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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范示思维

所谓的范 示 思 维$就 是 针 对 要 解 决 的 问 题$寻 找 某 一 或

某些实物&现象&原理&理论&思想&经 验 等 事 物$这 些 事 物 称

为 原 型 典 范$简 称 为 范 型$或 者 在 日 常 活 动 过 程 中 $发 现 某

一 或 某 些 实 物 &现 象 &原 理 &理 论 &思 想 &经 验 等 事 物 "即 范

型’ 的内容可 以 应 用 于 某 一 领 域 解 决 原 来 不 曾 意 识 到 的 问

题$然后在范型的示范 下$得 到 与 范 型 内 容 相 似 的 新 事 物 的

思维方式和过程%

根 据 定 义 我 们 看 到$ 以 显 意 识 中 的 问 题 呈 现 和 范 型 出

现的先后来区分$范示 思 维 有 两 种 有 着 本 质 区 别 的 过 程$这

就是范示思维的两种基本过程%

第一种基本过程是问题在先$范型发现在后% 即先有显

意识中存在要解决的某 个 问 题$然 后$根 据 问 题 的 特 点 来 寻

找范型$找到范型后$在范型示 范 下$解 决 问 题$得 到 问 题 的

答案% (让土拨鼠走开)工具的发明就是这样思维过程% 美国

有 不 少 优 良 的 牧 场$绿 草 茵 茵$但 是 $土 拨 鼠 却 将 草 地 视 为

乐 园$四 处 打 洞$牛 马 在 奔 跑 时$蹄 子 常 常 会 踏 进 土 拨 鼠 洞

中$结果不是骨折便是扭伤% 牧场主们绞尽脑汁要赶走土拨

鼠$但 捕 捉 极 难$用 药 毒 杀 和 下 夹 子 又 会 殃 及 别 的 动 物$真

是无可奈何% 盖伊*鲍 尔 弗 也 深 受 其 害$他 总 思 索 着 怎 样 叫

土拨鼠滚开% 一天$鲍 尔 弗 闲 来 无 事$站 在 旁 边 看 清 洁 工 用

清洁车上的吸尘器吸取下水道里的污秽物% 忽然$他想起了

牧场草地上污 秽 物!!土 拨 鼠 们$ 脑 子 里 飞 快 闪 出 一 个 念

头!(难道不能用吸尘 器 将 那 些 该 死 的 土 拨 鼠 们 从 洞 中 吸 出

来+ )他立即改装一辆卡车$装上吸尘箱$在吸尘箱中装了三

个 *! 厘米 厚 的 大 功 率 芯 泵$一 试 果 然 将 土 拨 鼠 从 洞 中 吸 了

出来% 他将发明的这种新工具名为(让土拨鼠走开)% +$,--
第二种基本过程是范型发现在前$ 然后在显示意识中

呈现要解决的问题% 即在日常活动中$由一事物想到先前不

曾意识到的问题$认为 利 用 该 事 物 可 以 解 决 想 到 的 问 题$然

后把这一事物确立为范型$解决产生的问题% $&." 年英国的

皮 尔 舍 顿 发 明 的 平 板 玻 璃 漂 浮 制 造 法 就 是 这 种 思 维 过 程 %

当皮尔舍顿 走 进 厨 房 时$ 注 意 到 水 槽 里 的 洗 盘 水 表 面 浮 着

厚厚的油脂$油脂层 表 面 油 光 滑 亮% 他 忽 然 想 到$如 果 让 熔

融的玻璃浮 在 熔 融 的 金 属 液 体 上$ 制 作 的 玻 璃 一 定 会 很 平

滑$于是发明平板玻璃漂浮制造法%

在范示思维中$所采用的范型可以是单独一个事物作为

范型$也可以是多个事物共同作为范型而得到思维成果% 所

以$根据在范示思维 中 所 运 用 的 范 型 数 目 的 多 寡$可 将 范 示

思维分成两类!单元范示思维和多元迭加范示思维% 单元范

示思维是以 一 个 事 物 为 范 型 所 进 行 的 范 示 思 维% 上 面 的 两

个事例都是 单 元 范 示 思 维% 多 元 迭 加 范 示 是 以 多 个 事 物 一

起作为范型 所 进 行 的 范 示 思 维 过 程% 如 达 尔 文 的 生 物 进 化

理论是莱伊尔的地质 渐 进 进 化 思 想 和 马 尔 萨 斯 的,人 口 论-

这两个原型 共 同 作 为 范 型 的 迭 加 范 示 的 结 果% 利 用 组 合 方

法进行技术发明也是多元迭加范示思维的典型例子%

通过范示思维必然产生相似$这是因为范示思维的结果

是范型示范 下 的 思 维 结 果$ 其 相 似 就 是 思 维 成 果 与 范 型 的

相似% 相似的产生视范示思维过程的不同而不同$有的是以

问 题 的 已 知 内 容 与 范 型 之 间 有 某 种 相 似 为 基 础 产 生 的 $如

达 尔 文 自 然 选 择 的 进 化 论 与 马 尔 萨 斯 的 ,人 口 论-的 相 似 $

是以自然界 的 动 植 物 与 人 类 之 间 在 生 存 的 方 式 方 法 上 有 一

定 相 似 的 情 况 下 $进 一 步 把 马 尔 萨 斯 的 ,人 口 论 -思 想 类 推

到生物界而产生的更大的相似% 但是$有的相似不一定以问

题的存在$ 或 者 问 题 的 已 知 内 容 与 范 型 之 间 存 在 某 种 相 似

为基础而产 生% 如 俄 国 生 物 学 家 梅 契 尼 科 夫 从 海 盘 车 幼 虫

吞 食 蔷 薇 刺 的 现 象 中 得 到 示 范 而 提 出 的 吞 噬 细 胞 学 说 $并

不是梅契尼 科 夫 在 观 察 到 幼 虫 吞 食 蔷 薇 刺 的 现 象 时 就 已 经

获知了白血 球 对 外 来 物 作 用 的 某 些 作 用 机 理$ 而 是 把 幼 虫

吞 食 蔷 薇 刺 的 机 制 直 接 套 用 到 白 血 球 对 外 来 物 作 用 上 $认

为白血球对 外 来 物 的 作 用 应 该 如 同 海 盘 车 幼 虫 吞 食 蔷 薇 一

样吞噬外来物$从而 提 出 吞 噬 细 胞 学 说% 可 见$通 过 范 示 思

维产生的相似$以及 其 形 式&过 程 比 起 利 用 相 似 原 理 产 生 的

相似$以及其形式&过程的内容更丰富%

范型在范示思维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是应用范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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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解决问题的钥匙!是 解 决 问 题 的 桥 梁!范 示 思 维 正 是 借 助

范型这一中 介 来 解 决 问 题" 如 果 在 思 维 过 程 中 不 存 在 作 为

范型的事物!就不是 范 示 思 维" 那 么!什 么 样 的 事 物 可 以 作

为范型# 人们是根据什么来寻找范型#

二!确定为范型的根据

一般说来! 只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起示范作用的

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范型" 作为范型的事物可以是实物$现

象$原理$理论$思想等" %让土拔鼠 走 开&是 以 实 物 为 范 型!

吞噬细胞学 说 是 以 现 象 为 范 型! 二 元 化 学 武 器 是 以 一 种 甲

虫 贮 存$混 合$发 谢 液 体%炮 弹&原 理 而 发 明 的!达 尔 文 生 物

进化论是以 莱 伊 尔 的 地 质 渐 进 进 化 理 论 和 马 尔 萨 斯 的 ’人

口论(这两个理论作为范型而创立的!等等" 总之!作为范型

的 事 物 多 种 多 样 !既 可 以 是 实 物 $现 象 !也 可 以 是 原 理 $理

论$思想!还可以是理论结构 形 式 等 等!任 何 一 种 事 物!只 要

它能够起示 范 作 用 解 决 问 题! 它 就 可 以 作 为 范 示 思 维 的 范

型"

将一事物确定为范型的方式有如下几种情形"

!"以问题的已知内容为根据!寻找与问题的已知内容相

似的事物!将此事物确定为范型" #)#)汤姆逊发现电子后!提

出了原子的 实 心 带 电 球 模 型! 后 来 的 粒 子 散 射 实 验 证 明 了

实心带电球原子模型是不正确的" 卢瑟福通过分析认为!要

使粒子产生 大 角 度 的 散 射! 原 子 的 大 部 分 质 量 应 该 是 集 中

在原子的中心!那么!具 有 这 样 性 质 的 原 子 应 该 是 什 么 样 的

结构# 在研究过程中!卢 瑟 福 想 到 太 阳 系 具 有 这 样 的 性 质!

太 阳 系 的 大 部 分 质 量 集 中 于 太 阳 且 太 阳 位 于 太 阳 的 中 心 "

于是!卢瑟福以太阳系为范型!提出了原子行星结构模型"

$"以解决问题的某种思想为根据!寻找与该思想相似的

事物!将此事物确定为范型" 如何节约能源是各不同领域的

工程技术人 员 关 心 的 问 题" 在 建 筑 行 业! 有 人 提 出 一 种 设

想!设计一种能使屋 子 冬 暖 夏 凉 的 屋 顶!达 到 节 约 能 源 的 目

的" 为此设计人员提 出 一 种 设 计 方 案*新 屋 顶 夏 天 呈 白 色!

能反射光线!减少吸收!从而 降 低 室 内 温 度+冬 天 呈 黑 色!增

强吸收热量! 从 而 提 高 室 内 温 度" 在 这 种 设 计 思 想 的 指 导

下!设计人员开始寻 找 与 此 相 似 的 事 物!终 于 在 生 物 界 中 发

现一种比目鱼!比目 鱼 处 于 白 色 砂 滩 上 时 皮 肤 变 成 白 色!如

果处于黑色的泥地时就变成黑色" 于是!设计人员以比目鱼

为范型!研究比目鱼 变 白 变 黑 的 原 理!原 来 比 目 鱼 的 真 皮 深

处是黑色色素!当黑 色 色 素 靠 近 真 皮 表 面 时!看 起 来 是 黑 色

的+当黑色色素退回 到 色 素 细 胞 底 部 时!比 目 鱼 看 起 来 的 白

色的" 设计人员在比目鱼颜色变化原理的示范下!最后得到

如下的技术 方 案* 制 造 一 种 埋 有 微 小 白 色 小 球 的 黑 色 屋 顶

材 料 !当 阳 光 照 射 使 屋 顶 发 热 时!小 白 球 受 热 发 生 膨 胀 !突

出黑色屋顶表面!使 黑 色 屋 顶 变 成 白 色" 反 之!当 屋 顶 变 冷

时!小白球收缩!屋 顶 又 变 成 黑 色" 从 而 发 明 出 一 种 使 房 屋

保持冬暖夏凉的新型屋顶"

%"以 问 题 的 已 知 内 容 为 根 据 !寻 找 具 有 这 样 性 质 和 规

律的事物!椐此可以统 一 解 释 说 明 要 问 题 的 已 知 内 容!于 是

将该事物确定为范型"

达尔文通过远洋考察和家养动植物变异的研究!对所发

现的的现象形成了一种 思 想!即 物 种 是 逐 渐 变 异 的 假 设!选

择是新种形成的决定因素" 那么!能否把这一结论类推论到

自然界# 一个重大难题是!家养情况下的新种选择是通过人

工来选择的! 但 在 自 然 状 态 下 生 活 的 动 物 和 植 物 是 由 谁 来

选择呢# 带着这个问题!达 尔 文 进 行 深 入 的 研 究!终 于 找 到

了马尔萨斯关 于 人 类 生 存 发 展 的 生 存 斗 争$ 自 然 选 择 的 理

论" 达尔文看到!把这 一 理 论 应 用 于 生 物 界!也 可 以 很 好 地

说明$解释所收集到的 已 知 现 象" 从 而 建 立 起 他 的’通 过 自

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 &$’

("以问题解决的理想状态为根据!寻找可实现这种理想

状态的事物!将该事物确定为范型"

热 水 瓶 被 撞 倒 后 不 会 破! 煮 稀 饭 时 不 溢 出 泡 沫 的 饭 锅

等问题!问题本身已经表达了问题解决的理想状态" 运用范

示思维解决这 类 问 题 常 常 是 以 问 题 解 决 的 理 想 状 态 为 根 据

来寻找范型" 例如!在工厂里常用水蒸汽来加热冷水!但是!

每当用水蒸汽 来 加 热 冷 水 时 便 会 发 出 怪 叫 声! 造 成 很 严 重

的噪音污染" 怎样使水蒸汽加热冷水时不发出怪叫声# 这一

直是黄维汉先生想解决的问题" 有一次!黄维汉用的焊枪嘴

子 堵 了!他 把 焊 枪 拆 下 来 进 行 擦 洗 !他 突 然 想 到*焊 枪 是 利

用氧气高速喷出!形成 负 压 带 动 乙 炔 气 喷 出!实 现 氧 气 与 乙

炔混合" 能不能也利用高压蒸汽喷射时形成的负压!把水箱

里 的 水 吸 入!混 合 后 喷 出!不 就 减 少 蒸 汽 与 水 的 撞 击 了 吗 #

于是黄维汉根据焊枪结构发明出理想的消音器"

)"原先在显意识中没有一个明确要解决的问题!但在日

常活动中! 偶 然 发 现 用 某 事 物 性 质 和 规 律 可 以 解 决 某 领 域

原先不曾意识到的问题!以 此 为 根 据!将 这 个 事 物 确 立 为 范

型" 平板玻璃漂浮制造法的发明就是这种类型"

*"原先在显意识中没有一个明确要解决的问题!但在日

常活动中! 偶 然 发 现 某 事 物 的 某 些 性 质 与 某 领 域 的 某 事 物

的 性 质 很 相 似 !以 此 为 根 据!将 该 事 物 确 立 为 范 型!用 于 解

决这个领域的问题"

笔者在阅读 有 关 生 物 进 化 论 时!偶 然 想 到!人 类 的 某 项

发明也有一个从低级到 高 级!从 简 单 到 复 杂 的 的 演 化 过 程!

这个演化过程与生物的 进 化 过 程 的 性 质 很 相 似!于 是!想 到

能 不 能 把 关 于 生 物 进 化 的 理 论 应 用 于 发 明 创 造 演 化 过 程 !

从而提出了建 立 发 明 创 造 进 化 理 论 的 设 想! 并 着 手 提 出 该

设想的理论纲要" &%’

可见!将 一 事 物 确 定 为 范 型 是 有 一 定 的 根 据!上 面 所 谈

的六种情况也 为 我 们 在 应 用 范 示 思 维 解 决 问 题 时 寻 找 范 型

提供了寻找的策略和方向"

三!范示思维的特点

!"范示思维不是复制性思维!它的最大特点是设法在没

有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关联" 在两种不同类事物之间!不管

范 示 思 维 方 式 研 究

!"# #



它们是否有相似之处!可利用范示思维把它们联系起来" 因

此!使得范示思维的结果或过程具有创新的性质!得到的结

果具有意想不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性质"

!"作为范型的事物往 往 是 其 他 领 域 的 事 物" 上 述 例 子

充分表明了 这 一 特 点" 这 一 特 点 对 于 应 用 范 示 思 维 解 决 问

题具有很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 它 为 我 们 指 明 了 寻 找 范 型 的 方

向!应 该 跨 出 问 题 的 学 科 领 域 !到 其 他 领 域 !甚 或 到 看 似 不

相关的领域 去 寻 找" 只 有 这 样 才 可 能 使 思 维 的 成 果 更 具 有

创造性" 正是由于范示思维的这个特点!也决定了范示思维

的第三个特点"

#"范示思维的成果往往具有很高的创造性和新颖性"

$"范示思维不是对范型的模仿!是对范型内容的扬弃"

即是在范型内容的示范下!选择合理的内容加以仿效!抛弃

与问题实质相悖的东西!并根据研究问题的实质!进行改

造#补充和创新"

%"范示思维的过程具有突如其来的特点" $哦% 原来如

此" &$我找到了&#$哦% 我知道了" &’’这就是大家所熟

知的灵感#顿悟#机遇等" 这是因为范示思维过程常常是带

着问题来寻找范型!但是!范型什么时候出现是不可预知!往

往是在进行其他活动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表现出意想不到#

突如其来的特点" 比较范示思维的这一特点和灵感#顿悟#

机遇的特点!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可以说!大部

分灵感#顿悟#机遇的现象实际上是应用范示思维解决问题

的一种表观现象"

&"范示不是产生完全相同!而是产生异中之同和同中之

异" 范示思维的结果是同与变异的矛盾统一体!只有同才能

有所继承!只有变异!事物才能往前发展" 范示思维结果的

异中之同是指不同领域中的事物具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但是!这些相异事物中具有相似性!

所以为范示思维以一个领域的事物作为另一领域事物的范

型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范示思维也产生事物之间的同中之

异" 首先存在的$异&是由于两个事物各属于不同领域的事

物!所以它们之间有极大的差异!这是当然的" 但这里所说

的同中之异是指相同中的差异!即新事物与范型存在着相

似!所以!它们之间是相同的!但相同中有差异" 因为范示思

维对范型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异!针对问题的特性!

对范型的内容进行扬弃#改造#补充和创新!使得它具有有别

于范型的内容"

’"范示思维结果的正确性并不依赖于范型的正确性!所

以!通过范示思维!可以由错误的范型得到正确的思维成果"

这是因为在范型和思维成果之间并没有关联的因果关系!只

要范型的内容对新事物的产生有启发!就可以把它确立为范

型!而不是因为范型内容的正确性才把它确立为范型" 例

如!在汽车工业发展初期!曾出现一个汽车$爆震&的难题!对

于这个问题凯特林认为!解决爆震问题的关键在于使汽油在

汽缸里提早燃烧" 于是!他以$提早发生&为根据寻找范型!

最后他找到一种蔓生的杨梅!它是$提早发生&的!它在冬天

里就开花了!比起其他植物提早开花" 这种杨梅的主要特征

之一是它的叶子是红色的!所以!凯特林认为一定是红颜色

使杨梅的花提早开放" 由此!凯特林认为!使汽油变成红色

的!汽油就会提早燃烧" 他把红色的碘放进汽油里!引擎居

然不发生爆震了" 但是!后来研究发现!解决问题不是由于

$红色&!而是碘中所含的某种成分" 这一例子清楚地说明了

只要对解决问题有启发!就可以把它确立为范型!而不用顾

及范型的内容是否科学#是否正确" 错误的范型内容也能得

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从而解决问题"

四!范示思维是一种古老!普遍和有效的思维方式

在文 字 的 起 源 和 发 展!及 其 造 字 方 法 发 明 的 过 程 中!范

示思维是其重 要 的 思 维 方 式 之 一" 笔 者 曾 就 这 个 问 题 进 行

了较深入的探讨! 得到 这 样 的 结 论($原 始 会 意 字 和 原 始 形

声字是脱胎于 实 物 范 示 结 果 的 图 画 文 字! 是 图 画 文 字 的 线

条简单化的结 果" 会 意 造 字 法 和 形 声 造 字 法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得 自 原 始 会 意 字 和 原 始 形 声 字 的 结 构 构 成 特 点 的 范 示 !使

得会意造字法 和 形 声 造 字 法 的 基 本 思 想! 以 及 由 此 创 造 的

会意字和形声 字 在 结 构 构 成 特 点 上 与 原 始 会 意 字 和 原 始 形

声字的结构构成特点相似" &$因 此!不 管 是 文 字 的 产 生!还

是各种具体文字造字法 的 发 明!除 了 抽 象 思 维 方 式 外!其 基

本的思维方式是范示思维方式" &($)

不仅在文字的发展史上!在其它的领域范示思维也起着

重要的作用" 原始艺术中左右对称形式的产生#原始艺术中

抽象几何形图 案 的 产 生# 原 始 艺 术 中 陶 器 的 造 型 和 装 饰 的

发明等等!其主要的思维方式是范示 思 维" (%)在 人 类 的 航 空

器的发明史!具有重大 历 史 开 创 意 义 的 发 明!它 们 也 都 是 应

用范示思维的 结 果" 从 模 仿 飞 禽 的 飞 行 尝 试 到 扑 翼 机 的 发

明创造!从孔明灯到热 气 球 的 发 明 创 造!从 轮 船 的 结 构 形 态

到飞艇的诞生! 从 对 鸟 的 飞 行 研 究 到 飞 机 的 设 计 创 新 等 无

一不是范示思维的结果" 可以说!人类航空器的发明史是伴

随着范示思维的应用而产生和发展的"

正是由于发明创造过程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范

示思维进行研 究! 所 以 使 得 范 示 思 维 成 为 发 明 创 造 过 程 中

重要的思维方式" 因此!在创造学家所研究出来的各种创造

理论和创造技法中!普 遍 可 以 看 到 范 示 思 维 在 其 中 的 应 用"

$在大部分的创造技法 中 可 以 看 到 范 示 思 维 在 其 中 的 作 用!

有的创造技法 则 是 以 范 示 思 维 为 其 主 要 的 思 维 方 式" 所 以

说!范示思维是创造技 法 的 核 心 思 维 方 式 之 一!它 说 明 了 创

造力的一种思维机理" &(&)

总之!范 示 思 维 是 一 种 古 老 的 思 维 方 式!是 一 种 得 到 普

遍应用的思维方式!是 一 种 有 效 的 思 维 方 式!在 人 类 的 文 明

历史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年 第 $ 期

#!% %



参考文献!

!"# 廖文伟$ 必须经常按动联想的按纽!%#$ 发明与革新& "’’()*+$
!,# 邱仁宗$ 成功之路!!科学发现的模式!-#$ 人民出版社& "’.*$
!/# 兰毅辉$ 发明创造进化理论的研究纲要!%#$ 科学学研究$ "’’’),+$
!0# 兰毅辉$ 汉字起源!产生过程中的思维方式研究!%#$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0)"+$
!1# 兰毅辉$ 范示思维是发明创造的法宝!%#$ 发明与革新& "’’()""+& "’’*)"+$
!(# 兰毅辉$ 创造技法中范示思维的自觉应用!%#$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0+$

!" #$%&’ ()*"+*", #$%&-
!"# $%&’(% )*#+ ,(-&./01

!234567389 :8;<4= >8==?6?&234567389@/(/AAABC3? D5EF?;GEHI 8J :4HE854= K?JE45L? MLE?5L? 45N C?L358=86I& >3456G34@0"AA*/"

./-012304O4G?N 85 G8<? L4G? GH9NE?G& H3EG P4P?; NEGL9GG?G E5 N?H4E= H3? L85L?PHE85 8J <8N?=QH3E5RE56& 45N H3? HS8 T4GEL P;8L?GG?G
45N L34;4LH?;G 8J H3? H3E5RE56 <8N?& 45N 4=G8 NEGL9GG?G H3? 8TU?LHG 4G <8N?=G 45N H3? T4GEG 85 S3EL3 H3? <8N?= EG G34P?N$
5&6 7$1%-4-8N?=QH3E5RE56B M4<P=? <8N?=$

范 示 思 维 方 式 研 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