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苹果公司已故
掌门人史蒂夫·乔布斯富
有创新精神，在众多人心
目中是个天才。或许你觉
得乔布斯和其他一些著
名人物天生聪明，所以能
想出各种普通人想不到
的好点子，而不少事例和
研究表明，创造力与其说
是天赋，不如说是技能，
提高创造力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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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迫思考
报事贴是一种常见办公用品，

它的诞生源自 !" 公司工程师阿
瑟·弗赖的灵感。

弗赖 #$%&年冬天听同事谢尔
登·西尔弗介绍他研制的一种粘性
极弱的胶水。像在座其他人一样，弗
赖一时也想不出这种胶水的用途。
胶水不粘还有什么用呢？
一个星期天早上，弗赖无意中

想出答案。那天他去教堂做礼拜，唱
赞美诗，像往常一样，他拿小纸条当
书签夹在歌本中准备翻开的页面。
小纸条经常掉出来，害得弗赖手忙
脚乱地翻歌本。那天小纸条又掉出
来时，弗赖想到，如果用那种粘性极
弱的胶水涂在小纸条上，就可以把
纸条固定在页面上，取下纸条时又
不至于破坏书页。这个想法成就了
报事贴这一 !"的经典产品。
像弗赖这样突然“灵机一动”的

事例还有不少。研究人员发现，灵感
降临与位于右脑的前上颞回的活动
相关。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专家乔纳·
莱勒在新近出版的著作《想象：创造
力如何发挥作用》中写道，强迫自己

思考问题时，可能会束缚想象力，换
句话说，可能导致在错误的思路上
闷头走下去，而冲个澡、看喜剧，暂
时转移注意力或可帮助捕捉事物之
间关联，迸发思想火花。阿基米德在
浴缸里想出浮力原理或许是莱勒这
种说法的最好诠释。

专注获回报
尽管放松身心可能有意想不到

的好处，但更多时候“灵机一动”的
背后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锲而不
舍的尝试。
对于国际大都会纽约市的著名

标识“我爱纽约”，人们都不陌生。标
识中的“爱”以红色桃心表示，“我”
和“纽约”用醒目的印刷体字母。这
个标识诞生后，出现大量模仿它的
设计。
为了创造这个经典标识，美国平

面造型设计师米尔顿·格拉泽经历了
苦思冥想、直到感觉完美的过程。

格拉泽 #$%'年受委托设计一
个能提升纽约市形象的标识。他花
几星期时间设计了大量方案，最后
决定把“我爱纽约”这句话弯曲着印
在白色背景上作为标识。这个方案
得到众人赞同。

本该就此交工，但是直觉告诉
格拉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人人
都喜欢它。如果我是正常人，我就
会停止想这个项目。然而我不能。
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格
拉泽说。
他继续思索还能设计成其他什

么更好的样子。几天后，他乘出租车
时遇到堵车，“我兜里总带着纸，这
时候，我把纸拿出来开始在上面
画。”他回忆道。他边想边画，脑海中
逐渐出现“印刷字体和夹在其中的
大大的红心”。“我知道这才是应该
有的样子。”
或许你会问，既然有的问题绞

尽脑汁之后才有答案，有的则在不
经意间迎刃而解，那么碰到难题时，
我们怎么知道到底应该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还是一时想不出就把问题放
一边？
神经科学专家说，大脑天生会

评估用哪种途径解决难题，当感觉
已经接近答案，如果继续想就能找
到答案时，大脑会产生一种“知道的
感觉”。
专家建议，如果找不到这种感

觉，不如暂时忘掉问题，而如果有这
种感觉，就需要一鼓作气。

拓宽社交面
发明创造看似“无中生有”，其

实它们往往是对已有事物的完善或
革新。
电脑、手机、音乐播放器都不是

苹果公司的发明，但它让它们变得
更好用，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变成新
产品。怀特兄弟曾生产和销售自行
车，利用自行车工作原理成功实现
人类首次飞行。约翰内斯·古滕贝格
利用他掌握的制造榨酒机的技艺研
制出印刷机。斯坦福大学学生拉里·
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把搜索学术文
章使用的排序法用在互联网搜索
上，结果诞生著名搜索引擎谷歌。
乔布斯曾说，“创造力就是把事

物连接在一起的能力”。他认为，做一
个发明者要追求“各种各样的经历”，
尝试做不同事情，与不同领域的人做
朋友，收集大量的“点”，以便在将来
某个时候把这些“点”连接起来。
乔布斯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后参

加一个书法课程。“最开始，这些知
识在生活中没有任何用处，但是 #(

年后，当我们设计第一台苹果电脑
时，这些知识都回到我的脑中。我们
在设计中运用这些知识。它是第一
台有漂亮版面设计的电脑。”

社会学家马丁·吕夫研究 %))

名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生的社会关系
和创新能力，发现那些社交面宽的
毕业生创新能力得分比其他毕业生
高 !倍。

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往往
鼓励员工在不同领域社交，与专业
完全不同的同事交往。谷歌公司每
年举办“疯狂搜索点子”活动，让各
部门员工带来他们的搜索创意，一
起挑出其中最好的创意。!"公司
的工程师每隔几年就要轮换到一个
新部门，学习接触新事物。

头脑需重组
对某个领域十分熟悉固然有助

于解决该领域内的难题，却也可能
因此局限于条条框框，束缚自己的
创造力。抱着初学者或外行的心态，
抛开定式和成见，不怕失败，反倒可
能茅塞顿开。按心理学和神经科学
专家莱勒的说法，头脑需要“重组”。

!""#$%"&'(%网站的兴旺即建立
在“头脑重组”的基础上。企业把研
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发布在这个网
站上，“悬赏”征集解决方案。这些难
题分属领域各不相同，如一家跨国
食品制造企业希望找到生产“低脂
巧克力味复合涂层”的方法，一家电
子企业想设计太阳能驱动的电脑。

哈佛商学院教授卡里姆·拉克
哈尼 *((%年开始分析刊登在 !""#+

$%"&'(%网站上的数百项悬赏，发现
不少难题的破解者属于相关领域的
“边缘人”：他们的领域与难题所属的
领域有少量交集，大致明白难题的意
思，但不至于“当局者迷”。一些化学
专家没有破解化学方面的难题，却解
决了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难题。
拉克哈尼研究的悬赏中，将近

!(,不到 )个月就奏效。有时候，题
目发布没几天就遭破解。

许多难题的破解看似简单，不
过，正像莱勒在书中所述，创造的过
程从来都不容易，其中充满太多不
确定因素，就像用力擦两块石头，可
能擦出火花，继而燃成熊熊烈火，也
可能一无所得，而学者们花费大量
工夫研究创造力产生的奥秘，正是
为了不断改进摩擦石头的方式，提
高火花迸发的可能。

欧飒

与其说是天赋 不如说是技能

创造力，可以慢慢培养!!!!!!! 蓝色带来灵感

!""# 年一项研究

发现! 志愿者置身蓝色

环境中解答"灵感类#题

目成功率明显提高!而

红色环境有助于解答

"推算类$题目% 研究人

员解释!蓝色让人放松!

有利于建立事物之间联

系!而红色让人警醒!为

推算提供良好条件%

!白日梦不是坏事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

巴巴拉分校研究员乔纳

森&斯库勒发现!爱做白日梦的

人在创意测试中得分更高%

! 想象变成小孩

研究人员让志愿者把自己

想象成 $岁小孩! 发现他们在

多向思维测试中的表现更佳!

例如他们可以想出更多废轮胎

的用处% 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

友友经常提醒自己 "像刚学琴

的孩子一样尽情演奏$%

! 想象在远方

印第安纳大学一项研究发

现! 如果告诉志愿者让他们解

答的题目来自外国! 而不是美

国本土!他们更容易找到答案%

! 跳出格子

不少办公室隔成一个个小

格子! 这样有可能限制员工的

创造力%最新研究表明!长时间

在小格子里工作的人置身开阔

的工作环境中后! 在创意测试

中成绩提高%

!走遍天下

凯洛格管理学院教授亚

当&加林斯基发现!有海外生活

经历的学生更有创意% 他认为

这是因为体验其他文化让头脑

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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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和西

北大学研究人员让志愿者解答

需要灵感才能找到答案的谜

题!在志愿者思考时!用仪器监

测他们的大脑活动! 结果发现

在志愿者给出正确答案之前几

秒钟!前上颞回活动突然增强%

先前研究发现! 这一区域一大

功能是把相距遥远的信息联系

起来! 这正是产生灵感需要的

条件%

西北大学神经学专家马

克&比曼和同事发现!看喜剧片

有助于获得灵感% 在他们做的

一项实验中! 看美国著名喜剧

演员罗宾&威廉姆斯的一段演

出录像后! 志愿者解答谜题的

成功率提高大约 !"%%

酒精或许也有帮助% 伊利

诺伊大学研究人员让志愿者看

几组单词!每组三个单词!要求

志愿者想出一个能与这三个单

词分别组成新词的单词% 这是

一种典型的需要灵感' 或者说

是需要把相距遥远的信息联系

起来才能解答的谜题% 研究人

员发现! 喝过一点酒的志愿者

解答正确的谜题比清醒的志愿

者多 &"%%

爱因斯坦说过("创造力

是浪费掉时间后剩余的东

西% $一些依赖创新的企业相

信这种理论% 谷歌公司为营造

轻松愉悦的工作环境以激发

员工创造力!在其位于加利福

尼亚州山景城的总部设置各

种各样的康乐设施!包括乒乓

球台'游戏机'台球桌'按摩

屋'健身器械等%

灵感从何而来

! 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右*和谢尔盖&布林! 米尔顿&格拉泽创造了+我爱纽约$这个标识

" ,想象(创造力如何发挥作用-)右图*

的作者莱勒在演讲

# 阿瑟&弗赖发明了报事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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