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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力可以看成是先前无关的心理成分之间的联结。注意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功能 ,影响着个体心理成分之间产生

远距离联系的可能性以及对已形成的联系做出新颖性的选择。文章分析了有关创造力与注意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 ,分别阐述

了去焦注意和集中注意这两种不同的注意分配模式在创造性观念或想法的产生和形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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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的想法向我们揭示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却被错误

地认为相互无关的事实间意想不到的联系”。彭加勒

(Poincare)对创造性过程的自我内省式的描述恰好反映了现

代创造力的内涵 ,即创造力 (creativity) 是先前表面上看似无

关的心理成分 (mental element) 之间所发生的新颖的和有效

的联系[1 ,2 ] 。这种心理成分之间的远距离联系构成了个体创

造力活动的心理基础 [3 ] 。注意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功能 ,在

个体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中 ,影响着个体心理成分之间产生远

距离联系的可能性 ,也影响着对已形成的各种联系做出新颖

性的选择。通过两种不同的注意分配模式 :去焦注意 (defo2
cused attention)和集中注意 (focused attention) ,注意在创造性

观念或想法 (idea)的产生和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1 　创造力与去焦注意之间的关系

　　去焦注意 (defocused attention) 是注意资源分配的一种重

要模式。它具有注意范围广 ,注意刺激数量多 ,注意的内容更

具跳跃性等特点[4 ,5 ] 。一般说来 ,高创造性的人常常以去焦

注意的方式来分配注意资源。因为去焦注意增加了心理成分

之间远距离联系的可能性 [3 ,5 ] ,从而使个体更有可能产生出

新颖的观念和想法。

1. 1 　创造力与去焦注意之间关系的现象学研究

从大量伟人传记和个案研究中可以发现 ,创造力与去焦

注意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4 ] 。例如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曾反复提及 ,很少有什么事能逃脱他的注意

范围。这包括一些无关的或偶然的刺激 ,而叔本华 (Schopen2
hauer) [6 ]则在“论噪音”的散文中 ,流露出他长期被周围偶然

发生的无关声音所困扰。在文中 ,他还通过大量事例说明 ,他

这种易受外界无关刺激影响的现象是许多伟大人物共同的特

征。实际上 ,这反映了这些具有杰出创造性的伟人们在注意

的模式上的一个共同特点 :注意范围广泛 ,注意刺激数量很

多 ,注意的内容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即他们是以一种典型的

去焦注意来分配注意资源。这种注意的模式常常使他们无法

过滤大量的无关的外界刺激。在创造性活动中 ,这些无关刺

激和联想有利于他们生成更多的、新颖性的观念和想法。但

同时 ,他们的生活或工作也常常会受到这些无关刺激困扰。

Ghiselin 等 (1964) [7 ]采用自陈式开放问卷 ,对科学家群体

的注意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高创造性的科学家在回

忆自己解决过的问题时 ,常常用“弥散性的”和“扫描式的”来

描述他们在解决问题初期时的注意状态 ,而相对较低创造性

的科学家则用“集中”和“明确”来描述自己的注意。在大学生

群体中也表现出类似的结论 ,例如 ,高创造性的大学生在人格

自我评价中 ,常常用“分心”一类词来描述自己 ( Domino ,

1970) [8 ] 。Ward(1969) [9 ]发现 ,在发散性思维任务中 ,流畅性

得分高的儿童在丰富的环境中测验的得分要高于贫瘠的环

境。而在发散性思维任务中流畅性得分低的儿童在两种环境

中的测验得分没有差异。这些结论与现实中高创造性个体自

我描述基本是一致的。

1. 2 　创造力与去焦注意之间关系的实验研究

有关创造力与去焦注意之间的关系的实验研究主要有两

种范式 :

第一种范式 ,采用双耳分听任务 (dichotic listening tasks)

直接比较不同创造性水平的个体在不同听觉通道中的作业成

绩。Dykes 和 Mc Ghie (1976) [10 ]采用单词和散文两种条件下

的双耳分听任务 ,比较了精神分裂症患者、高创造性被试和普

通被试的注意分配模式。结果发现 ,与高创造性被试或普通

被试相比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两种条件下均将注意更多地转

换到无关的通道上。而高创造性的被试只有在单词条件下比

普通被试更有可能将注意转换到无关的信息上。这表明了高

创造性的人和低创造性的人在常用注意分配模式上的差异。

高创造性的人能够更多地对非注意的外部刺激进行加工。即

他们可以更好地完成那些需要去焦注意的任务。Rawlings

(1985) [11 ]则分别采用了“集中”和“分散”的双耳分听任务 ,进

一步比较了高创造性的人与低创造性的人的注意模式。结果

发现 ,高创造性的人只有在被要求试图记住无关通道的信息

时 ,他们才表现出更多地将注意转换到无关的信息上。最近 ,

Vartanian(2002) [12 ]采用“集中”双耳分听任务 ,系统地探讨了

个体的创造性与在双耳分听任务中的作业成绩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在创造力测验中得分高的被试能够更好地再认非

追随耳中高联想的单词。这表明 ,即使要求被试完全集中于

某个通道的作业 ,高创造性的个体对非追随耳中的信息再认

仍然要高于低创造性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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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范式 ,在问题解决的情境中探讨创造力与去焦注

意之间的关系。Mendelsohn 等 (1976) [13 ]采用解决字谜的任

务 ,探讨了在问题解决情境中 ,外界信息提示对不同创造性水

平的作业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 ,在创造力测验中得分越高

的被试 ,越有可能使用外界的信息提示去解决创造性的问题。

这表明 ,高创造性的个体比低创造性的个体更有可能受无意

呈现的线索启发而获得问题解决的方法。Ansburg (2003) [14 ]

采用类似的任务 ,着重分析了外部提示信息对创造性问题解

决的成绩和一般分析性问题解决的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 ,

RA T 得分能够较好地预测被试使用无意呈现线索发现问题

解决方法的能力。而分析能力测验的得分则不能预测这种能

力。这表明 ,个体的创造性越高 ,他们就更有可能从先前无意

呈现的线索中得到启发 ,从而获得问题的解决方法。即在创

造性问题解决中 ,去焦注意有利于被试建立远距离的联结 ,最

终获得问题的解决。

2 　创造力与集中注意之间的关系

　　高创造性的个体在面对创造性问题情境中 ,他们常常以

去焦注意的方式来分配注意资源。但是 ,一些研究也发现 ,当

他们面对需要集中注意的任务时 ,也能很好的地将注意集中

起来。

Rawlings (1985) [11 ]采用双耳分听任务发现 ,虽然高创造

性的个体比低创造性的个体在遮蔽任务中表现出更多的干扰

错误。但是 ,对于追随耳中信息的记忆 ,高创造性的个体仍然

要好于低创造性的个体。这表明 ,集中注意也是区分个体不

同创造性水平的一个重要特征。Ncecka (1999 , 被 Ansburg

引用 ,2003) [14 ]采用分心任务 ,结果发现 ,被试的创造性越高 ,

他们在分心任务中辨别靶词的速度越慢 ;然而在简单的选择

性注意任务中 ,高创造性被试与普通被试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在一些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参与的反应时范式的研究中也

发现 ,高创造性的个体在明确的概念判断任务中具有较快的

反应时 ,而在负启动任务 (例如 , Stroop 效应) 中反应时较

慢[15 ] 。明确概念判断需要被试集中注意去理解相关的明确

规则 ,并做出反应。而负启动任务则是通过抑制反应 ,使无关

的刺激单词成为对后面任务再认和理解的负启动。个体注意

到前面任务中的无关刺激越多 ,那么在后面任务的再认和理

解中发生的冲突就会越大 ,也因而反应时越慢。因此 ,创造性

的个体在不同性质反应时任务中的表现是不同的 ,当在明确

要求集中注意参与的任务中 ,他们也能够很好地完成。Var2
tanian 和 Albert (2003) [12 ]实验的结果发现 ,在双耳分听任务

中 ,在创造性人格上得分高的被试在掩蔽耳中能更好地记住

所呈现的单词。这表明 ,高创造性的人能够很好地进行集中

注意 ,除非任务需要转换到去焦注意模式上。

一些来自精神分裂症与创造性思维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

提示 ,具有典型去焦注意模式的个体 ,只有同时具有很好的集

中注意 (聚合思维)能力才可能产生出创造性的产品或成为创

造性的人。反之 , 则可能导致精神病倾向和精神分裂

症[16 ,17 ] 。Lubow 等 (1999) [18 ]的研究也表明 ,去焦注意产生广

泛的联想倾向并不足以一定产生创造性成就 ;它需要其他的

因素参与 ,特别是集中注意的参与。例如 ,能去除新颖联系中

不适合的联系的能力就是诗人的诗篇和精神分裂者的语言的

区分标志。

3 　创造力与去焦注意、集中注意之间关系的实质

　　创造性过程一般包括新颖想法生成和选择 ,这两种过程

分别体现了创造性产品两个最基本的特征 :新颖性和适合性。

在新颖想法生成过程中 ,思维活动表现出自由联想的、无拘

束、新异、模糊、外显、不一致和发散等特点。而选择过程 ,思

维则伴随着对问题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合乎逻辑的评估 ,对

各种可能的想法进行抽象的解释 ,将各种可能观念进行综合

等。通过上述有关创造力与去焦注意、集中注意之间的关系

研究 ,可以看出 ,去焦注意可能更多地参与了新颖想法的生

成 ,而集中注意则更多地参与了对各种想法的选择过程。这

两种注意模式在创造性过程中交替变化 ,起着各种不同的作

用。而从行为上看 ,高创造性的个体常常采用去焦注意的方

式来分配注意资源 ,但当情境需要时 ,他们也能很好地集中注

意。这个结果反映了去焦注意和集中注意在创造性力活动中

的不同作用。

首先 ,去焦注意促使个体更有可能产生新颖性的观念和

想法。去焦注意能让更多的想法或观念在意识中同时存在。

这使得高创造性的人能在更广泛的概念间分配他们的注意资

源。从而增加了新的联系的可能性。相比那些注意过于集中

的个体 ,具有典型去焦注意特点的个体 ,在创造性问题的情境

中 ,更容易捕捉到意料之外的线索[14 ,19 ] 。Mendelsohn[13 ] 认

为 ,保持同时进行几种认知加工的能力 ,可以增加不同的思维

成分间产生内在联系的可能性。当这些思维成分被同时注意

到或使用时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更好地提出来或发现。

因此 ,内在注意的容量越大 ,就越有可能出现思维上跳跃性的

联结 ,而这正是创造性思维的特点。Martindale (1999) [5 ] 认

为 ,产生创造性想法或观念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在注意的范围

内同时存在两个心理成分或单元。“一个同时聚焦的成分越

多 ,就越有可能导致一个创造性的想法。因为能被注视的成

分越多 ,联结的各种可能性就越多”。Simonton (1988) [20 ]曾

提出 ,相对分析性的思考 ,直觉思考“具有更大范围的联想 ,这

种联想几乎很少突破注意的阈限”,这意味着创造性需要更大

的注意容量和阈限以下的加工。总之 ,去焦注意增加了心理

成分之间远距离联系的可能性。从而使个体更有可能产生出

新颖的观念和想法。

其次 ,创造性活动最终实现必然要包括注意的集中。虽

然去焦注意似乎是决定思维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重要原因。

但没有注意集中的参与 ,创造性活动仍然无法表现出来。实

际上 ,创造性思维必需具备的两种机制 :鼓励不受约束地进行

各种想法的探索 ;对问题解决方案的适宜性进行聚合式的验

证[14 ] 。因此 ,创造性的个体虽然具有去焦注意的倾向 ,但是

当情境需要时 ,他们也能很好地利用认知资源 ,集中注意以便

能完成所面临的任务。

Martindale(1999) [5 ] 借用 Kris 的初级 - 次级加工理论。

他提出 ,去焦注意主要是与初级加工阶段相联系的。创造性

顿悟常常出现在这一阶段。而集中注意是与次级加工阶段相

联系的。创造性想法的检验或验证常常出现在这一阶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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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焦注意与集中注意两种认知阶段中进行自由地转变的能

力是创造性思维最主要的特征。总之 ,创造性个体能够在去

焦注意与集中注意两种认知阶段之间自由地进行转换 ,从而

实现对注意资源的灵活分配。

最后 ,大脑皮层的觉醒水平可能是创造力与注意之间关

系的共同生物学变异来源。创造力和注意都是大脑的心理功

能 ,如果这两种心理功能都与特定的大脑生物学特性相联系

的 ,那么 ,这种大脑的生物学特征即反映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实

质。Martindale 等 (1991 ,1999) [5 ,21 ]认为 ,注意的模式 (去焦注

意与集中注意) 是与大脑皮层的激活水平相联系的 ,因此 ,如

果注意与创造性思维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那么 ,皮层的激活水

平将影响个体的创造性作业成绩。他们以应激来测量唤醒水

平 ,结果发现高唤醒水平阻碍了创造性问题解决。而且 ,利用

EEG来测量 (处在α波状态下的时间百分比) 唤醒水平时 ,结

果表明 ,低唤醒水平 (去焦注意) 和高创造性问题解决具有相

关。然而 ,低水平皮层唤醒只是在灵感阶段才表现得很明显 ,

而不是贯穿在整个创造性过程中或在基础唤醒水平的测量过

程中。另外 ,他们还采用用途测验 (Alternate Uses Test) 、远距

离联想测验 (Remote Associates Test)和智力测验时的α- 脑电

波对皮层觉醒水平与创造力、智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22 ] 。这

三个任务基本反映了个体作业过程中两种注意模式参与的程

度。用途测验是典型的发散性思维测量 (去焦注意为主导) ,

远距离联想测验即有发散性也有聚合性思维 (去焦注意与集

中注意均有) ,而智力测验则是典型的聚合性思维 (集中注意

为主导) 。结果发现 ,高创造性的被试在三个测验中表现出不

同的皮层活动量 ,而中等和较低创造性的被试却没有这种表

现。高创造性组在进行替换用法测验时皮层觉醒状态最低 ,

在进行远距离联想测验时 ,觉醒水平有所提高 ,在进行智力测

验时则更高。中等创造性和低创造性的人在三个测验中觉醒

水平都是高的。实验结果提示 ,创造性活动需要去焦注意和

集中注意同时参与 ,并最终决定于皮层的激活水平。

4 　研究展望

　　注意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功能 ,在新颖想法或方案的产

生和选择上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创造性与注意之间关系的

探讨 ,有益于人们从基本的认知水平上来理解复杂情境中的

创造性行为。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 ,研究者对注意在创造

性的具体作用机制仍然不很清楚 ,未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深入的探讨。

首先 ,注意在创造力中作用的神经机制。创造力的神经

基础是什么 ? 这是创造性研究领域基本而又前沿性的问题。

对于创造性与注意之间关系的探讨为人们探讨创造性的神经

机制建起了一座桥梁。从先前的研究来看 ,注意的神经机制

已受到了研究者普遍而深入的探索 ,积累了大量的成果。这

使得有可能通过注意这一基本心理功能将创造性与大脑的变

化关联起来。实际上 ,有研究已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例如 ,去焦注意其本质是和大脑抑制水平有关 ,抑制的失败会

导致典型的去焦注意。而去焦注意是与创造性具有内在联

系 ,因此 ,大脑抑制水平与创造性应该具有内在联系 ,Martin2
dale 等[5 ,21 ]人开展了系列的研究来系统地检验这个想法 ,而

且结果初步支持了这个推测。

其次 ,去焦注意作用于创造性的微观认知机制。虽然集

中注意和去焦注意在创造性中似乎都起着同样的作用。但

是 ,研究者更关注去焦注意对创造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去焦

注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新颖观念和想法的产生过程中。而这

个阶段是创造性的最根本的特征 ,也是创造力区别于智力的

根本所在。因此 ,探讨去焦注意在创造性中的作用对于理解

新颖的想法或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

的是 ,从去焦注意的特征来看 ,去焦注意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前

注意状态 ,或者是与 Kris (1952) 初级加工直接相联系的。因

而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 ,去焦注意是与平行加工、阈下加

工联系在一起的。而最近有研究者提出 ,创造性与其他认知

活动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创造性过程需要更多的平行加工或

无意识加工。因此 ,探讨去焦注意在创造性中的微观机制也

将加深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

第三 ,注意作用于创造性的影响因素。从已有的研究来

看 ,高创造性的人不仅与去焦注意这种状态有关 ,而且还与集

中注意的状态有关。高创造性的人具有在这两种状态之间灵

活转换的机制。那么 ,哪些因素是影响个体使用何种注意模

式的关键 ? 当然问题的类型或状态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 ,

个体在面对聚合性问题时 ,可能更多使用集中注意的模式。

而当面对开放性问题时 ,个体可能更多地使用去焦注意模式。

从个体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注意使用来看 ,先前的知识

或情境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例如 ,在顿悟问题解决中 ,先

前经验直接影响个体在问题的初始阶段将注意资源分配到熟

悉的单元上。

最后 ,通过适当训练改变注意分配模式从而促进个体的

创造性。既然注意模式与创造性具有内在联系。那么 ,是否

可以通过一种训练 ,使得个体能够更加灵活使用去焦注意和

集中注意 ,从而达到提高个体的创造性的目的。实际上 ,

Finke (1992) [3 ]等曾提出 ,个体要想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

获得好的成绩 ,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 ,有意识地分散自己的注

意。Ansburg 和 Dominowski (2000) [23 ]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顿

悟问题解决中 ,对学生进行一种具有去焦注意性质的搜索策

略训练 ,可以明显地提高问题解决的成绩。当然 ,问题在于集

中注意特别是去焦注意是否可以训练 ? 或只是创造性活动的

副产品 ? 需要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才能提出一个可

信的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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