必然带来家庭成员 间一定与实现
“

中 国 梦
”

的文化 内 蕴力 。 由 此可见 ，

的宽松 自 由 空 间 。 自 由 度越大 ， 家庭成员 的独中国创造 困境的解决 ， 不仅关乎创造学学科的

立性就越容易形成 ， 就越容易激发家庭成员个建设与发展 ， 更是涉及 中 华 民族发展 的深层

体创造的心灵火花 。 事实上 ， 宽容教育与家庭命题 。

成员间的正 向关系 ， 在一定层面上 ， 也必然促

进民族整体创新心理的形成 。 中 国创造所需要本文作者 ： 简 红江是遵 义 医 学 院人文 医 学

的宽容教育与宽松的社会环境 因素 ， 也是 中华研究 中 心 副 教授 、 博士 ； 何 国 蕊是 同 济

民族生命力旺盛的内在要求 。 大学 管理 学 院助理研究 员 、 硕士 ； 赵海

、 峰是 同 济 大 学 管理 学 院教授 、 博士 ； 通
四 、 结语讯作者何 国 忠是北 京 交通大 学 中 国 产 业

中酬造所面临 的醜勿庸讳言 ， 如何更

好地解决问题 ， 不仅是中 国创造学领域关心 的＃＃￡ 胃 、

话题 ， 而且也应成为 中 国社会广泛关注的 问题 。责 辑 ： ｔ 杨

因为中 国创造不是单纯跨越
“

中 国制造
”

鸿沟

的行为 ， 而是 中华 民族形成
“

自 主创新 的根本

价值取向
”① 的重要保证 ， 是民族复兴 、 创生不

？

已的象征 。 中 国创造学及其理论所涉及 的
“

学 ② Ａ ｌ ｌ ｅｎ ＪｏｈｎＳｃｏｔ 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ｅ Ｃｉ ｔｙ ：Ｃｏｇｎｉ ｔ ｉｖｅＣｕ ｌ

－

习 、 创造和创新的相互依靠 的过程是 固定于社 ｔｕ ｒａ ｌＣａｐ ｉ ｔａ ｌ ｉ 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Ｕｒｂａｎ ｉｓｍ［ Ｊ ］ ． ＿ １？咖〇？ ＜２ ／

会关系 中 的每个领域
”

。

◎这就必然要求中 国创造 ２〇ｕ ， ４８夂

学及其理论研究的核心基点 ， 是要发掘 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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