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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作者以实验室的科学研究，证实做梦者确有心电感应能力，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做梦关系”
汇集成这本梦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无论心电感应之梦或预知梦，都暗示了人与人、人性与自然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刻的相互联结，这些
联结更可用来修补当代生活独具的破损社会生态结构。
     克里普纳和乌尔曼是两位梦研究与超心理学重量级学者。
他们领导迈蒙尼底研究计划，以科学实验的方法对心电感应之梦进行研究。
本书正是这个研究计划的结晶，其出版跨越了三十年，经过两次删修、补充，堪称是超心理学之中对
心电感应与梦的经典之作。
作者对玄秘之学的心电感应梦以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展示了超心理学与科学整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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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蒙特·乌尔曼，史丹利·克里普纳，亚伦·沃恩，本书的两位作者乌尔曼医师是精神科医师兼精神分
析师，克里普纳教授则是心理学家，皆为大名鼎鼎的梦学研究权威，是心电感应之梦的研究先驱。
他们共同带领纽约迈蒙尼底医学中心（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梦实验室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
长达十年的先驱性梦境心电感应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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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西塞罗的不满在当代出现了具说服力的重述。
甚至1966年过世的超心理学家瓦西列夫(Leonid L．VasiIiev)也起而响应，他是苏联最杰出的生理学家，
并在1959年创办了列宁格勒大学第一间超心理学实验室。
他延续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的传统，亲笔写下这个反超常之梦的经典案例：    我们会以为所
有谬误的梦境诠释早已被束诸高阁，其实不然，它们仍旧四处横行，甚至流行于知识分子圈，如果这
些人对当代自然科学仍旧认识不清的话。
    任何未抛弃迷信的人都会特别着迷于梦的迷人面向。
我们清醒时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梦到这些?这类事物并不存在啊!我从未听过、读过或想象过
跟它有关的事物。
”真的，为什么梦境极少类似我们的个人生活经验?这个问题很复杂，但科学可提供一个彻底的答案⋯
⋯    我们必须牢记，不论梦多么奇妙、无法理解又神秘，都只是我们清醒时至少曾有过一次的体验，
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梦不过是半清醒的脑袋回收、再加工那些我们曾经看过、听过、想过、读过的过往紊乱片段和踪迹而
已⋯⋯    对许多人而言，所谓的预言或神谕式的梦境涵义，仍旧最为神秘⋯⋯预言式梦境通常是因误
解而来。
几乎每个人都会做梦，有时一个晚上会做好几段梦。
一个人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内所累积的梦，没有上百至少也有数十个之多。
它们多半得到实现了吗?当然没有。
梦通常不会实现，只有极少数会与未来事件发生些许巧合。
根据或然率法则，梦本应如此：梦有多少，事件就有多少巧合无可避免，其中并没玄妙之处⋯⋯    超
心理学家当然不会认同入睡者的梦境，那可能只是他曾看过、听过、想过、读过的个人经验的微量片
段。
超心理学家公开承认心电感应和心灵感应(超视觉)现象，并认为某些梦境会受到超心理能力的制约，
并在自然入睡或催眠中得到强化。
    ⋯⋯我们不排除两个完全不相干事件发生意外巧合的可能性。
因此，这种事件本身并无法证实心电感应以及超视觉或梦的存在。
只有当心电感应和心灵感应现象经由重复实验得到确认后，这类事件的记录才有意义⋯⋯    瓦西列夫
的分析于1958年首度在俄罗斯出版，比迈蒙尼底梦研究室团队所详细规划的心电感应梦境实验早了4年
。
然而随机感应之梦的研究，却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通灵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刚创立时，其成立宗旨为：“不论真实或假设，以不带成见与偏好的科学精神，检验一般认知假说中
无法说明的人类心智机能。
”    1886年，英国通灵研究学会的三位创办人共同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随机超常经验案例研究《生活
魅影》  (Phantasms of the Living)，全书1300多页的个案历史依据所隶属的超常现象得到分类整理。
这本书主要由葛尼(Edmland Gurney)一丝不苟地调查完成，后来担任学会主席的迈尔斯(Frederic w．H
．Myers)和另一位很机敏的调查员波多摩(Frank Podmore)则从旁大力协助。
    心电感应(telepathy)是迈尔斯为描述“远方的相互了解”而在1882年创造的新词，词义包括与他人远
距思念的转移，以及情绪和较难界定印象的转移。
书中“可合理视为心电感应的梦境”这个谨慎标题的章节，让我们大感兴趣。
作者认为心电感应的梦较不常见：“不断从象牙之门蜂拥而出的古怪混杂物，将我们的稀客挤落到兽
角之门外。
”葛尼和迈尔斯都是古典派学者，他们这段话暗指荷马笔下会出现“假”梦的象牙之门，以及“真”
梦的兽角之门。
    书中所搜罗的149个心电感应梦境案例中，半数以上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主题有关。
或许以死亡为主题的梦很普遍，怀疑论者则可能会说迟早会出现和真正的死亡事件有关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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