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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vity” proposed by J.P. Guilford in his speech in 1950s, has become the focus in psychology 
research field.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conscious process and creative thinking has 
been getting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psychologist, the conclusion hasn’t been unified up to now.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work, this thesis try to point out some problems to be noticed in 
the study of unconscious process and creative thinking to provide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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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世纪50年代，吉尔福特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就任演讲中提出“创造性”以来，“创造性”逐渐成为心

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其中无意识(如酝酿、走神等)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心理学者的关注，关

于二者关系的理论和研究层出不穷，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无意识与创造性思维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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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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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造性”一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这一概念广为流传并在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

用，但对它的定义仍未统一。目前，心理学界通常将“创造性思维”定义成一个过程、一种状态或一

种结果(张丽华&白学军，2006)。根据具体的实验研究，创造性也有其不同的操作性定义。目前，学界

内流传较广且普遍认同的创造性定义是：个体产生新颖独特且适用的产品的心理品质。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学者们并未对“创造性”投入关注，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J·P·Guilford 在其就职美国心理学会

主席的演讲中提出“创造性”一词(又称“创造力”)，“创造力”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角，逐渐成为心

理学的研究热点，此后大量研究发现创造性与科技、经济、艺术等领域的发展存在密切关系，这使得

创造性在其他领域受到重视，例如 2010 年的一项调查报告将创造性作为企业首席执行官领导力的指标

之一(IBM Corporation, 2010)。 

2. 无意识与创造性关系的相关研究 

2.1. 定义 

创造性(creativity)，又称创造力，是人的一种综合素质，也是创造性人才的关键特征。由于创造性对

促进社会发展和心理学自身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创造性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创造性的定义繁多，

目前流传较广、接受程度较高的创造性定义指的是产生新颖又适用的观点、问题解决方案或顿悟的过程

(Amabile, 1983; Sternberg & Lubart, 1999; Paulus & Nijstad, 2003; Runco, 2004)，新颖性与适用性是其两大

指标。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对创造性的操作性定义则有所不同。如 GuilFord (1950)认为：发散思维是

创造性的基础，它包括三个方面：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Torrance (1962)认为：创造性是这样一个过

程，即对问题、对不足、对知识上的缺陷、对基本元素的丢失、协调、不一致等现象变得敏感，并找出

困难，寻求解决途径，做出猜想或构成假设，对假设进行检验和再检验以达到最终结果。他认为创造性

主要考察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精确性(张庆林等，2002)。Plucker 等(2004)在总结已发表的有关创造

性概念后提出，创造性包括一系列的标准，如：独特性、适切性、艺术品质和获得性。Sawyer (2012, 2013)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指出，创造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个体主义取向和社会主义取向。个体主义取向认

为创造性是一种见诸于世界的新颖的心理组合；而社会文化取向认为创造性是一种产品的生成，这种产

品被某一适宜的、知识渊博的社会团体判定为是新颖的，同时也是适当的、有用的，或者有价值的(Sawyer
著，师保国等译，2013)。 

Neisser (1967)提出人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加工模式，其一是以理性、现实、合乎逻辑为特征

的意识加工(又称控制加工)，另一种则是以直觉、基础、富有创造性为特征的无意识加工(又称自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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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加工模式是系列且有所限制的，而后者的加工模式是并行的、迅速且无法被个体意识所捕捉到的

(McClelland, Rumelhart, the PDP Research Group, 1986)。 
无意识加工的存在及其在思维和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最先体现在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

许多伟大艺术、文学或发明的创作者都强调无意识在他们创作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剑桥大学哈钦森教授

对一批著名学者的一项调查研究指出，大约 70%的受访者认为梦(潜意识)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发挥了重

要的启发作用。以往对创造性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意识层面，例如探究训练、努力程度等与创造性的关系

(Amabile, 1996; Csikszentmihalyi, 1996; Sawyer, 2006)。毋庸置疑，意识在创造性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努

力程度、训练等方面的实验研究都支持该论点。但不少心理学者认为无意识也能够促进创造性(Simon, 
1996; Smith, 1995)。随着内隐记忆、内隐学习和启动等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

理结构、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能在个体意识之外潜在地影响个体经验、思维和行为(Kihlstrom, 1984)。根

据 Neisser 的理论，无意识加工所特有的直觉且富有创造性的特性也表明其与创造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无意识酝酿理论(unconscious theory of incubation)认为，人的意识层面存在严格的过滤器，将那些

与问题无关或不符合逻辑的线索排除在外，而无意识(潜意识)并不具备这种筛查严格的过滤器，因此当个

体处于酝酿期，无意识能够检索并挑选出那些与当前问题无关或者新奇独特的线索，并将这些线索进行

某种程度的连接，从而产生新颖的产物(Shanker, 1995)。 

2.2. 研究方法 

常用的对无意识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方法有阈下启动范式和分心任务。启动效应是指个体执行的某

一任务能够促进其后进行的任务的表现。当存在启动效应而个体并未知觉到启动刺激时，这种启动就称

为“阈下启动”。作为无意识知觉研究领域的常用方法阈下启动范式具有严格的操作标准，如启动刺激

呈现的时间和方式、刺激的间隔等需要受到严格的实验控制(周仁来，2004)。除了启动范式外，分心任务

也是无意识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分心任务的实验范式较多，如 n-back task、anticipatory hand-eye coor-
dination 以及各类智力测验等，目的在于占用个体的意识资源，使被试无暇对顿悟问题进行意识加工，从

而使问题加工转入无意识的层面。例如，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一个(或几个)创造性问题，要求被试在不同的

指导语下各自对该问题进行加工。立即回答组在了解问题之后立即给出解决方案，以该组的反应结果作

为基线；思考组被试被要求在了解问题之后进行若干分钟的有意思考，然后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无意

识组被试在了解顿悟问题后进行一段时间的分心任务(该任务的持续时间长度与思考组的思考时间间隔

一致)，之后再给出问题解决方案。 

2.3. 无意识加工与创造性思维相关研究 

Shames 和 Bowers (1992)指出，在对创造性与催眠状态或其他意识状态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研

究者都认为：相对于意识加工，无意识加工能促使个体产生更多创造性成果(Shames & Bowers, 1992)。
Katz (1973)使用测验将受试者分为创造性组和非创造性组，在实验过程中通过阈下呈现的方式让被试观

看一组文字材料(例如：花鸟、草木等)，之后，要求被试在十分钟内编撰一个故事，结果发现，创造性组

被试所编写的故事的结构和内容与其在实验中观看的文字材料(阈下呈现)的相似性更高(Katz, 1973)。
Forster (2009)通过阈下启动方式向被试呈现那些公认的、具有高创造性的城市名(例如纽约、多伦多等)
后，要求被试完成创造性任务，结果发现，这些被试的创造性任务表现优于控制组。他认为导致这种结

果的原因在于，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在无意识中受到之前呈现的城市名及其附带的其他暗示信息的触发，

而这些附带的暗示信息与创造性思维之间存在某种关联(Forster, 2009)。 
陈群林和罗俊龙(2012)采用掩蔽启动范式，探讨无意识加工在创造性问题解决中的作用。该实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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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联想测验(RAT)和字谜作为实验材料，通过预实验的被试评分将 RAT 和字谜分为高难度题和低难

度题，并随机分配给两组被试(启动组、无启动组)。结果发现，两种启动条件下的被试在 RAT 和字谜任

务的正确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对于解决高难度创造性问题，启动组被试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无启动组；

而对于低难度创造性问题，启动组的 RAT 正确率显著低于无启动组被试，字谜任务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

当创造性问题难度降低，无意识信息的促进效应也逐渐减小，甚至对个体解决低难度创造性问题产生阻

碍作用。这表明无意识加工对个体其后解决创造性问题具有促进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只存在于个体解

决高难度的创造性问题中(陈群林&罗俊龙，2012)。 
尽管已有诸多证据表明“无意识对创造性具有促进效应”，但仍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存在质疑。

他们认为：一、这种“无意识思维促进创造性”的结果并非由于无意识本身的作用，而是来自“内隐习

得”或是“定势转移”的影响(Schooler & Melcher, 1995)。有研究者提出固着打破理论(Set Breaking)，认

为个体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分心任务带来的酝酿能够促使其遗忘先前采用的错误的问题解决策略或无效

的信息，从而打破个体已经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因此，个体得以重构问题、采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

问题(Smith & Blankenship, 1989)。另外，有益遗忘理论(又称“选择性遗忘理论”，beneficial forgetting)
认为，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个体将面临许多与任务无关的概念或错误的想法，这些概念与想法固着了

个体的思维，从而不利于问题解决。当个体处于酝酿期，这些与任务无关的概念以及错误想法的激活强

度减弱、个体对这些概念的敏感度降低，从而使得个体有机会激活其他更为有效的信息、重新审视问题，

因而促进问题解决(Smith & Blankenship, 1991; Smith et al., 1995)。三组被试都受到先前提示的影响，相对

于无意识组被试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分心任务使得“提示”痕迹消退，立即回应组和思考组被试更多受到

错误提示的干扰，从而给出更多的与提示相关的解决方案，抑制创造性发挥；二、分心任务的选择也可

能对实验结果存在影响。分心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被试对问题的加工进入无意识层面，因此，确保

被试的意识资源被完全占用是分心任务的关键。这些学者们认为 n-back 范式由于较难，因此能够真正做

到对意识资源的完全占用，而诸如 hand-eye coordination 等范式由于过于简单，并不能够达到完全占用意

识资源的目的。 
针对以上问题，Dijksterhuis & Meurs (2006)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对其加以验证(Dijksterhuis & Meurs, 

2006)。实验一，研究者要求被试(87 人)编造新的意大利面的名称，并在指导语中给出五个例子(由实验人

员编造的)，这五个新的名称全部以字母“i”结尾。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三个不同的任务情境中。第一组被

试(immediate generation group)在了解指导语之后立即写出所想到的新名称(一分钟写完)。第二组被试

(conscious thought group)要求在三分钟的时间内思考该问题，而后写出新名称(一分钟写完)，第三组被试

(unconscious thought group)同样给予三分钟的时间，但在这一时间窗内进行分心任务——手眼一致范式—

—使得被试对问题的思考进入无意识层面，而后要求被试在一分钟内将答案写出。手眼一致范式要求被

试用鼠标追踪呈现在电脑屏幕上作随意运动的圆圈，并在圆圈颜色变化时立即按键反应。为了排除分心

任务的混淆作用和“固着打破”等的可能性，研究者另外进行了两个实验。实验二中，研究者分别采用

2-back 范式和手眼协调范式，并且减少指导语中的提示作用(以“i”结尾)。该实验要求被试写出荷兰的

以“A”(或“H”)为开头的地名。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在实验三中，研究者进一步减少提示，要求被试

回答“砖头的不同用途”。分析三组被试的实验结果，发现无意识组的创造性水平明显比另外两组高，

表明无意识思维比意识思维更能产生新异的结果，无意识思维更加倾向于发散思维，而意识思维更倾向

于聚合思维。同时指出，上述提及的两种分心任务对被试的无意识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二者可以替代。

但是考虑到 n-back 范式较难，往往引起被试的消极情绪且较难长时间坚持，因此今后的实验可以采用

hand-eye coordination 范式。此后的研究(Ritter et al., 2012)采用类似的实验范式探究无意识与创造性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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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果与 Ap Dijksterhuis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Ritter, van Baaren, & Dijksterhuis, 2012)。同时指出，无

意识不仅能够促进创造性观念的产生，也能够优化被试对创造性观念的选择能力。但是，Ensiyeh Enjedany
等人(2011)重复 Dijksterhuis (2006)的实验，结果并未发现无意识对创造性水平的促进作用(Enjedany & 
Meybodi, 2011)。 

3. 展望 

总结已发表的无意识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成果，后续的实验应当着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一、采用

哪一种分心任务，使意识资源控制与分心任务难度达到最优化效果，确保被试进入无意识加工状态；二、

考虑创造性测量工具的选取问题，确保测量的标准不仅仅反应实验室情境下的创造性水平，也应当(或者

说更应当)反应实际生活情境中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三、采用哪一种方式使创造性的评分标准更加客观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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