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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refers to all the experience gained by individuals in their contact with 
other cultur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creativity research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affects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cognition, stereotype, realism and archetypal inspiration.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expe-
rience to selectively enhance creativity, future research to overcome the differences in experi-
mental tasks and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the lack of a single, but also should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prototype inspiration, contro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lear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af-
fect the creative mechanism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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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元文化经验是指个体在与他种文化进行接触时，所获得的所有经验。本文论述了多元文化经验与创造

性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从认知、刻板印象、实在论信念以及原型启发角度探讨了多元文化经验影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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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机制。针对多元文化经验有选择性地提高创造性，未来研究在克服实验任务差异化以及研究方法单

一等不足的基础上，还应控制个体差异，从原型启发角度出发，明确多元文化经验影响创造性的内在机

制，建构二者的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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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一味地模仿和复制已经不能满足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的需求，无论在哪里，好的新创意

和新想法，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得到最大的认可。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为了寻求新的想法，

会前往一个新环境，从新环境中获取不一样的刺激和信息，从而迸发出灵感。在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人

口流动，人们将自己出生地或常住地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或国家、民族文化带入到另一个新的环境中，

同时也接触或融合新环境中的生活方式、信仰特征以及民族文化，这就形成了多种行为特征、多种文化

出现在同一环境下的新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多元文化(杨晓莉，李卉青，2015)。与之相关联的多元文化经

验是指个体在与他种文化的成员或者元素进行沟通接触时，所获得的所有直接或间接的经验(Leung, 
Maddux, Galinsky, & Chiu, 2008)。这些经验为个体带来了新的创意和想法。比如，乔布斯七个月的印度

之旅和多次日本游学经历，让他找到了灵感，从而设计出广受消费者喜爱的苹果手机；海明威游历欧洲

各国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开创了他的独特文风(陆冠南，2017)。 
随着创造力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创造力发生发展的文化环境。在多元文化与创造性关

系的研究中，以往研究者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验研究法。研究者通过考察被试在国外生活、学习或

旅居的时间(Lee, Therriault, & Linderholm, 2012)，或者采用多元文化经验调查表(MES) (Leung et al., 2008)
来测量被试的多元文化经验，考察多元文化经验的丰富程度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实验研究主要有两种

范式：多元文化经验启动范式和多元文化学习范式。多元文化经验启动范式通常是寻找具有在国外生活

经验的被试，让被试在实验室中回忆并写下自己在国外生活、学习过程中的某个时刻发生的事件，以及

当时自己的想法和感受(Maddux, Adam, & Galinsky, 2010)。按照多元文化经验的概念定义，通过接触不同

种族、不同地域文化所获取的经验，也被包含在多元文化经验范畴内。而多元文化学习范式主要是由Leung 
& Chiu (2010)开发的一种在实验室情境下进行多元文化学习的方法，他们认为，同时向被试呈现两种或

多种文化的材料将激活相应文化的想法和行为(Chiu et al., 2009)。 

2. 多元文化经验可以提高创造性水平 

有研究发现国外学习或生活的经历不仅会影响特定领域的创造性，还会影响一般领域的创造性(Lee 
et al., 2012)；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创造性，还能促进集体创造性的流畅性与新颖性水平(Tadmor et al., 2012)。
早期研究发现，大部分的知名发明家、艺术家、科学家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并且有 1 年移民经历

者的创造性思维流畅性得分显著高于无移民经历者(Fee & Gray, 2012)，流动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得分也显

著高于农村对照组。这些研究结果从时间维度上为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性思维提供了的新证据，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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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早期研究提供了可靠性的支撑。 
针对有出国经历的人，有研究表明，长期的多元文化经历能显著促进个体创造性,且以认知流畅性的

提升最为明显。具体来说，处于二元文化的个体在 AUT 任务中提供的答案更加新奇，思维风格更加复杂，

在工作情境中的创新能力更强(Tadmor et al., 2012)。长期的留学经历能促进个体艺术创造性的提高(Yi, Hu, 
Scheithauer, & Niu, 2013)。居住在国外的个体与住在国内的个体相比，会表现出更高的创造性水平。如果

个体在国外长期居住过，当启动个体适应国外文化的经历时，能使创造性水平得到暂时的提高。Leung
和 Chiu 以欧洲裔的美国大学生为被试进行文化启动，结果表明中美文化交替呈现和融合呈现组的被试故

事创作的创造性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组。启动在华留学三个月以上学生的中国文化经历，其创造力测验成

绩也显著高于未启动组(邓小晴，2014)。有研究发现，居住在国外的个体比居住在国内的个体更能接受多

元的外国文化，在解决认知难题上，得分更高(Benet Martinez, Lee, & Leu, 2016)，这从认知角度为多元文

化促进创造性提供了证据。 
除此之外，短期的多元文化经历同样能促进个体创造性水平的提高。有研究显示，创意总监的出国

学习经验是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催化剂，适当的文化广度和文化距离与创意创新的最高水平相

关联，随着文化深度的增加，创新水平在下降，但是也不会呈负相关(Godart, Maddux, Shipilov, & Galinsky, 
2015)。具有短期出国经历的被试个体在图画方面的创造性也高于单一文化经验的个体(邓小晴，2014)。
甚至，仅仅两周的旅居经历也能显著提高个体创造性思维的流畅性水平(Bloom et al., 2014)。有学者运用

顿悟测验、远距离联想测验以及创造性观点生成等多种任务探讨了美国和欧洲的商业管理者与大学生的

海外旅居经历对其创造性思维的影响，稳定观测到海外旅居经历或旅居文化认同与适应启动能有效促进

海外旅居者的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探讨海外旅居、计划出国和未曾计划且未出国的大学生在多元文化启

动条件下创造性思维的差异，发现海外旅居者的创造性思维测验成绩显著优于其他两类被试，且海外旅

居时间与创造性思维测验得分呈显著正相关(Lee et al., 2012)。 
针对没有出国经历的个体，也有研究发现，多元文化经验的启动能促使被试倾向于对信息进行整体

加工，与正确解决创造性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杨阳，2014)，还能对言语创造性任务产生积极影响，具体

表现为启动美国文化组被试的 AUT 任务和编故事任务的新颖性得分显著高于启动中国文化组和控制组

(周婷，2012)，被启动灵活的多种族身份的多种族被试在 RAT 任务上的表现明显好于没有被启动的多种

族被试和被启动单一种族身份的单一种族被试(Gaither, Remedios, Sanchez, & Sommers, 2015)。有研究通

过一年的教学实践，让学生在课堂中接触和学习多元文化，结果发现，学生的想象力水平、发散性思维

得到了显著提高。不仅如此，更有趣的是，有跨国文化恋爱经历的学生毕业时的创造力表现比没有类似

经历的学生出色得多，并且，对于既有过跨文化恋爱经历又有过本国文化恋爱经历的成年人来说，仔细

回想一段跨文化恋爱经历在当下所展现出来的创造力水平显著高于仔细回想一段本国文化的恋爱经历

(陆冠南，2017)，这都为证明多元文化经历能显著提高个体创造性提供了证据。 

3. 多元文化经验有选择性地提高创造性 

前文有许多研究证实了多元文化经验会对创造性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多元

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积极影响是有条件的。 
对于有在国外生活经验的个体来说，有研究发现在德籍两组被试内和中国籍两组被试内创造性得分

均无差异(Yi et al., 2013)。与生活在巴黎的法国儿童相比，香港法国儿童在 EPOC 的形象发散探索指标上

得分则显著更低；与中国儿童相比，拥有双文化经验的巴黎中国儿童在 EPOC 的形象聚合综合指标上得

分显著更高，但在言语和图形各指标方面得分都显著更低(Lau, Cheung, Lubart, Tong, & Chu, 2013)。有出

国经验的个体在图画创造性上显著高于单一文化经验个体，但在言语创造力上没有差异，让被试学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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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与预期相反，中国文化组被试的创造性成绩显著高于中美文化并置组(邓小晴，2014)。 
对于没有在国外生活经验的个体来说，多元文化经验能促进科学发明问题的更好解决，但是对于字

谜任务的完成却没有促进作用(石丁宇，刘兰，柯亚，2012)。多元文化的启动能够对言语创造性任务产生

积极影响，但是对图形顿悟问题没有影响，且这种有限的积极影响还依赖于个体对新的文化有一定程度

的了解，或者多元文化经验中包含有促进创造性任务的原型(周婷，2012)。 
这些结果似乎说明拥有多元文化经验对个体的创造性表现存在的积极影响是有选择性的。只有当在国

外居住过的个体回顾一个功能性的多元文化经验时，才有助于促进观点的灵活性、增加对潜在的连接和关

联的认识以及克服功能固着(Maddux, Bivolaru, Hafenbrack, Tadmor, & Galinsky, 2014)。有研究者认为可能

的原因是被试对异国文化的幵放性不够，多元文化经历对创造性的积极效应总体上受个体的认知闭合需求、

人格开放性、同一性识别和整合程度(Tadmor et al., 2012; Tadmor, Hong, Chao, Wiruchnipawan, & Wang, 
2012; Viki & Williams, 2014)、及其诱发情绪(Bloom et al., 2014)的调节。其中，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促

进效应会因个体认知闭合需求的提高而削弱，因个体人格开放性程度、及其所诱发正性情绪的增强而增强。

所以，想要具体了解多元文化经验对于创造性的影响，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我们在个体差异

这个大框架背景下，从刻板印象和实在论信念两个角度入手，进行相应的机制探索和解释。 

4. 多元文化经验影响创造性的机制 

4.1. 刻板印象 

从刻板印象角度来说，个体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接触的文化不同，获取的文化经验也不同，接受

的社会评价也有所区别。刻板印象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是有关某一群体成员的特征及其原因

的比较固定的观念或想法，在判断群体中的个体成员时，刻板印象被概念化为严格坚持对社会群体普遍

持有的信念。非洲裔美国人报告说，不管实验条件如何改变，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被他人评判的感觉

比白人学生更强烈，Steele 和 Aronson 把这种心理负担称为“刻板印象威胁”，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威胁是

一种生理唤醒，且通常会导致智力表现的大幅下降。例如，黑人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的标准化考试

中获得较低的分数，西班牙裔学生学业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往往落后于白人和亚洲学生，启动亚洲女

性的性别身份会降低其数学成绩。 
当个体处于多元文化环境下，其所处的群体构成会更加突出个体的社会身份，如果个体的社会身份

(黑人、女性、亚洲人)与一定的刻板印象相关联，那么这种多元文化经验的启动更容易触发个体与自我社

会身份相关的刻板印象，更容易受到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刻板印象威胁作为一种心理负担，无疑会给

个体带来压力和自我怀疑，这种消极的情绪和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利于个体的创造力表现的，甚至

还会降低个体的创造性表现。 

4.2. 实在论信念 

从实在论信念角度来说，持有种族实在论信念的个体认为，种族群体拥有一种潜在的反映他们的特

质和能力的本质，这种本质是生物的或者遗传的，是根深蒂固和不可改变的。支持种族实在论的人们将

他们的社会世界划分为不能组合或改变的种族类别。启动被试关于自己种族的实在论信念(Essentialist 
beliefs)会降低被试在联想任务和顿悟任务上的成绩，被试在实在论信念被激活条件下正确解决 RAT 问题

的数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和控制组，且封闭性思维在实在论信念影响创造力中起到中介作用(Tadmor, Chao, 
Hong, & Polzer, 2013)。 

实在论来源于导致习惯性封闭思维、超越了社会领域并会阻碍创造性的本质论，它具有严格的界限

和固定，可能会引发一种普遍的封闭性思维，使思维具体化，阻止激活扩散到更远的概念。个体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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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性思维的指引下，难以从认知上接纳来自外界的信息，即使个体获取了大量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

封闭性思维也会使个体仅仅局限于文化经验的表面，不会从多角度寻找不同文化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

更不会突破自己的认知范围，将这些从外界获取的资源与自身的认知进行融合。很显然，实在论信念阻

碍了个体内外信息的连接和融合，这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5. 从原型启发角度探讨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影响 

“原型启发”理论认为，顿悟的本质在于激活原型中所包含的关键启发信息，其原型是指人们头脑

中的已有知识，它能对当前的创造性问题的解决起到启发作用，这一理论得到了一系列实验的证实(吴真

真，邱江，张庆林，2008)。原型启发包括两个阶段：原型激活和关键启发信息激活，关键启发信息是指

原型中所包含的会指导当前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科学原理和方法，激活是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原型(及关

键启发信息)形成一种新的联系。 
个体在解决科学发明问题时，明确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寻找实现某种功能目标的有效手段，形成一个

“构造？–功能”的语义表征；当原型表征中的“特征性功能”和问题表征中的“需求性功能”在语义

上相近时，大脑“自动响应机制”就会自动发生联接，将原型表征中的“构造–功能”映射到问题表征

的“构造？–功能”之中(张庆林，田燕，邱江，2012)。有研究表明，高功能语义相似度的原型激活率高

于低功能语义相似度，解决问题的正确率也更高、反应时更短，也就是说，解决问题所要实现的功能目

标与原型的特征性功能在语义上相似度越高，原型表征激活越容易发生，问题越容易得到解决(Yang et al., 
2016)。 

个体在与他种文化的成员或者元素进行沟通和接触时，会获取许多新信息。当个体接触或吸收了两

种或多种文化经验时，往往会对不同的文化经验加以比较，概括其异同，这一信息加工让个体透过事物

表面，觉察其内在的本质和功能。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促使个体将头脑中已有的信息和新纳入的信息

进行重新编码，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整合，促进了似乎不相容信息的整合，解体了常规的知识结构。个体

所获得的多元文化经验使个体在头脑中形成了对外界事物的语义表征，具体来说，个体在接触他种文化

获得多元文化经验时，形成了一个个“构造–功能”的抽象原理的语义表征，即某一物体具有其特定的

特征和功能，我们称之为“特征性功能”，这些语义表征通过信息加工和重新编码、整合后，并不是外

部原型在头脑中的简单复制，还包含了个体对原型的主观认知。多元文化经验的积累，使得个体练就了

从不熟悉的资源中获取新思想的心理准备，在问题解决情境中，个体能从多元视角思考问题，明确问题

解决的关键，找准问题表征中的“需求性功能”，并从不同文化经验中提取已整合的相关信息，即原型，

并激活原型中的关键启发信息。当原型表征的“特征性功能”与问题表征的“需求性功能”在语义上一

致时，这些对原型的语义表征就能为个体解决特定创造性任务提供相应的信息，个体受到了原型的启发，

促使问题得以解决。 
但是多元文化经验并不是总能给创造性带来积极影响。因为文化冲击的影响，不同的个体在与他国

文化的成员和元素进行沟通接触时，其内心的体验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个体从他国文化中得到的是

积极的体验，那么个体可能倾向于对从他国文化中所获取的多元文化经验进行回忆和深加工，促使人们

追求新颖且具有创造性的思维；如果个体从他国文化中得到的体验是消极的，那么个体可能倾向于遗忘

从他国文化中所获取的多元文化经验，从而阻碍创造性思维的发生(延辉，2016)。 
即使个体获取了大量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也对其进行了信息的编码和整合，并在头脑中形成了多

个对外界事物的原型表征。如果个体的社会身份(黑人、女性、亚洲人)与一定的刻板印象相关联，并且个

体在接触他国文化时，受到了刻板印象威胁，那么多元文化经验的启动更容易触发个体与自我社会身份

相关的消极刻板印象。在问题情境中，这种消极刻板印象作为一种心理负担，会给个体带来压力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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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等消极情绪，消耗个体的部分认知资源，使个体难以从已有的多元文化经验中激活与问题解决相关

的原型，难以获取原型中的关键启发信息，无法正确解决问题。 
当人们能够超越现有的联想，产生新奇的想法，并以多种方式灵活地构建同样的问题，或者将现有

的想法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联系，那么创造性行为就已经发生了，若人们能将多种类别和表现都考虑进

去并加以结合，那么创造性过程更容易发生(Tadmor et al., 2012)。对于持实在论信念的个体来说，他们认

为自己种族的特质和能力是遗传的，是不可改变的，这种观念会引发封闭性思维，使思维具体化。个体

在这种封闭性思维的指引下，难以从认知上接纳来自外界的新信息，即使从他国文化中获取了大量丰富

的多元文化经验，没有对其进行重新编码和整合，并与自己头脑中已有的信息进行融合，没有形成对外

界事物“构造-功能”的抽象原理的语义表征。面临问题情境时，多元文化经验并没有起到为个体解决问

题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源的作用，头脑中没有形成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关键启发信息的原型表征，个体难以

正确解决问题。 

6. 未来研究构想 

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性思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有选择性的。想要充分利用

多元文化经验带来的积极影响，需要明确其产生作用的途径。未来研究可以从原型启发角度出发，深入

探究个体所获取的多元文化经验如何在创造性思维中为个体提供正确解决问题的原型。 
第一，注重多元文化经验的获取。那未来研究应该明确应以何种方式获取多元文化经验更有效；不

同国家和区域的文化经验对创造性的影响是否有差异；多元文化经验积累的数量是否和创造性水平的高

低有直接关联。 
第二，个体如何才能将所获取的多元文化经验形成头脑中的一个个原型？我们认为，个体需要对获

取的知识进行良好认知加工，做到概念化、条件化、结构化、自动化、策略化，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有效地提取和应用这些知识，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未来研究应该明确个体在解决创造性任务时，所

涉及到的多元文化经验有哪些，且这些经验是如何为顺利完成创造性任务服务的。 
第三，个体如何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快速提取相应的原型及其关键启发信息？可以让被试在测

试结束后自我报告在解决创造性任务的过程中，如何思考问题，提取了头脑中的哪些信息，最终是哪些

关键信息的激活让创造性任务得以完成的。 
第四，除此之外，未来研究还应该严格控制额外变量、缩小探究范围，从更具体、更细化的角度入

手。需在控制刻板印象、实在论信念、人格特质等个体差异的前提下，明确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测验的用

途、适用范围以及其影响因素，避免因实验材料和个体差异带来的误差，采用多种指标对多元文化经验

影响创造性的相关心理机制进行探讨，应用同步脑电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多元文化经验影响创

造性背后的精确过程，明确多元文化经验对创造力影响的机制，更深入地探索如何才能让多元文化经验

真正地促进创造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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