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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方式学》

内容概要

　　《中国思维科学丛书：创造性思维方式学》是中共吉林省委党校胡珍生、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刘
奎林教授合著的关于创造性思维方式的专著，提出了创造性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方式
是一种独特的高级的思维形式的观点。该书在对创造性思维的一般原理、原则进行全面阐述的前提下
，系统地论述了创造性思维方式、方法，其立论有理有据，观点新颖，富有创意，尤其是对未来智能
机与非逻辑思维的数学化、形式化的预言，给人以启发。

Page 2



《创造性思维方式学》

书籍目录

锗论一、创造性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二、创新和创造就需要强化创造性思维的构成要素三、《创造
性思维方式学》的体系和内容四、学习《创造性思维方式学》的意义和方法第一篇 总论篇第一章 创
造与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性思维一、坚持创新、振兴中华二、创造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三、要做成功
的创造者四、强化创造性思维教育第二章 学习与理解思维规律的本质一、智慧至上时代呼唤思维科学
二、综合运用思维规律三、思维形式之间的关系四、创造者需要科学思维第三章 创造性思维主体与客
体一、创造性思维主体二、创造性思维客体三、创造性思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第四章 创造者的思维观
念一、开放思维观念二、信息思维观念三、竞争思维观念四、协调思维观念第五章 创造者的思维特征
一、时代性特征二、系统性特征三、超前性特征四、共振性特征第六章 创造者的思维原则一、全方位
思维原则二、信息准全思维原则三、辩证思维原则第二篇 方式篇第七章 创造者的预测思维方式一、
预测思维方式范畴二、预测思维方式的理论依据三、预测思维方式的程序和方法第八章 创造者的战略
思维方式一、战略思维方式范畴二、战略思维方式原则三、战略思维方式方法第九章 创造者的决策思
维方式一、决策思维方式范畴二、决策思维方式的程序三、决策思维方式的约束条件第十章 创造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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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思维方式一、信息思维方式范畴二、信息思维方式与创新战略三、不断提高创造者的信息思维
素质第十二章 创造者的协调思维方式一、协调思维方式范畴二、协调思维方式本质三、协调思维方式
类型-第十三章 创造者的系统思维方式一、系统思维方式范畴二、系统思维方式程序三、运用系统思
维方式原则第十四章 创造者思维方式的建构趋势一、创造者的思维空间二、新时代创造者思维方式特
征三、新时代创造者思维方式的建构趋势四、建构创新思维方式的途径第三篇 方法篇第十五章 创造
性思维方法与艺术的基础一、思维方法与艺术的实践基础二、思维方法与艺术的理论基础三、思维方
法与艺术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四、思维方法与艺术发展的大趋势第十六章 创造者的辩证思维方法与艺术
一、辩证逻辑思维方法与艺术的含义二、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与艺术三、归纳与演绎相结合
的思维方法与艺术四、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与艺术五、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思维方法与艺术
六、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法与艺术第十七章 创造者的非逻辑思维一、关于辩证逻辑思维的思考
二、关于非逻辑思维的确立三、非逻辑思维不完全是非理性思维四、非逻辑思维方法与艺术第十八章 
创造者的系统思维方法与艺术一、系统理论二、现代系统思维方法与艺术第十九章 提高创造者的创造
性思维能力一、创造性思维的本质二、创造性思维发生的机制三、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四、提高创
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第二十章 创造性思维与智能机一、非逻辑思维二、人类智能模拟三、非逻辑控制
与未来智能机四、恩格斯的预言与未来智能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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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安石曾写过一篇《伤仲永》的文章，感伤的正是仲永虽有高超的天赋，却因没能努力学习终成
平庸的故事。这说明只有知识丰富，才会思维高超。正如圣西门所指出的，有些孩子由于某种不幸事
件而脱离了人类社会，没有机会通过训练和教育，去熟悉前人在劳动中取得并积累起来的知识，那么
这种人在脱离野蛮状态以前，在掌握祖先积累的知识以前，其智力是很少超出动物的。这些研究成果
和精彩论断，都是说明人的思维和智慧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这种实践又是集体的实践。　　人类思
维是从形象到抽象、由集体到个体逐渐发展的。原始人集体表象的思维方式就具有形象性特点。古代
思维对事物的形象表达方式，以及神话、艺术、葬礼仪式等，都是人类早期关于集体需要和集体感情
的回答。不仅形象思维具有集体性，而且抽象思维也具有集体性。抽象思维不但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
产生和发展的，而且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指导实践和交流思想的产物。　　任何科学逻辑都是人们认
识的历史总结和概括。逻辑思维同人们的实践和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实践经过千百万
次的重复，才在人的思维中按逻辑的“格”固定下来的，并有着公理的性质。灵感思维也不单纯是天
才头脑中偶然突发的顿悟，更不是神灵的感应，它离不开社会需要和知识积累以及信息的激发。由此
可见，人类社会思维力量是具有强大威力的，各种思维规律的形成和发展都同社会（集体）思维密切
相关。　　在社会这个巨大系统中，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作用是与所处的特定社会系统
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社会思维分不开的。如果说考察、衡量一个场的优劣程度的指标是场能量的
大小，那么，判定和鉴别一个社会系统的优劣程度其本质也是看其能量的大小。不过，社会系统的总
能量大小的调节器往往取决于社会思维的强弱。因此，如果通过科学的社会思维及其社会思维所产生
的时代精神来控制系统的话，那么，就会致使系统的总能量将会最佳，系统目标的将会最、优化。这
就叫做系统的场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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