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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
1
, 　吕晓虹

2

(1.国际关系学院 科研处 , 北京 100091　2.北京芳新紫嘉科贸有限公司 , 北京 100071)

　　[摘要 ] 创造性思维是人类智力的核心 ,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综合运用之外 ,依靠非理性

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出现的思维形式 ,是科学研究中创造力的基本环节 ,是创造学的核心内容 。创造

性思维包括灵感 、直觉 、预感 、想象等思维形式 ,其基本过程包括:准备阶段 、酝酿阶段 、豁朗阶段和

检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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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思维是人类智力的核心 ,是形象思维与

抽象思维综合运用之外 ,依靠非理性因素起主导作

用而出现的思维形式 ,是科学研究中创造力的基本

环节 ,是创造学的核心内容 。创造性思维的基本过

程是:准备阶段 、酝酿阶段 、豁朗阶段和检验阶段 ,它

包括灵感 、直觉 、预感 、想象等思维形式。

一 、灵感与科学研究

灵感指人们在从事某项活动的思维过程中 ,头

脑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活跃状态 ,思维极度敏捷 ,创造

力十分高涨 ,但在这个状态下仍 “百思不得其解” ,

在毫无所获后 ,人们的头脑会处于一种 “放松 ”状

态 ,此时却突然受到某种外在或内在的随机因素的

激发 ,引起相倾性的思考 ,对正在研究的问题有了领

悟 ,感到思想豁然开朗 ,茅塞顿开 , “灵感”出现了。

从思维形式上看 ,灵感属于创造性思维的一种 。

灵感在英语中称为 inspiration,意思是灵气(spirat)

的吸入 。 《大英百科全书 》对 “inspiration”条目的解

释为:“中国那些被称为 巫̀ '的宗教祭师 ,自称能够

通神或把灵气吸入自己身体里面 ,因此能做出一些

预言 。”钱学森指出:灵感 “不是科学里面的 insight,

我认为 insight是一种形象思维 ,即使是创造性的思

维 ,那还是不一样的 ,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例如研究

生跟随好的导师工作 ,先不会 ,慢慢学会看问题 ,一

下子抓住要害 ,这个叫 insight。”
[ 1] (P.3)

钱老还曾谈

论:“诸位有否灵感过一下子? 从前我在做研究工

作的时候 ,有过这个感受 ,即一个课题 ,醒着的时候

怎么样也琢磨不出来 ,尽碰钉子 ,毫无办法。但有时

在睡觉时 ,或半醒半睡时 ,一下子解决方法就来了 ,

赶快爬起来试验一下 ,灵 ,那难题就解决了。我想这

就叫灵感(inspiration)。”
[ 1] (P.3)

相同的例子俯拾即是:19世纪美国的赫威 ,为

发明缝纫机已经冥思苦想了很久 ,多次试验都失败

了。一天夜里做梦:国王令他必须在 24小时之内造

出缝纫机 ,否则就用长矛刺死他;他看见那个尖端带

孔的长矛在他面前升起又落下 ,这使他很激动 ,醒来

立即设计出了针眼靠近尖端的缝纫机。
[ 1] (P.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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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语中灵感一词与 “天启 ”的意思相通 。

阿诺·理德曾说:“灵感的意思就是`吸气 ' ,也就是

通过缪斯女神或其他神灵音乐或诗或其他类似的东

西吹进了艺术家的灵魂中去 ,让他誊写下来 。虽然

这种看法现在不再有它曾经有过的力量 ,但是每当

某人讲出来的东西好像显得不是从他自己本身那里

来的 ,而是从一个他自身以外的某种力量那里来的

时候 ,我们就常常会说这个人是来灵感了 。”爱因斯

坦在创立了相对论之后曾说过:“我相信直觉和灵

感 。”唯物主义者认为灵感并非 “神赐 ”或 “心灵反

省 ”,也不是什么心血来潮 ,而是人的大脑对客观事

物的反映 ,是人们在长久思考某一问题的基础上 ,在

不经意之时 ,或受到某种外界的刺激 ,思如涌泉 ,在

瞬间突然找到了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即人们常说

的 “顿悟 ”。例如传说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学者阿基

米德在洗澡时突然悟出可以用浮力原理解决耶罗王

提出的鉴定新造金冠是否被搀假的棘手难题。在阿

基米德喊出 “尤里卡 ”(希腊语 , 意思是 “我找到

了 ”)之后 ,科学史上不乏在电光石火的刹那悟出惊

世发现的传奇。牛顿被树上掉下的苹果砸中脑袋而

想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 ,即是另一经典例子 。

千百年来 , “顿悟 ”作为人类解决科学和其他问

题的一种独特方式 ,基本得到广泛认可。它具有一

些与常规解题方法不同的特征 ,比如说 “顿悟 ”前常

有百思不得其解的阶段;灵感突如其来的时候 ,自己

往往并没有意识到在想问题 ,事后也无法说清究竟

是怎么得到答案的。科学家们认为 , “顿悟 ”的产生

有赖于大脑神经中枢独特的活动机制 ,这一机制为

大脑 “顿悟 ”时的独特认知过程提供了支持。他们

推断 ,前上颞回区域能促进大脑将看似不相关的信

息进行集成 ,使人们在其中找到早先没有发现的联

系 ,从而 “顿悟 ”出答案 。科学家们称 ,新研究首次

表明 ,大脑独特的计算和神经中枢机制导致了灵感

降临的那些 “突破性时刻”。
[ 2]

例如 17世纪时 ,织布机改进后 ,纺纱的效率跟

不上 ,很多人为改进纺纱机而伤脑筋 。一天 ,英国的

木工哈格里沃斯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后 ,感觉很累 ,

想休息一会儿 ,帮助妻子做点家务 ,不小心把妻子的

纺车碰翻了 ,可是他却看到 ,原来平放的锭子竖起来

后仍然在转 ,这对他启发很大 ,立即联想到 ,若用几

个竖锭代替横锭 ,不就可以提高效率了吗? 于是 ,他

创造出 有 8 个竖 锭的 纺纱机 , 效率 提高 8

倍。
[ 1] (P.352)

灵感的特点表现在:

偶发性。灵感是突然出现的 ,人们既无法通过

意志让它发生 ,也无法预测它的到来 ,它总是不期而

至。灵感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在偶然中隐

含着必然 ,其出现的规律是 “长期积累 ,偶然得之 ”。

闪现性。指灵感显现的过程极其短暂 ,往往只

是一瞬间 ,像闪电一样来不可遏 、去不可留 ,具有突

发性 。

潜伏性。指对某事物的认识处于一种 “潜知 ”

的状态 ,该认识藏于意识的深处 ,在外界某种信息刺

激下 ,激发了 “潜知 ”的意识 。钱学森说:“灵感是一

种人们没有意识到的对信息的加工过程 ,是在潜意

识中酝酿问题而后与显意识的突然沟通 。”
[ 3] (P.249)

可见 ,灵感主要发生于潜意识 ,又要有显意识的参

与。

新奇性。灵感多是一些创造性的新奇见解 ,是

灵感产生者本人思想上的突变 ,使他自己的思想出

现了一种新飞跃 ,有人称其为彻悟 。钱学森在 《关

于形象思维的一封信》中说:“凡有创造经验的同志

都知道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 ,不能突

破;要创造 、要突破得有灵感 。”
[ 3] (P.251)

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灵感 。在科学研究中 ,研究

者特有的强烈的研究思维与灵感有着特殊的联系 ,

不是每一次或每一个研究过程当中都有灵感出现 ,

灵感总是不期而遇的。当灵感骤至 ,研究者能迅速

意识到它正是自己研究难题的某种解决方法或通

路。产生灵感的情况有很多 ,常见的有:

受人启发 ,产生灵感。如达尔文概括出人工选

择理论后 ,在如何将这种选择理论运用到自然界生

物的问题上 ,经过反复思考 ,却一直未能解决。 1838

年 10月的一天 ,偶然翻阅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 》,书

中谈到人类与环境的矛盾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给他

很大启发 。后来他回忆说:“当时马上在我头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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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个想法 ,就是:在这些(自然)环境条件下 ,有

利的变异应该有被保存的趋势 ,而无利的变异则应

该有被消灭的趋势 ,这样的结果 ,应该会引起新种的

形成。因此 ,最后我终于获得了一个用来指导工作

的理论 。”
[ 1] (P.352)

这就是进化论的中心思想:物竞

天择 ,适者生存。

偶遇事件 ,激发灵感。如 50多年前的自行车打

气筒 ,接脚踏车风口的接头是旋转式的 ,要灌一次空

气相当麻烦 ,住往弄得人满头大汗。日本鹿儿岛县

乡下的乡公所有一位叫宫崎的职员 ,有一天 ,他在上

班前用气筒在给自行车打气时 ,正巧看见自己的太

太在用夹子把所洗的衣服夹在晒衣杆上 。他想:

“用这个夹子夹在气筒橡皮管头就成了。这样又方

便 ,又省时间。”不需花费什么功夫 ,只要把这两个

东西拼在一起就可以使用了。 ……这位叫宫崎的日

本人将之卖给气筒制造厂 ,获得的报酬是 535万日

元 。
[ 4] (P.103)

长期研究 ,偶得灵感。如爱因斯坦从 1895年起

就开始思考 “如果我以光速追踪一条光线 。我会看

到什么 ?”他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 ,但多年一直没有

解决。 1905年的一天早晨 ,他起床时突然想到:对

于一个观察者来说以光速追踪一条光线是同时的两

件事 ,而对于别的观察者来说就不一定是同时的 。

他立即地意识到这是个突破口 ,并牢牢地抓住了这

一 “思想闪光 ”,之后仅用了五六个星期的时间便写

成了狭义相对论的著名论文。
[ 5] (P.124 -125)

情境因素 ,导致灵感 。如曹操死后 ,曹丕即位 ,

曹植不满 ,拒不奔丧 ,曹丕将他捉来 ,限他七步成诗 。

这种骨肉相逼的情境激发了曹植 ,他马上吟出了千

古绝唱:“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

煎何太急。”
[ 1] (P.353)

又如物理学家费米曾经回忆起一件事 ,有一天 ,

他与另外一位物理学家躺在草地上用玻璃棒捕捉壁

虎 ,眼睛注视着壁虎的动作 ,思想却任意漫游 ,突然 ,

脑海中闪现出他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种

气体中没有两个原子能够恰好用同样的速度运动 。

这就是量子物理学著名的费米统计———在理想单原

子气体里 ,原子所可能有的每一种量子状态中 ,只可

能有一个原子 。
[ 1] (P.354)

二 、直觉与科学研究

直觉是指人们在从事某项活动中主观意识对客

观事物的直接观察和感受 ,对面前出现的新事物 、新

现象 ,在证据不充分的条件下 ,凭着丰富的知识和经

验 ,通过非逻辑思维形式 ,快速做出直接判断的行为

过程 。直觉最早源于拉丁文 “intueri”,原意是凝视 、

聚精会神地看 。今天 ,随着语言学和思维科学的发

展 ,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早已超出其范围。在英

语里直觉是 “intuition”,译成汉语就是直接的觉察。

直觉通常是指经过直接观察而无需论证即可认识真

理的一种能力或行为 ,其最主要特征是直接性。

直觉离不开 “概念”与 “形象”。一方面 ,直觉虽

是非逻辑的思维过程 ,但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 ,它是

逻辑思维的浓缩和省略 ,它对事物从感觉 、知觉到表

象 ,再到概念 、判断和推理的过程是快速完成 ,一掠

而过脑际的;另一方面 ,直觉又离不开形象思维 ,它

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形象 ,才能出现 ,否则就是唯心的

了。直觉思维一般包括:直觉判断 、直觉猜测和洞察

力。

直觉形成的条件主要是 “显意识 ”,而不象灵感

那样多出自 “潜意识 ”;直觉产生的结果也不象灵感

那样有创造性 ,更多是常规性思维成果 。其特点表

现为:

形象性。指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通过信息 、符

号 、现象所表达出的某种形式 ,经过人们的观察 、识

别后 ,迅速获得的直接思维感受和印象 。

整体性。指思维主体不经过思维客体的各个细

节和局部理解的分析 ,而直接得出的对思维客体的

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总体性的认识 。

或然性。指人脑接受客观事物后 ,反映出的思

维判断速度和鉴别能力。其过程是迅速判定 “是什

么” ,而不急于寻求 “为什么 ”。其结论可能正确 ,也

可能不正确。

相对性。指任何一个直觉的结论 ,其前提材料

都不是很充分的 ,它只是根据当时出现的某个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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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信息 ,对该事物做出全部的断定 ,因而其结论

具有相对性 。

直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既不是上帝的启示 ,也

不是头脑的自由创造 ,而是有其基础与前提的 ,这就

是必须具备丰富的相关知识与经验。如 1930年 ,德

国物理学家 W·玻特与他的学生本来发现了中子 ,

第 2年约里奥·居里夫妇重做玻特做过的实验时也

已发现中子 ,但由于他们 “没有注意到 ”卢瑟福早已

提出的关于中子的假说 ,失去了重大科学发现的机

会 。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 ,由于他早就从其老师

卢瑟福那里知道了中子的假说 ,并已寻找了 10年 ,

积累了不少中子的知识与经验 ,因此 , 1932年 1月

18日看到约里奥·居里发表的实验报告后 ,凭直觉

立即断定 ,他们所观察到的那种新奇的东西可能就

是中子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验证 ,果然正是中子 ,并

于 1932年 2月 17日发表了研究结果 ,因此荣获了

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1] (P.347)

直觉属于创造性思维中的一种形式。直觉的正

确率 、精确率与人的科学研究思维的强弱分不开 ,与

人的知识积累及实践的多少是成正比的。如克劳塞

维茨所说 ,直觉 “能力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

迅速而正确的判断。这种能力除了来自天生的才能

以外 ,主要是来自锻炼 ,锻炼能使人熟悉各种现象 ,

发现真理 ,也就是使正确的判断几乎成为一种习

惯 。”
[ 6] (P.1097)

前苏联著名军事家伏龙芝元帅也说

过:“要成为优秀的战略家 ,不管是在纯政治还是军

事中 ,都要求有许多专门的 、特殊的才能 ,其中最重

要的是直觉 。”
[ 7] (P.28)

当人的大脑对某种事物(信

息)产生了直觉的时候 ,能迅速地预判出其中的科

学内涵 。例如 1912年魏格纳在一幅世界地图前产

生直觉 ,提出 “大陆漂移 ”说 ,认为在原始大陆上 ,南

美 、非洲 、澳洲都是聚集在南极周围连接在一起的 ,

以后受某种驱动力才分开形成现在这样的状态 。

“大陆漂移说 ”打破了地壳以垂直运动为主 、大陆位

置固定不变的传统观点 ,提出了地壳运动以水平移

动为主 、海陆变迁的新观点 ,轰动了整个地质学界 。

然而 ,他当时依据的材料是很不充分的 ,仅仅是世界

地图大西洋两边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线轮廓非常

吻合 ,以及古生物学证明巴西与非洲之间曾有过陆

地连接。直到 20世纪 60年代英美科学家用电子计

算机技术 ,把大西洋两岸的两块大陆拼接得几乎天

衣无缝 , 才为 “大陆漂移说 ”做 出了科 学论

证。
[ 3] (P.256-257)

直觉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排除的一种因素或形

式 ,但不应过分强调肯定它。的确 ,直觉往往实际上

成了种种发现的先声或向导 ,但有时也会是荒谬的 ,

毕竟直觉仅是某种非逻辑的 、非理性的和未经证实

的东西 ,给人以错误的导向 ,所以凭直觉产生的想

法 ,还应通过科学方法加以论证。

三 、预感与科学研究

预感是人们在从事某项活动时 ,头脑中产生的

一种非逻辑的创造性思维形式 ,是科研人员在科学

研究活动过程中的一种强烈的 ,具有创造性 、智慧性

的思维动力 ,也是人们在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思维和

信念 。预感的特点表现在:

正负效应性。预感作为科研人员的理性的互补

具有弥补人们理性的盲点的正效应 ,同时不是十分

可靠的预感也存在着可能使人误入歧途的负效应 。

突然性。预感往往是在人们头脑正处于某种认

识危机时突然得到的思想 “闪光”。

预见性。表现于人们在研究活动中对尚未到来

的事情具有的一种预见的理解力 。

预感也属于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创造性思维形

式。当预感突然来临时 ,能意识到其正是解决疑难

问题 、走出错综复杂迷宫的一道清澈的光明。如在

爱因斯坦看来 ,预感不仅是思维 ,而且是一种信念。

这种信念 ,有时对于科学创造是一股强烈的动力 ,表

现在爱因斯坦身上的就非常显著 。在他的科学创造

生涯中 ,经历过多次挑战 ,然而 ,都是依靠对预感和

直觉的信念经受住了怀疑的考验 。当他刚刚问世的

狭义相对论与德国物理学家考夫曼所宣布的实验测

量结果不相符时 ,爱因斯坦凭自己的预感断定考夫

曼实验的某个环节可能存在问题 ,坚信自己的结论

是和谐的 、符合世界的统一性 。 10年之后 ,法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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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物理学家果然发现考夫曼的实验装置有毛病 。同

样的考验还发生在他的另一重要科学推断 “光量子

假说”上 ,结果同样证明这位科学巨匠的预感及其

信念是准确可靠的。
[ 8] (P.52-53)

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

对论时 ,有一个重要推论:光线在引力场中是弯曲

的 。为检验其是否正确 ,于是选择日全食这个时机 ,

去观察位于太阳背后的恒星 ,假如能够观察到它 ,就

表明光线确实是弯曲的 ,如果观察不到它 ,就表明光

线不是弯曲的。为此 ,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于 1919

年到非洲的一个小岛上去观察日全食 ,果然观察到

了 ,使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
[ 1] (P.342)

预感也经常用于科学预测 ,如 1966年夏天 ,兰

德公司一位高级决策分析专家 ,观望将来 ,发现了一

个严重的潜在问题 。尽管美国投入庞大的人力 ,越

战情况仍然不利于美国。这位官员觉得总统在未来

的 3个礼拜内 ,必须决定是提高介入程度 ,还是开始

撤军。从他对总统过去决策的认识 ,他相信这位总

统将会提高介入程度 。他的看法包括:美国将会派

遣五万人的精锐部队进入越南 ,这些部队将从德国

抽调 ,而这些部队是美国协防北约承诺的一部分;总

统将会突然下达此命令 ,而不与北约伙伴充分协商 ,

这会伤害到美国的盟邦 , 破坏军力的平衡 ,造成恐

慌 ,并破坏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信心;美国的盟邦 ,

将会认为派来补充的军队 ,是未经训练的新兵 ,怀有

敌意的国家将会大肆利用此情况 ,而美国与盟邦的

关系将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位分析家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个 “潜在问题分

析 ”,将他所发现的主要脆弱之处都列出来。他把

几个同事一起找来做此研究 ,并从他们那里获得额

外的意见 ,探讨可以采取的预防和应变行动 。他们

用这些要素 ,制作一个计划 ,以便应付突然调兵事

件 ,并警告其他将涉及此事的人 ,最终他们获得了美

国驻欧 10多个使馆的外交合作 。行动方案完成后 ,

他们静等事态的发展 。

过了 10天 ,果然总统下令从西德空运 5万名部

队至越南 ,而且在 24小时内开始 ,没有人事先获得

一点警讯 ,总统也未跟其他北约国家咨商 。兰德为

这些外交官们所准备的计划 ,立刻付诸行动 。在数

分钟之内 ,美国分驻欧洲各地的外交官们 ,开始拜访

他们的外国对手 ,向他们解释此行动 ,并处理和回答

问题 。欧洲的北约军队 ,并没有显出兵力空虚的迹

象 ,而混乱的情况也降至最低。在敌视国家听到这

件事情以前 ,所有的问题都已被妥善回答 ,已经没有

任何尴尬情况可供他们利用了。整个过程中没有人

做出相互矛盾的声明 ,没有手忙脚乱的情形 ,也没有

重复和遗漏的地方 ,没有任何混乱 。整件事情的进

展 ,完全按照计划。
[ 9] (P.166-167)

四 、想象与科学研究

想象是主体对通过联想得来的知觉材料或有效

信息进行加工 、改造和重组的非逻辑思维过程 ,即人

脑对记忆中原有形象经加工改造 、重新组合后 ,创造

出新形象的思维方式。法国大文学家雨果曾说:想

象就是深度 。没有一种心理机能比想象更自我深

化 、更深入对象 ,它是伟大的潜水者 。
[ 10] (P.146-147)

想

象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创造性思维 ,是打开多

路思考的通道之门 ,是大胆提出研究设想的一个重

要组织部分。所谓 “只怕想不到 ,不怕做不到 ”就是

这个道理 。

要揭示事物的本质 ,要研究事物的发展 ,不仅要

把握能直接感知的材料 ,更要把握那些尚未直接感

知 、仍处于隐蔽状态之中的联系 ,而要设想事物的内

部联系和运动机制 ,就要依靠想象 。人们常把事实

比作空气 ,把想象比作翅膀 ,二者结合 ,就能 “思接

千载 ,视通万里 ” ,新意无穷 。德国大诗人歌德在

《诗与真》中阐释道:“我们的愿望是我们具有的能

力的预感 ,我们所能成就者的先兆 。我们所能够做

和所想要做的 ,我们的想象力便表现于我们的外面

和表现于未来之中 。我们觉得有一种对我们暗地里

已备有者的憧憬 ,于是一种热情的预期便把那真的

`可 能 的 ' 化 为 梦 想 似 的 `现 实 的 ' 了 。”
[ 11] (P.199-200)

歌德在其名著 《浮士德 》中曾预言过 “试

管婴儿”的可能性 ,现已被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了其

预言的准确性 。

又如 《封神演义 》第九十回开头有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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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有明兮耳有聪 ,

能于千里决雌雄 ,

神机才动情先泄 ,

密计方行事已空 。

它赞颂的就是 “千里眼 ”和 “顺风耳 ”的广大神

通 。现代科技已完全超过 《封神演义 》中的想象

了 。
[ 12] (P.877)

再如 1445年德国人谷登堡将活字印刷技术移

植到拼音文字体系 ,它不仅使信息传输的速度提高 ,

也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 ,即整体事物 (例如雕版

印刷)是可以分解的(例如活字印刷),通过对整体

事物的分解 ,人类认识事物控制事物创造事物的能

力大为提高 。
[ 13] (P.203-204)

想象的特点表现为发散性和突破性。想象的最

重要形式是发散思维 ,其突破性则表现为超常规的

思考。

想象力一般有 4种类型:

逻辑想象力 。即通过事物的前因 ,依据其发展

的一般规律 ,运用逻辑思维方式想象事物的后果。

创造想象力。即通过对诸多经验与 “预测模

型 ”的超越 ,在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崭新领域寻求

具有新颖性 、独立性和首创性的制胜之道 。

联想想象力 。即通过想象把要解决的问题与自

己头脑中储存的诸多经验性知识及预谋模型联系起

来 ,从而在新的交叉点上形成一个新的计谋策略。

批判想象力 。即运用多维思考 ,敢于求异 ,敢于

突破单一思维定势 ,超常规进行想象 ,反常识制定取

胜策略 。

丰富的想象力是产生奇谋良策的加速器 ,它可

以冲破时空的限制 ,达到一种全新境界。爱因斯坦

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一切 ,推动着进步 ,并且是知识

进步的源泉。”
[ 13] (P.284)

石油大王富拉·格勒曾自信

地说 ,成功的秘诀是有能力目睹自己所计划的事被

完成。他曾经闭目想象着规模庞大的石油产业 ,以

及火车在铁轨上大鸣汽笛冒出浓烟的情况 ,他想象

自己的愿望被达成而仿佛亲眼目睹其情景时 ,他的

潜意识就把它实现了 。只要你能够很明确地想象出

你的目标 ,潜意识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法 ,透过奇迹

般的力量把你所要的东西给你。你所听说过的有名

的企业家 ,或者是没有那么有名的实业家 ,只要是他

的事业正在蓬勃繁荣的人 ,全部是在很早就把他事

业兴盛的情景在脑海中描绘出来 ,且不断地灌输给

自己的潜意识 。同时这些人都被他自己心中的蓝图

所吸引 , 把全部精神专注在这方面而勇往直

前。
[ 14] (P.89-90)

想象可以直观 、清晰 、具体 、明确地提示对象的

本质和规律。有时在科学抽象中的逻辑思维往往使

人们产生成看不见 、摸不着 ,如坠烟海的感觉 。但想

象这种创造性思维却突出了 “模型 ”、“形象 ”,充分

发挥了感觉器官的作用 ,使人的左右脑并用 ,从而更

容易把握那些抽象的理论。

想象能够在人的认识中把复杂的对象简约化 、

纯粹化 ,能够突破现实的局限性 ,进而抓住主要矛

盾 ,利于提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许多重大的发现

和发明都充分证明了想象的作用 。爱因斯坦的狭义

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及其推论 ,如 “尺缩效应 ”、“时

缓效应”、“光线弯曲 ”、“四维时空”等都是在哲学体

系和形式逻辑体系的基础上靠想象力 、靠创造思维

构想出来 。

培养想象力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因而必须把握

以下几个问题:要建立广泛的兴趣 ,任何想象都是建

立在广博的学识之上 ,植根于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工

作经验中的 ,兴趣是开启人脑细胞活动的钥匙;要刻

意求新 ,不要让传统麻痹人的大脑 ,不可坐井观天 ,

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进取 ,与时俱进 ,把进取作为

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要不断开扩思想和视野 ,这样能

使人得到许多新东西。

日本有个叫西乡和友的科学家 ,他在 4个 10年

中 4易其趣 ,均获成功。他在大学毕业后的第 1个

10年成为颇有建树的航空技术专家;第 2个 10年

他改弦易张 ,对绘画发生兴趣 ,经一番努力 ,成为一

个抽象派画家;第 3个 10年 ,他别开生面 ,成为一个

生物学家;第 4个 10年他又成为著名的服装设计

师。
[ 15] (P.575)

我们在谈论想象时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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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理想问题。任何想象都必须建立在实践的观念

或理念上 ,理想反映着人们在追求真理基础上的对

价值对象 、理想对象的追求 。理想是人们所追求的

具有现实可能性并能够转化为现实的对象的想象或

意象。对理想的信念和信心 ,能够激发人们的意志 、

情感和激情 。意志 、情感 、激情是外部世界的影响表

现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一种内部状态 ,并转化成

为人们对象性活动的内控因素 。这一因素成为人们

追求真理 、追求价值对象 、理想对象的强大精神动

力 ,反映着人们对现实 、对所追求的对象的一种高度

觉醒的态度 。 1985年 3月 7日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

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我们一定要经常教

育我们的人民 ,尤其是我们的青年 ,要有理想 。为什

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

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 ,有

马克思主义信念 ,有共产主义信念 。我们干的是社

会主义事业 ,最后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 , “要

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两代 ,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

的远大理想。”
[ 15] (P.110-111)

由此可见 ,人类的科学活动甚至其他一切活动

都是根据预想 、理想 、计谋中的目标去研究 、预测并

创造和完成的 ,没有想象 、理想 ,科学研究也就不会

有有目的的行动 ,更不会获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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