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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发明家诞生了》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它不仅提出并解释了很多有关发明的有效的思考策略，还介绍了很多基于物
理、化学、几何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发明问题，并对尚未意识到的问题预期解决方法。另外，该
书组织成一种完整的理论形式，并提出一个思想家可以发展的很多种思考方法来发明对“没有答案的
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且，锦上添花的是所有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是以一种可以动手来学的方式面对读
者，作者提出了各式各样奇妙的需要发明创造的实际问题，让读者运用在TRIZ理论中所学的技巧来解
决问题。
本书通过27个实用创新法、78个发明难题和解答，教会你解决原以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该书体系完
备，系统合理；分析翔实，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语言生动，是掌握创新理论和方法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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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欢乐的发明书，老少皆宜。
2、至少读起来很愉悦
3、创新算法的例子。
4、第二本triz，TRIZ粉给的情怀粉
5、能这么通俗地把TRIZ讲清楚，也是牛逼。推荐喜欢科学、小发明的小朋友读这本，找到那些貌似
灵光一闪的想法背后的规律，爆发性地出来更多灵光一闪。
6、triz好书；值得一看；如果中学的数理化能结合这个来讲，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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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写该书书评的时候，我刻意关掉音乐，因为为了表示我绝对的重视，也是为了有更清晰的思路来
写出我的感受。这本书是不经意找到的，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理会，知道它比较费神因而思想上准备
了很久才开始拜读。看书看了没多少，我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我真正需要看的书，要是有人在我小时候
就引导我看该多好！真正的用于发明创造，并非纸上谈兵，这对于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无疑就是圣经!
对于创意而言，我想《学习的革命》是个先导，但就发明创造真正解决问题而言，我相信这本书是我
所见过的第一本。其中有很多知识，我还需要更深的体会并用于实践，真的感谢作者多年来的苦心钻
研，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STC算法，微型小人，理想结果，系统的四个阶段⋯⋯这都是我印象最
深的，真的希望在我这里TRIZ理论能有所发展，我会努力的。再次表示对作者和译者的崇高敬意。
2、同一个作者，在写创新算法时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个是问题导向型，通过一个一个的现实
问题，引导读者的解决思路逐步从试错法，到快速找到理想模型，通过矛盾，直接找出解决矛盾的工
具，而不是纠缠在原来的问题中来发明创造。另一个是文笔优美的论述文，通过描述创新技术，描述
这个算法的通用性如何抽取出来形成高阶的算法的算法，以及如何突破人类的思维偏见和心理障碍，
改变思维方式找到答案。记得高中时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读本。这种以问题出发，通过比较而不是灌
输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的书籍，应该大力推广。我们学电磁效应的时候就学电磁效应，不会把它和纺
纱过程、磁粉等因素结合起来思考。这本书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很棒的科学实验思路。这本书我要留起
来给闺女们看。
3、## 惊人的创造力 一个例子让我彻底折服。我们家是玻璃厂的，小时候就知道熔窑和锡槽，但从来
也没有注意过。书里有一段描写玻璃传送带。为了生产玻璃板，加热至通红的玻璃板被放在传送带上
，然后从一个轴传送到另一个轴直到冷却下来。因为传送时玻璃板仍然炽热而且是软的，会造成下垂
而表面不平，所以不得不打磨一段时间。第一个碰到这个问题的工程师提出将传送玻璃板的轴的直径
做的尽量小，轴直径越小，玻璃板的下垂现象就越少。也就是说制成的玻璃要更平整一些。这就造成
了一对技术矛盾。轴越细，要做成几米的传送带就越困难。如果滚轴直径做得像火柴棍一样，则每米
的传送带就会有500个滚轴，安装起来就要求像做珠宝首饰一样精确。我打电话给老爸，询问为什么他
们会想到用锡槽。老爸解释说，因为那个发明家在给老婆洗碗的时候，发现碗在水面上漂起来，于是
认为应该找一个液体做托盘，而只有锡的密度比玻璃大（玻璃大概是2.5，而锡大概是6.多），所以加
热锡就成了业内冷却玻璃的方法。我立刻把书中的推理过程讲给老爸听。这个算法如下：滚轴的直径
应该非常小，小到头发直径的1/100甚至1/1000。实际上建造这样的传送带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
们在做头脑实验，我们不应该害怕尝试，让我们设想滚轴和分子一样小。分子的最小厚度是一个原子
。通红的玻璃板将在原子层上运动。这可能是最好的传送带，理想的平整。这个设想已经给出，让我
们试用一下。在玻璃板下面我们散开所有原子。这不是气体原子，因为气体原子会发散；也不是固体
原子，因为固体原子不能运动。剩下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液体的原子。通红的玻璃板在液体的表面上滚
动。先不要猜测什么样的液体可以做这样的传送带。不要猜测，仍然用系统性思路。夏洛特福尔摩斯
曾经说过，我从来不猜测，那是一个很坏的习惯。他会消灭逻辑思维过程。我们继续逻辑思维寻找这
个液体。首先，我们需要易于熔化的物质。其次，这种液体应该有极高的沸点，否则当它沸腾时，玻
璃表面就会凹凸不平。这种液体的密度应该比玻璃的密度高得多，否则玻璃板就不能呆在液体的表面
。所以我们寻找的液体的特性有：熔点不高于200-300度。沸点不低于1500度，密度不小于5-6克/立方
厘米。只有金属有这样的特性，如果我们除开所有的稀有金属，剩下的就是铋、铅和锡了。铋太贵，
铅的气体有毒，剩下的就只有锡。所以，我们用一个长长的，装有融化的锡的托盘而不是传送带——
原子代替了细轴。多么完美的推导！！！不同于老爸讲的故事，那个人在洗碗时想到的做法，而是使
用一个思维训练就得出了结果！！真实的能量就是这么惊人。这个创新算法真的值得在中国广泛传播
！！！
4、只要有中学物理水平即可运用书中的方法进行“发明创造”1 反过来做2 改变物质的物理状态3 提
前来做4 做少一点5 Matreshka（套叠法）6 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互相冲突的要求7 所有特殊术语都可以
用简单的词表示8 将相似的或者不同的物体组合到一个系统中9 分离和组合10 动态化11 在物质中加入
磁粉并用磁场控制12 物——场分析13 自我服务14 热膨胀15 从宏观结构转变至围观结构16 电晕放电效
应17 利用铁磁性材料的居里点18 组合多种效应19 莫比乌斯圈的几何特性20 旋转双曲面的几何特性21 
理想最终结果22 引入第二种物质23利用肥皂泡和泡沫24 STC算符（大小、时间、价格）25 微型小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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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MMD）26复制并用复制品进行工作27 构建问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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