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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创新创业成为时代的号角，而创新创业的核心是创造性与创造性人才培养。传统
的人才观在当今仍然占有一定位置，高校对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是否足够科学和合理，

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创造观，其对今天探讨创造性

人才培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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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创新

创业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再一次被提出。经济新

常态下的两大重要发展 “引擎”之一被确立为大

众创业和万众创新［１］，创新和创业成为时代的号

角，其核心和本质是创造和创造性人才培养［２］。

传统的观念更多地认为，创造性是某种天赋

或少数人拥有的禀赋，创造性是右脑的功能，创

造性主要来源于 “灵感”，要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

必须要开设一些 “创造力课程”进行创造技法训

练等，不一而足。那么，这些传统的、在今天较

为流行的观念是否正确，我们对创造性又缺乏哪

些根本认识，创造性思维到底从哪里来，“万众创

新”是否可能，创造性人才怎样培养，是否存在

着所谓 “创新按钮”？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困绕

着和需要我们高等教育者深入进行思考和探讨。

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论”中蕴含丰富的关于

创造理论的思想和观点，重拾这一２０世纪心理学
巨匠的创造思想理论，对于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创

造性人才培养观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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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造与创造性的概念

提起创造性人才，需要首先了解 “创造”和

“创造性”的概念。人们对 “创造”有很多理解，

主要强调的是新创见和新想法以及创新技术和产

品。到目前为止，创造学中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和

全面的 “创造”定义，这主要是因为创造涉及较

为复杂的现象和行为，其内涵尚处于不断探索中。

不过，对 “创造”的定义更多地可以从创造主体、

创造过程和创造产品方面来理解。综合起来，将

创造表述为：以人类大脑的特殊思维，以新鲜的

观念解决各种问题，发现和造出独创的、更好的、

有价值的东西的活动过程［３］。这一定义，囊括了

创造的主体、过程、产品三个要素。

创造性 （创造力）同创造一样，也涉及复杂

的诸多方面。只是创造性更侧重于创造主体本身，

是具有对象性的实在。它是与人类智力相关的某

种能力或品质，由多种因素建构而成，任何具有

正常生理心理能力的个人，都会拥有一定程度的

创造力。吉尔福特定义的创造性非常简单而明确，

是普遍存在于创造主体中的具备从事某种创造活

动的能力［４］。他特别指出，创造性不是由某种遗

传天赋使然，而是广泛地连续性地分布于普通人

群之中。吉尔福特关于创造性的定义和观点引起

广泛关注。而到了人本主义时期，以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创造观则获得了

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认同。

　　三、马斯洛 “自我实现论”的创

造观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集大成者，其
心理学思想中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有关 “创造”

的见解，重新梳理和解读他的 “自我实现论”对

于深入研究创造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马斯洛的 “需求层次说”

马斯洛 （ＡｂｒａｈａｍＨＭａｓｌｏｗ）“自我实现论”
的重要理论前提和基础是他的 “需求层次说”。

“需求层次说”是马斯洛在其 《动机与人格》

（１９５４）一书中系统阐述动机理论时提出的。该理
论认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有五个层次，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和受尊重的需

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之所以成

为人之后，其生物本质中的动物本能业已不复存

在，或仅剩残余，但其高级生物本能，却成为生

物本质中的主要特性。健康人的生物本质的最高

层次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不断追求自我实现

的需要是人的特有本性，构成人的心理行为动力

机制［５］５３。

（二）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论”

以 “需求层次说”的动机理论为基础，马斯

洛进而构建起他的关于 “自我实现”的理论体系。

该理论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论述，一方面，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是一个人对潜能的最大自

我发挥和愿望的最终自我完成 （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的
一种倾向性，健康人有自我实现需要的动机［５］１７６。

人性或人的根本动机在于满足这种倾向性或愿望。

健康人本性中永远是有 “向上”和 “向前”发展

的自我实现动机，它是 “无止境的，从不会得到

完全满足”［５］１７９。反过来说，也只有具有自我实现

需要动机的人才称得上是健康的人。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自我实现者的人格特性的。

马斯洛研究的自我实现者的人格特性包含很广，

如对现实的有效洞察力和对自我、他人和自然的

接受；以问题为中心；超然的独立性和自发性；

对文化和环境的自主性和欣赏性；高峰体验，创

造力或独创性；以及在社会情感或人际关系中的

宽容性、民主性等。这其中最有名的是高峰体验，

马斯洛对高峰体验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发

现，正是高峰体验———以问题为中心，高度的集

中，忘我，强烈的感官体验和对所从事事业的热切

欣赏———的强弱差别，反映出了自我实现者之间具

有的极大个体差异。可用 “高峰型 （ｐｅａｋｅｒｓ）”与
“非高峰型 （ｎｏｎｐｅａｋｅｒｓ）”来区分。前者马斯洛
称之为 “超越型自我实现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ｒｓ）”，后
者虽具有自我实现的全部描述特征，但却缺乏

“超越性体验”，因而称之为 “非超越型自我实现

者 （ｎ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ｒｓ）”［６］３－４。马斯洛认为 “超越

者远较非超越者更趋于成为创新者、新事物的发

现者，而后者则更趋向于成就自己的 ‘适当之

责’”。以上两个方面蕴含着马斯洛关于人的创造

性来源的重要思想。

（三）“自我实现论”中关于创造性的认识

在 “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之上，马斯洛提

出了他对于人的创造性的几个重要认识。

首先，马斯洛指出，人的创造性或创造力的

根源就在人自身，或者说，它的本质也就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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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本质或本性在一个侧面的体现［６］４３。在马斯洛

看来，每个人都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具有某些创

造力或独创性，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

点，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也即创造性

是人性使然，人人都具有创造性［６］２８１。但是，为什

么有些人往往没有显示出这种本性呢？那是因为，

马斯洛认为，处于安全需要不得不适应现存社会

文化环境的阻力和压力的结果。例如，单纯的儿

童就显示出他们更大的创造性。自我实现者的创

造力存在于那些 “保持了新鲜、纯真、率直眼光

看待生活的人当中。”他认为很多人也许先前丧失

了它，后来又失而复得。由此，马斯洛得出结论，

创造力一定是具有健康人格的一种显现，而一个

健康人格的人也会以源于自身本质的自然态度和

精神，富于创造性地观照世界［６］２８３。

其次，马斯洛指出创造性有原发性创造和继

发性创造两种。虽然人人都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表

现出他的创造性，但马斯洛仍然认为，有一种创

造性，尤其是产生新观念或新思想的创造性是潜

藏在人性的深层之中的，只有透过人性的表层才

能将它挖掘出来［６］２８９。借用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

的 “无意识”（本我）与 “意识之外 （自我）”的

概念，马斯洛将创造性分为原发创造性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即 “无意识”或 “深层自我”的创

造性，以及继发创造性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即 “有意识的”或 “浅层自我”的创造性。马斯

洛认为原发创造性是 “感知世界和进行思维认知

的无意识创造过程”，那些潜藏于深层自我或无意

识之中的创造性，“正是新发现、真正新奇的远离

现实存在的观念的来源。”所有健康儿童及 “童真

似的创造性人物”中都发现了它。他进而推论，

原发创造性很可能是一种人人都具有的人类的

“遗传特性”，即人类共有或普遍存在的，只不过

被大多数成人压抑在无意识或 “深层自我”中了。

原发创造性经过适当的调节和环境的适宜性应当

可以被释放。继发创造性不同于原发创造性，是

原发创造性受到抑制而 “有意识地”觉知进行创

造的过程，是在前人 “原发创造性”成果基础之

上进行的一种沿袭式的或延续式的次级创造。它

的特点是合乎逻辑、自明合理、现实的。比如，

生活和工作中有一些非常刻板、拘谨、保守的人，

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严谨认真地工作，即使

没有来自无意识的原发创造性，也同样取得了创

造性的成果［６］２９３。而不论是 “原发创造性”还是

“继发创造性”，都来自人的本性或都是人的本性

的具体体现。

最后，马斯洛认为完整的创造性思维存在两

种不同性质的阶段。在创造性思维的前一阶段，

即创造性的 “灵感”阶段，是来自原发创造性的

“灵感”；在创造性的后阶段，也就是 “灵感”之

后的努力阶段，是来自继发创造性对灵感的加工、

整理和发挥。马斯洛将创造性的灵感阶段，某种

程度地等同于需求层次论的 “高峰体验”或 “超

越型体验”。他认为，虽然之后的艰苦工作有利于

使灵感的闪现不至夭折，但灵感阶段真正地代表

了创造或创造性思维。这时，“灵感”或 “高峰体

验”出现于 “自我忘却”或 “失去自我意识”，从

而 “沉入无意识的原发过程，再现最原发的美

感”［６］２９７。

在马斯洛看来，思维主体若要得到如此的体

验或达到如此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使 “自我”

或 “自我觉知的意识”尽可能处于放松状态，从

而达到一种原发状态，“任其自然地接纳事物的本

来面目，而不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外界，直至

感到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从而真切地体会事物

的本质和内在［６］３４０。“假若你要画一只鸟，你就必

须成为一只鸟”，或像徐悲鸿所说，要感到 “所画

的马的每一根鬃毛都有生命”。

（四）“自我实现论”中的创造性人才培养观

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论”中包含了丰富的关

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认识。马斯洛的创造性人才

培养观构成了其自我实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马斯洛所处的２０世纪中叶时期，他注意到知识、
技术、发明和工艺急速增长的事实，从而提出了

一系列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很有意义的创造性人

才培养的观点。

首先，改善普遍的环境条件可以培养一般人

的创造性。马斯洛认为，培养富于创造性的人，

不应仅仅局限于培养某种特殊人才，如科学家、

发明家、天文学家等，更重要的是改善普遍的环

境条件，如整体的、普遍的自由精神、宽松的、

包容的学术环境、普遍的创造性气氛等等，从而

“优化心灵组织”，激活或找回 “原发创造

力”［６］１９０。

其次，培养心理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实际上

就是培养富于创造力的人。马斯洛认为，心理健

康的人具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因而也将能够产生

新思想的原发创造性，其自明的、合逻辑和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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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继发创造性都能够得到应有发挥［６］１９３。换句

话说，这样的人，也就是其意识与无意识相互协

调和整合的人。“一个真正整合的人，就能够既是

原发的、又是继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

的”，从而一个人不应因为 “甘于控制、理性和批

判，而失去富于幻想和着迷的新思想，同时也不

应神化灵感和顿悟，而忽视了理性的艰苦工作和

努力。”

再次，培养创造性需要 “新型教育”。马斯洛

指出，现代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已不再是教给学生

已知和既定的技术，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社

会需要的是一种 “新型”的人。这种人 “随遇而

安，乐于变化，能即兴创造，并满怀信心、力量

和勇气地面对他事先毫无知晓的情境”。马斯洛认

为，这种人是 “健康和完整”的人， “健康和完

整”的人身体、心理、人格更丰满、更健全，就

会有更强的自我实现需要，也就更具有创造

性［６］１９８。因而，马斯洛认为，培养创造性的根本前

提是培养这种 “健康”的 “新型”人。培养这种

“新型”的人是现代社会一切领域的普遍需要，这

是现代社会 “必须发展”的教育目标。所以，他

认为，教学观念也要随之改变，不应仅仅是培养

训练有素和有着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或随时能

使用已有技术的人，而是培养拥有健康人格和思

想的 “完整”的人。教育的任务是发展全面的

人，而不是仅强调对人的技能训练，如果真要强

调训练，那也应是对 “整个人”的训练。马斯洛

非常反对在课表上 “再增加一门三学分的创造力

课程”，因为，启发人的创造性根本不存在开关

电灯似的 “创新按钮”，相反，完整、健康人性

影响一个人的创造性。所以，他认为创造性应从

“更整体论，更有机论的视角”来考察，而不是

以机械还原论的观点孤立地对待人的创造性的

提高。

最后，艺术教育是培养创造力有效的教育。

马斯洛认为艺术教育，一般性的通识艺术教育，

有利于培养创造性［６］２０４。但是，他说，不是因为艺

术教育能直接产生创造性，而是这种教育能帮助

造就更高的人。音乐、美术、舞蹈、非言语教育，

能让受教育者面对自我，面对世界，让心灵得到

更自由地展露。这种艺术教育的形式，是能够帮

助培养 “完整人、健康人”的教育，从而有利于

释放深层心灵，有利于产生更大的创造力。

　　四、马斯洛 “自我实现论”创造

观的启示

　　以上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论”中所蕴含和体

现的创造观，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审视和建

立新型的创造性人才培养观，有着很大启示。

（一）创造性普遍存在，万众创新可以实现

马斯洛指明人的本性中存在自我实现的必然

趋势，而人的创造性是这种必然趋势的具体体现。

于是，人人都具有创造性，创造性普遍存在。创

造性又是创新的核心，因而万众创新亦是可能的。

既然大众本性有创造性，那么，只要环境条件适

宜，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合理，从理论上说，人

人的确都能够展示出创造性，大众的创造性都可

以培养和开发［７］。由此启发我们，今天我们培养

学生的创新创业不应是 “精英人物”或 “高级班”

的形式，也不应视学科、专业的不同有所区分，

如理工、科技类院校更注重创新性培养，而人文

社科类则重视程度较弱。而是所有的学生，按照

马斯洛的观点，都应当接受基本的创新精神启蒙

和开发，创造性是学生的 “公共产品”，受益对象

是所有学生。因而，学校如何在这一原则下设定

和实施创造教育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健康人培养是创造性教育的前提，不存

在 “创新按钮”

马斯洛提出的 “健康人”的概念促使我们教

育者重新审视创造人才培养的基本点和落脚点。

创造性是 “健康人”的本性，健康的人都有自我

实现的追求，那么，我们要培养创造性的人就是

要培养一个健康的人！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容易被

忽视。多年来，很多学校似乎忘记了教育的这一

根本初衷，却在一门心思地开设各种技术和技能

训练课，希望速成，哪些课程热就开哪些课程，

包括近些年来流行和热门的创造技法课、创造实

务课等等。而在他们的课里，却很少看到艺术类

课程，即使有也只是一两门选修课而已。创造力

的培养，艺术不可少———美籍华裔诺贝尔数学奖

获得者丘成桐如是说。所以，多加了几门创造力

课程，不等于学生就有了创造性［８］。马斯洛认为

创造性培养没有可以立即启动的 “创新按钮”。这

一观点很值得我们高校的教育管理者思考当前课

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高校与其趋之若

鹜地让学生学习各种创造力课程，倒不如认真揣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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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培养 “健康人”的思想真谛，深入思考本质上

提高创造力的方法和途径。

（三）用整体有机论的观点看待创造性人才

培养

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论”的创造观最大的特

点之一是整体论和有机论的方法，对创造性不局

限于原子论和机械还原论的分析，而是将创造力

放在一个整体中进行考量。因为世界、社会、每

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联系［９］。马斯洛

将整体论作为观察世界和人的总的方法，将整个

人放在一个整体中，从而可以更客观地看待这一

极其复杂的现象。反观我们当前对创造性人才培

养的视角，很多时候却是孤立、单一和分割的，

我们时而会注重创造性思维训练，有时重视创造

性技术技法，有时侧重创造实务，有时又注重创

造产品开发，有时我们注重学生个性，而有时我

们又陷入对已有创造性人才特质的模仿，等等，

缺乏从整体的视角去审视整个创造主体、思维过

程、创造产品以及创造活动本身。创造性的培养

要求通盘考虑政府、社会、组织、个人诸要素的

功能和角色，需要各个主体全方位、多角度参与，

共同铺就创造性的肥沃土壤［１０］。

（四）创造性人才需要培养同时也需要管理

根据马斯洛的思想，“原发创造性”的人往往

富于幻想、想象、甚至疯狂和怪癖，他们经常不

从习俗，成为一个机构中 “麻烦制造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ｍａｋｅｒ）”。但这种人却恰恰有着不同寻常的创造
性。这让我们思考，当今我们的教育、组织和社

会，是否更多的是强调趋同、集体和统一行动？

是否对这种 “原发创造性”的人给予适当的理解

和宽容？作为教育者或管理者，我们至少应当学

会尊重或至少以开放的眼光看待这种类型的人，

使他们也能够有较宽松的环境融入社会群体。也

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需要对创造性

人才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展示更多的包容与接

纳［１１］。对创造性人才的管理也应当成为一个新的

领域，教育者和管理者们 “必须学会对创造性人

才的管理，尽早发现他们，并且教育和培养他

们”［１２］。这是我们教育者和管理者义不容辞和应当

进一步思考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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