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類比系列技法



壹、本章主旨

在科學、在技術、在藝術各領域，應用類比
法的成果甚為豐富，因為世界萬物之間都
存在著類比的可能性，因為任何不同事物
間，都存在著某些共同之處，所以類比法
為認識世界、學習知識、解決問題、發明
創造，都提供了可行的途徑。故本章在介
紹類比推理的一些基本方法，以供同學在
日常生活、學習中的運用。



貳、正文-1

類比是指對兩個事物的某些相似性進行考察
比較，而類比推理就是根據兩個對象之間
的某些相似或相同，而推出在其它部份也
可能相似或相同的思考方式。



貳、正文-2

如甲事物中有A、B、C、D四種屬性，乙事物
中有A、B、C三種屬性，則可推論乙事物
也可能有D屬性。在創造活動中經常會用到
類比推理。如在1678年時荷蘭物理學家惠
根斯特將聲和光進行類比，由聲音是因物
質振動而產生的一種波的學說、類推光也
是一種波，因而提出光的波動說。



貳、正文-3

又如醫生所用叩診法的出現，是因一位胸腔科醫生
在為一位病人診斷時，沒有斷診病情及時治療而
死亡，醫生在屍體胸腔解剖後，發現死者胸腔已
積滿濃液，於是醫生開始思索用什麼方法可以診
察到病人胸腔內部的情況。後來看到開酒店的父
親不必打開橡木桶的蓋子，而是用手指叩擊桶
壁，經側聽叩擊聲音的差異即可判斷木桶內酒的
多寡，於是在把胸腔和橡木桶進行了類比而發明
的。



貳、正文-4

因為類比推動的客觀依據是事物間的同一性
和相關性，其同一性和相關性的高低，影
響到推論的可靠性，而如果共同屬性是主
要的、本質的，相關是必然的，則推論的
可靠性就較大。同時因為類比是以比較為
基礎，所以可將陌生的事物與熟知的事物
作對比，將未知的事物與已知的事物作對
比，即可啟發思路，而展開創造的契機。



一、擬人類比

將欲創造的事物或問題，擬人化、人格化，
讓自己成為思考對象的一部份。如研究某
種裝置時，就將自己設想為那種裝置，然
後思考該裝置的各種作用。如在設計機械
時，將機械看作是人體的某部份，進行擬
人類比，常會有出奇的成果，例如挖土機
就是類比人類手臂的動作所作的設計：手
抓住泥土，然後移至卸土地點，將手張
開，放下泥土。



二、直接類比

從自然界或從已有的發明成果中，尋找與創造對象
相類似的東西進行類比，而在觸類旁通下，創造
新的事物。如利用鮮魚的形體設計潛艇，或仿蝙
蝠而設計超聲波定向。又如工程師因為觀察蛀木
蟲往堅硬的橡木樹裡鑽的時候，等於是為自己建
造一條管子作為前進的通道，經由直線類比提出
了潛盾施工法；將空心鋼柱打入河底，以此為潛
盾，邊挖掘邊延伸，在潛盾的保護下進行施工。
又如在設計汽艇時可與汽車進行類比，而設計相
同的一些功能。



三、象徵類比

用具體事物來表示某種待解決的問題，抽象
概念或思想感情，經由類比，使問題立體
化、形象化，以利於問題的解決。

這種方法在建築中用的較多，如紀念碑、忠
烈祠的雄偉、莊嚴、咖啡廳的浪漫氣氛，
而許多藝術作品也是這樣創造出的。又如
流水帳、桌腳、作業瓶頸、精神崩潰都包
含著豐富的隱喻。



四、幻想類比-1

幻想、夢想是不切實際的，但幻想類比則是
要在創造性思考中，讓想像力超越現實，
用理想、完美的事物類比待解決的問題。
通常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利用幻想類比較
容易，但科技工作者較易受「已知」的束
縛，因而必須像藝術家一樣，給予自己最
大的想像自由。



四、幻想類比-2

如愛因斯坦年輕時思考著：如果以光速追隨
一條光線運動，會出現什麼狀況？這條光
線就會像一個在空間中振盪而停滯不前的
電磁場，而這一個幻想類比，就打開了相
對論之門。



五、因果類比

兩個事件的各別屬性間，可能存在某種因果
關係，所以可從一事物的因果關係推論出
另一事物的因果關係。如有人在橡膠中加
入發泡劑，而製造出海棉塑膠，則經過因
果類比，在合成樹脂中加入發泡劑，製成
隔熱、隔音效果好的泡沫塑料。



六、形狀類比

觀察大自然的形態，以形狀類比，發明出具體可用
的事物。如看到魚擺尾的動作，發明了船的搖
櫓。又如吉利在青年時，有一天用當時的長柄刮
鬍刀（帶柄的長形刀子，用前需要磨利）刮臉，
不小心竟把臉刮破了，因此立願要發明一種既不
用磨又不會刮破臉的新刮鬍刀，其刀片可以更換
以保持銳利，但形狀了？有天他看到農夫用耙子
把土壤整的又細又平，又觀察到農夫的動作和他
手中揮動自如的耙子，於是產生形狀類比，就像
耙子的形態，設計出新的刮鬍刀。



七、結構類比

經由已知事物的結構類比找到類似結構的事
物。如香蕉片是由幾百個薄層構成，層與
層間可以滑動，結果結構類比，如能找到
有類似結構的物質，就可表現出性能優異
的潤滑劑，結果發現二硫化鋇有極薄的層
結構，為香蕉層結構厚的二百萬分之一，
並且有更好的易滑性及高熔點。



八、功能類比

將一種事物所具有的功能，經由類比，移植到其他
事物上使用。如將吹風機在改型設計後變成被褥
烘乾機，又如江河湖泊會受到污染，但為何海洋
卻不受有機物汙染？這是因為海洋中生長著能消
化有機物質的淨化細菌，能將有機物變成水和二
氧化碳，使海洋具有自行淨化的能力，經由功能
類比．可在池水中放入有淨化細菌的汙泥，變成
無污染的水池。



九、行為類比

在某種人類或動物的行為中，經由行為類
比，引申解決現有問題的方法，或創新的
契機。如電話信號在長距離傳送時會減
弱，而解決的方法是設置中繼站以加強減
弱的信號傳輸，其靈感則來自馬車驛站的
傳遞過程。又如體型過重的人不好找得到
合適的衣服，於是開設大尺碼衣服專賣
店，因由行為類比，也可為體型短小的開
設服飾專賣店。



十、等價變換法-1

這是日本創造學家市川龜九彌所提出的，他
認為類比在本質上是一種模仿，但科學創
造中的類比要經歷一個科學抽象的過程，
抽取等價物的過程。所以等價變換法就是
通過對不同事物的一方或雙方，經過適當
的思考，找出原來沒有關係的兩個事物的
共同點，把兩者的等價關係體系化。



十、等價變換法-2

其可分為五個步驟：

1.分析主題，確定思考問題的角度，即確定發明的
目標。

2.從幾個事物中進行抽象，即抽取等價因素：相似
性或共性。這種共性並非表面的共性，如雪和棉
花都是白的，而是隱藏在事物現象後的一種原理
上的相似，和傘和汽球都有收放自如的伸縮性，
此時思考由具體變成抽象。



十、等價變換法-3

3.思考從抽象再回到具體，在抽象的層次上
面對所有具伸縮性這一原理的事物群，然
後從中挑出一個事物A。

4.對A進行分解、揚棄，與其他新要素結合，
形成新事物。

5.對新事物進行檢驗，對不妥處經由反饋、調
整、修改，以得到最終的滿意成果。



十、等價變換法-4

如日本人田熊常吉的發明田熊式鍋爐就是應
用了等價變換法。他先畫出一張鍋爐的結
構模型，再畫出一張血液循環模型，然後
將二者重疊在一起，假設為新鍋爐的構
造。結果他發現二者有如下的等價性（相
似性和共性）：



十、等價變換法-5

(1)心臟→汽包：(2)瓣模→集水器；(3)毛細水管→
水包；(4)動脈→降水管；(5)靜脈→水管群，結果
他提出了新式設計的鍋爐。

在45度傾斜式水管群的上部設置氣包，下部安置水
包，於是當水管群因為加熱而產生大量蒸汽時，
蒸汽便上升進入氣包，使氣包壓力上升。然後，
再設計一個　筒狀的集水路，利用氣壓差將水吸
入，通過降水管再進入水包，這一革新，使鍋爐
的熱效率提升百分之十。



十、等價變換法-6

這項發明，只是將血液循環的動脈與靜脈的
分工以及心臟內防止血液逆流的瓣膜的功
能，進行等價交換，聯想到水流和蒸汽循
環的運用。



十一、提喻法-1

是將不同的並看似無關的因素產生聯繫，而其進行
是採取小組會議的方式，其要點為：

1.由不同知識背景的人組成小組，相互啟發。如一
個對心理學有興趣的物理學家、電機工程師、對
電子有興趣的人類學家、兼有工業工程基礎的畫
家，有化學基礎的雕塑家、數學家、廣告家、演
員、建築學家、人類學家等，人數為5～7人。所
以它的成員是跨學科、跨領域、廣泛交叉滲透。



十一、提喻法-2.1

2.實施提喻法有兩個出發點

(1)異質同化，變陌生為熟悉，將陌生的事物
與早先已知的事物進行比較，而把陌生的
事物變成熟悉的事物，如電腦領域中的
「病毒」、「千禧蟲」、「駭客」都屬於
異質同化，都是利用一般熟悉的語言，描
述電腦領域中專業的現像。



十一、提喻法-2.2

(2)同質異化，變熟悉為陌生。對已知事物，
運用新知識或新的角度進行觀察、分析和
處理，使熟悉的變成不熟悉。如收音機的
拉桿天線，可用在伸縮照相機三角架、教
鞭等物。



十一、提喻法-3

3.提喻法中所用的方法即是類比，如擬人類
比、直接類比、象徵類比、幻想類比等，
這些機制是再生產的精神要素，來激發、
保持和繼續創造進行的方法，同時在類比
中要運用隱喻、想像、聯想、潛意識等心
理手段。



十一、提喻法-4

4.對想像力產生的各種類比進行選擇判斷。
藉著審美的愉快感覺，對事物作出是對的
判斷。

上述的4個環節，互為聯繫，缺一不可，而其
中第3項類比機制就是提喻法的重心。



十一、提喻法-5.1

美國創造學家戈登（W.J. Gordon）並將提喻法分為
9個過程。

(1)問題的給定。向負責解決問題的人說明問題。

(2)變陌生為熟悉。竭力去分析、揭露以前沒有顯現
的要素。

(3)問題的理解。分析問題、抓住要點。

(4)操作機制。發揮各種類比的作用，將理解的問題
之形式和規則能夠發揮類比的功能，並增加對問
題的理解。

(5)變熟悉的為陌生。類比機制已經完成，而待解決
的問題變得陌生。



十一、提喻法-5.2

(6)心理狀態。對問題的理解進入捲入、超脫、延
遲、思索、平淡等最有利於創造活動的狀態。

(7)將心理狀態與問題進行結合，即將最適合的類比
與已理解的問題進行比較。

(8)觀點。在每一次從機制的運用中所得到的類比與
已理解的問題作比較，就會有一個新發現，並導
致一項技術見解。

(9)答案或研究任務。新觀點經過試驗獲得實踐，或
者成為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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