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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门新兴学科— 人体科学

盛祖嘉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 )

!摘要l 人体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

虽然特异功能实验的重复性有时欠佳
,

虽然它所研究的现象

目前还无法解释
,

但是它们决非魔术
。

人体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新的突

破
。

继人体科学学会的正式成立
,

酝酿已久的《中国人体科学》杂志也已公开发行
,

这意味着一

门新兴学科的诞生
。

这一学科有两个不寻常的方面 : 首先
,

它的内涵和它的名称不尽相符
。

顾

名思义
,

它应包括人体解剖学
、

人体生理学等内容
,

可是并不
。

实际上它所涉及的只是一些不

常见的人体生理功能
,

即常说的特异功能 ;其次
,

由于它所研究的内容的特殊性
,

目前还没有得

到普遍的承认
。

一部分人认为特异功能是魔术 ; 魔术当然不是 自然科学
。

这里我将用亲身体验来说明特

异功能并非魔术 ; ( l) 魔术师的
“

特异功能
”

是通过技巧训练获得的
,

而一部分特异功能者不经

训练便具有某些天生的特异功能
,

这些特异功能甚至是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 ; ( 2) 许多特异

功能者的特异功能是通过训练得到的
,

不过这种训练完全不同于魔术师的技巧训练
,

所以往往

称为诱发
。

例如在复旦大学物理系所进行的实验中
,

特异功能者都是一些普通的年轻女子
,

她

们经过短期训练后能在不接触胶卷匣的情况下把装在匣中的火柴棒折断
。

难道她们被训练得

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偷地打开匣子
,

把火柴折断
,

又把匣子盖上吗 ? 可是要知道在训练过程中

她们不一定接触胶卷匣
,

更不必接触火柴棒
,

训练主要是限于意念 ; ( 3) 魔术师的道具都是他

自己准备的
,

而在上述实验中道具由我提供
,

火柴棒由我做上标记后放人匣中
。

而且在实验过

程中我和特异功能者始终静坐着
,

没有一人离开过现场 ; ( 4) 魔术师的表演从不失败
,

而特异

功能者的实验却不一定成功
。

折断火柴棒的实验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
,

有时一部分人成功另

一部分人不成功
。

又如在我家中进行的几次思维传感实验是这样的 : 由我临时写三个不同的

三位数分别交给三位特异功能者 (在场没有第五个人
,

而且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场 )
,

由她们

通过思维把信息传向一两公里外的复旦大学物理系实验室中的三位特异功能者
,

她们把接收

到的信息告知始终在旁的一位老师
,

由他当即通过电话告诉我这三个数是什么
。

一次实验三

个数全对了
,

一次实验部分对了
,

两次实验全部错了
。

在这样的实验中弄虚作假是完全不可能

的
。

即使退一步讲
,

说这是魔术
,

那么为什么并不每一次都成功呢? 难道这是由于魔术手法低

劣
,

或者故意使它并不每次都成功以区别于魔术而取信于我 ? 更有甚者
,

在折断火柴棒的实验

中
,

当宣布实验成功者有奖时实验并不一定成功
,

相反
,

有时并未宣布成功者有奖而实验却成

功了
。

这难道又是有意的安排吗 ? 或者说这些都称不上实验验证 ? 不过常识的作用不容低

估
。

试问许多普通年轻女子经过短期训练以后能做到恐怕高明的魔术师都难以做到的事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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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她们的是一位普通的物理学教师
,

他自己没有学过魔术
,

对她们的训练又限于意念而不是

技巧
,

这样训练出来的将是魔术师还是特异功能者呢 ? 通过常识判断不难作出合理答案
。

或间
,

科学实验贵在可重复性
。

如上所述
,

特异功能实验这样缺乏重复性
,

能认为是科学

实验吗 ? 有时把实验不成功解释为特异功能者情绪不佳的缘故
,

这不是谎言掩饰吗 ? 有时又

把实验不成功说成是因为参观者抱有不信任的态度
,

这不是
“

信则灵
”

吗 ? 可是要知道在特异

功能实验中他既是实验者又是被实验者
。

在条件反射实验中一个人的突然出现可以使狗的条

件反射失灵
。

狗尤如此
,

何况是人
。

条件反射如此
,

更何况微妙的特异功能
。

不过更为重要的

是在总体上已知的特异功能都是可重复的
,

而且在不同地区
、

不 同实验室中
、

不同特异功能者

身上得到重复
。

就以思维传感来讲
,

去年暑假中的一次实验
,

在上海和常州或泰兴间的传感 5

次中有 4 次完全成功
。

关于折断火柴棒这一类实验
,

我在昆明一所小学里也看到了由大约 10

个经过训练的小学生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实验
,

所不同的是所折断的是粉笔而不是火柴棒
。

也许有人说
,

他亲自发现某一特异功能者弄虚作假
。

我不能保证没有人作假
,

特别是在受

到奖励或压力的情况下
。

但是只要有一次在无法作假的情况下得到难以用偶然性来解释的结

果 (就象前面所说的思维传感实验的例子
,

如果说是猜中的话
,

它的成功机率是 10
一”

,

即十亿分

之一 )
,

那么这便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

更何况特异功能现象确是可重复的
,

而且现在特异

功能已经能够相当普遍地经诱发而出现
。

因此可以设想特异功能是普遍存在的潜在的生理功

能
。

如果确是这样
,

它就更值得研究
。

如果确是这样
,

人体特异功能这一名词或许应该改为人

体潜在功能
,

这样也可以减少由名词带来的神秘感
。

最后
,

或许有人会问
,

即使这些现象不是魔术师所创造的
“

奇迹
” ,

可是它们是如此的不可

思议
,

如此的与现代科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格格不人
,

难道能称为科学吗 ? 其实自然科学中

的重要突破往往经历一个难以被接受的过程
。

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曾遭受非难
,

摩尔根学

派遗传学曾被斥为反动的
、

唯心主义的
。

而且犷历史上许多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

恰恰是以
`

反

常
’

的经验事实的发现为先导 的
。

黑体辐射能量分布在理论解释上的困难和迈克耳逊一莫雷
`

以太漂移实验
’

的否定结果对于 19 世纪末 以前的经典物理学来说都是这样的
`

反常
’

事件
”

(摘 自《中国人体科学》创刊号第 9 页 )
。

对于新事物的争论是不足为奇的
。

是非曲直历史将会

作出结论
。

关于遗传学的争论国内外已有一些科学史学者正在进行研究
。

今天对于特异功能

的争论又将为若干年后科学史家们提供宝贵的资料
。

或许有人还会说
,

即使承认特异功能并非魔术
,

即使承认目前对这些现象无法解释并不足以

否定这些事实
,

然而许多事实堆砌在一起能说是一门学科吗 ? 确实
,

许多现象用理论贯穿起来才

能称得上一门学科
。

在这意义上不妨认为人体科学虽已诞生
,

可是还没有成熟
。

不过应该看到
,

经过不下十年的契而不舍的工作
,

已经在眼花潦乱的现象中发现了一些规律
。

举例来说
,

在特异

功能认字实验中曾发现认字过程中前额出现一个
“

屏幕
” ,

所要认的字出现在
“

屏幕
”

上面⑦
。

随着

研究范围的扩大
,

发现这种屏幕效应不限于认字
,

在特异致动
、

特异书写
、

思想传感等特异功能实

现过程中都有这种屏幕效应 (邵来圣
,

未发表 )
。

又例如在思维传感实验中经过多次实验
,

发现信

息传递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信息传送者和信息接收者的前额都出现
“

屏幕
” 。

发现
“

屏幕
”

的出现或

是几乎同时的
,

或是传送者出现在先而接收者出现在后
,

可是决不会接收者出现在先而传送者出

现在后 ; 还发现在短距离 (例如 100 公尺 )的思维传感中信息传送者和接收者的
“

屏幕
”

出现的时间

相差大约 10 秒到 2分钟
,

而在长距离 (例如 2X() 公里 )的思维传感中则
“

屏幕
”

出现时间相差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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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么短 (邵来圣等
,

未发表 )
。

可以深信
,

通过不断的探索将会认识更多的规律
,

而且终于将会在

特异功能的原理方面有所阐明
。

到这一天人体科学长大成人了
。

目前它还是一个婴儿
,

我们能对

一个婴儿要求什么呢? 如果希望它长大成材
,

只有今天好生扶养
。

那么人体科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呢 ? 目前国内从事于人体科学研究的人多数原来是

学物理学的
。

这或许是 因为许多特异功能现象都无法纳人现在的物理学框架
,

并令他们迷惑

不解 : 空间障碍似乎不再存在 ;物体已经不在了
,

而它的信息却似乎可以残留
,

等等等等
。

几乎

没有一个发现不冲击着物理学中的传统观念
。

因此某些物理学家认为
,

物理学中的新的突破

可能将出现在人体科学研究中
。

然而这些现象都是在人的参与下出现的
,

而且可以相当肯定

地说是在人脑活动参与下出现的
。

不少科学家早 已指出生命科学中最后被攻克的堡垒将是人

脑的奥秘
。

既然特异功能是在人脑参与下出现的现象
,

那么对于这些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必将

有利于对人脑的了解
。

如此说来
,

生命科学中的新的突破可能也将出现在人体科学研究中
。

人体科学是一门难以取得承认的学科
,

又是一门十分艰难的学科
,

而且更是一 门容易受到

干扰的学科
。

特异功能的训练在形式上十分简单
,

主要是默念
。

以非眼认字来说
,

通过默念
,

前额会出现
“

屏幕
” ,

要求认识的字就出现在
“

屏幕
”

上
。

佛教的修行离不开静坐默念
,

或许在这

过程中也出现
“

屏幕
” ,

而
“

屏幕
”

上出现的景像被误解为成仙得道
。

于是特异功能便被蒙上迷

信色彩
,

甚至可能有人借此招摇撞骗
。

此外
,

特异功能和内气功也有一定的关系
,

因为两者都

是内省的结果
。

气功是祖国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它和针炙一样有可贵的实践经验
。

可是在

久远的岁月中气功发展成为无数流派
,

又难免良芳不齐
。

即使并非出于不 良的动机
,

一些带有神秘化
、

宗教化倾向的刊物也可能对人体科学的健康

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因素
。

凡此种种都会使一些严肃的科学家对人体科学产生怀疑
,

产生反感
,

产生戒心或望而却步
。

但是如果它确是一门值得为之献身的学科
,

那么就不应该因噎废食
。

一本严肃的人体科学杂志因此更显得重要了
。

知识就是力量
。

人体科学将有一天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产生难以预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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