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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大中

每个人都会做梦，据说不少人在梦中
会爆发奇思妙想、萌生创新灵感，获得科
学突破，收获发明创造。
看过电影《盗梦空间》的人往往会为

影片中应用高科技层层深入地入梦、造
梦、盗梦从而改天换地和改变历史的杰作
而惊叹和倾倒，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对
于人类未来有望利用高科技，截取深藏在
大脑中的潜能而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然而梦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类到底能

不能利用梦境为自己的进步和发展服务？
在科学领域，除了弗洛伊德和荣格从心理
学的角度对梦境所作的诸多研究和解读
之外，脑电研究对于做梦也已有大量成熟
的实验观察和记录。本文从梦与灵感产生
的生物学原理及其相互联系切入，探讨灵
感产生的奥秘，并通过亲身体验向读者介
绍主动获取科学灵感的技术。

梦境与灵感的不解之缘

在人类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史
中，梦境往往与灵感有着不解之缘。在创
作过程中，学者们有时苦思经年不得要
领，有时却借助做梦突然文思泉涌，一挥
而就。梦境真的对于人类进步有如此神奇
的贡献吗？
让我们看看具体的实例吧：据说李白

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便是在梦中及梦后
写成的。诗仙李太白以他无与伦比的才华
将梦中瑰丽的神仙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若不是在梦中，谁能想象出如此美仑美奂
的玄幻仙境。
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塔季尼梦见自己

把小提琴交给了一个魔鬼，不料这魔鬼竟
然演奏出了美妙的旋律，使塔季尼赞叹不
已。醒来后，他立即记下了曲谱，这就是后
来闻名天下的《魔鬼之歌》。
德国化学家凯库勒从梦见一条咬住

自己尾巴的蛇而联想得到了苯环碳原子
的环状结构，因此，他在 1890年的科学讨
论会上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阁下，让
我们跟梦学习，那时也许我们将获悉真
知。”
门捷列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

在梦中看见了元素整齐地排列着的一张
表，于是惊醒，马上拿笔把它记下来，以后
我只订正了一个地方。”
爱因斯坦同样也将他一生的科学成

就归功于一个年轻时代的梦：他梦见自己
乘着雪橇沿着陡峭的山坡滑下，越滑越快
……这一情景，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在他发明了相对论以后，他曾经
认为，其实自己一生的科学追求，都来自对
年轻时那个梦的沉思，这个梦给他的整套
理论提供了一个“思想实验”的模型。
德国生理学家沃吐·洛伊为了揭开神经

控制肌肉活动的奥秘，绞尽脑汁、反复试验。
一天，他在梦中突然意识到，肌肉的活动也许
是支配肌肉的神经末梢释放某种化学物质引
起的。可是第二天他忘记了梦中的情景，幸好
当天晚上又做了同样的梦，他一惊而醒，写下
了这个想法，最后终于发现这种物质是乙酰
胆碱，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近年因上春晚舞台而在国内走红的

魔术师刘谦前不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
言，他需要“闭关”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的
主要任务就是睡觉，“我创造新魔术的灵
感来自于梦境，我大多数自创的魔术都是
我做梦做到的，现在睡眠少，灵感也少。所
以我需要睡眠来创作我的新魔术”。
上述灵感涉及的学术领域及形式内

容各不相同，然而相同的是学者们在创作
过程中无不借助做梦，获得了令他们自己
都吃惊的成就。令人惋惜的是诗人、作家
甚至科学家们虽然频频从梦境中获得灵
感，却并不能科学地解释灵感产生的来龙
去脉，于是无可奈何地把灵感与梦境甚至
神灵混为一谈，相提并论。
屠格涅夫把灵感说成是“神的昵近”、

柏拉图认为灵感是“神灵附体”，普希金则
相信灵感是缪斯的“恩宠”。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不能决定自

己什么时候做梦，做什么样的梦；与之类
似，诗人和学者们似乎也不知道何时可以
邀来灵感之梦。精神分析学家借助催眠、
解除压抑、给予刺激、自由联想等方式来
诱导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灵思，并在学术上
用一些令人费解的名词，“潜意识冲动”、
“集体无意识”来命名。

灵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梦中能进行
创造性思维呢？是由于“那时排除了外界
的干扰，摆脱了逻辑思维和各种成见的束
缚”，还是因为“白天艰苦的思索在梦境中
继续下去，于是往往能豁然贯通”？英国剑
桥大学的心理学家曾对有创造发明的学
者作过一次调查，结果 70％的人说曾经从
梦中得到过启示。据统计，瑞士日内瓦大
学的 69位数学家中，有 51位在梦中找到
过解决数学难题的窍门。
总之，无论灵感是什么，有两点可以

肯定：它与思考有关，也与梦有关！所谓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们白天的思虑
或愿望，有时就会在梦中出现。

解读灵感与梦的关系

有人说，灵感是人类思维与想象的一
种特殊表象，想象是把在过去经验的基础
上产生的表象结合起来或有所变化，形成
新的表象，梦和灵感的共同之处是：都是
产生新的表象。
也有人说：梦中产生灵感无疑表明在

人类的精神生活里，有直接发生的不受控
制的精神活动即无意识的活动。在睡眠以

及梦中往往会出现非现实的内容，而不受
清醒时的思考所受的那种保守、正规、严
谨的理智的限制，于是梦的内容超越了现
实，自由地奔放驰骋，从中诞生了创造性
的思想见解。
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不像弗洛伊德

那样把无意识看作是受压抑的不道德的
心理内容的集合场所，相反，他认为人的
拯救性的力量都潜伏在无意识中。认为
“无意识是人的灵感、智慧和力量的不竭
源泉。人在返回无意识的过程中，通过激
活原始意象，激活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
往往因此找到新的灵感，并凭借它重返意
识，解决那些似乎不能解决的难题”。荣格
这个理论实际上有些类似柏拉图的思
想———“通过灵魂回忆而从理念世界中获
得真理的光芒。”

如此种种，尽管似乎有些逻辑合理性，
但仍然似是而非，让人一头雾水。无奈，我们
还需再换几个角度来思考推敲这个问题。

灵感产生的最佳时机

何时的梦容易产生灵感？
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事例表明，灵

感的产生往往是在长期紧张的思索之后
的暂时松弛状态时出现。或在临睡前，或
在散步时，或在花园里赏花搞园艺，或上
下班时骑车与走路，或在听音乐、钓鱼、幻
想，或与人讨论、交谈、争辩时，或如欧阳
修在马上、厕上、床上，或如牛顿逃避外
界，养病乡间。

生理学家塞里耶指出，依赖直觉的灵
感闪光多半是在半睡半醒时产生，这时人
体处于快睡醒或刚入睡的半意识状态，没
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种种抑制，直觉的灵感
可以轻易地清楚闪现出来。
一夜酣睡之后的早上，是不少科学家

和艺术家体验灵感光临的大好时光。苏格
兰诗人和小说家司格托说：“我的一生证
明，睡醒和起床之间半小时非常有助我创
造性地发挥。期待的想法，总是在我一睁
眼的时候大量涌现。”

灵感的产生与睡眠

综上所述，灵感与放松入静有关，与睡
眠休息有关，尤其与睡醒之际关系最为密
切。接下来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似乎应该
是睡眠的生物学原理，也许灵感产生的生
物学道理就隐藏在睡眠的生化机理之中。

我们知道，睡眠是人体，尤其是大脑
及中枢神经系统在每天的应激活动之后，
清除代谢产物、从疲劳中恢复的积极过
程。最新的研究表明，“睡眠是生物体日复
一日的返老还童”。人体抗衰老的三大防
御、维护和修复系统在睡眠中充分发挥了
作用，即所谓“抗应激”、“扫垃圾”和“换零
件”生理生化活动。每天凌晨，当我们的躯
体已基本处于睡足乏消之际，我们的大脑
无疑又处在了最佳的工作状态。此时脑中
的疲劳相关因子应该处在最少的状态：无
论是脑组织中的乳酸含量、腺苷含量、羰
基类生化垃圾含量、氧化或非酶糖基化抑
制的蛋白或蛋白质受体的比例；同样，此
时的大脑功能也无疑处于最佳状态，无论
是神经递质还是 ATP 的饱和程度，记忆
蛋白的表达和状态，还是神经元膜电位的
极化程度等等。

此时的思维状态有人称之为临界思
维状态或理想化思维状态，此时既然是大
脑的最佳工作状态，产生灵感应该是最合
理的时机。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睡足后清晨醒
来，尽管我们的大脑很清晰，但是它并不会
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慷慨奉送令人渴求的灵
感。尽管科学家黑姆霍兹毫不犹豫地说过，
灵感“往往在早晨当我醒来时就有了”。

为什么有的人会如此幸运？为什么灵
感产生对大众会如此不公平？问题到底出
在哪儿？

从脑电波形态看
灵感产生的生物学基础

现在让我们用科学手段来进一步深

入地观察和研究灵感产生的生理状态及
环境条件。根据以上举例和大量实践，我
们似乎已经明白，灵感与心情宁静、心平
气和的入静状态相关，与睡眠休息相伴，
与闭目养神密不可分。然而，还有一个值
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灵感往往与 α型脑
电波在相同的生理状态和条件下伴随出
现。

生物电现象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
之一，我们人类和动物的心脏、肌肉会产
生心电、肌电，我们的大脑也无时无刻不
在产生脑电。脑电波是一些自发的有节律
的神经电活动，其电压在微伏量级，其频
率变动范围在每秒 1～36次之间，可划分
为四个波段，即δ、θ、α、β四个波段。
δ波，频率为每秒 1～3次，一般婴

儿、智力发育不成熟的患者，或是成年人
在极度疲劳和昏睡状态下，脑电图可出现
这种波型。
θ波，频率为每秒 4～7次，成年人在

受到挫折而抑郁时，以及精神病患者这种
波型极为显著。但此波往往亦为少年儿童
（10～17岁）的脑电图中的主要成分。

α波，频率为每秒 8～13次。人在闭
眼并安静时该节律最为明显，当安静沉思
到一定状态时，在大脑局部区域，如枕部，
脑电呈现出谐振状态的α 型纺锤波。睁
开眼睛或接受其他刺激时，α 波即刻消
失。

β波，频率为每秒 14～36次，当精神
紧张和情绪激动或亢奋时出现此波，当人
从睡梦中惊醒时，原来的慢波节律可立即
被该节律所替代。
在人体心情愉悦或静思冥想时，α波

相对来说得到了强化。有人认为，因为这
种波形最接近右脑的脑电生物节律，于是
人的灵感状态就出现了。

脑电波或脑电图是一种比较敏感的
客观指标，不仅可以用于脑科学的基础理
论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在临床
实践中的应用，与人类的睡眠疲劳以及生
命健康息息相关。

看到脑电波在睁眼—闭眼状态中的
差别，我们似乎会更加明确一个道理：眼
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一开，光线带来的
新信息，就会干扰宁静的脑海电磁波，形
成了一种叠加的电磁波涛，脑中 α波变
成了β波。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观察纺锤
状的α波时，必须要让受试者闭眼并入
静的原因……
这是“睁眼者瞎”与“沉思者明”的道

理，也是“常规思维状态”与“理想思维状
态”的差别，甚至还是由常人转为奇人的
嬗变原理———灵感产生与否的关键似乎
就隐藏在眼睛的一睁一闭之中。
大量研究实例和反复体验实践告诉

我们，“睡足”加上“闭目”便是灵感产生的
两条最为重要的生物学基础。凌晨醒来，
半醒半睡，恰好满足了这两条要素，于是
灵感之门向幸运的有心人敞开了！

灵感获取技术———抓梦

明白了产生灵感的生物学原理，那么
能否有好办法抓住灵感而不让它逃之夭
夭呢？有。先人早已有成功的记载，但因为
零散不全，也由于原理不明，因此未能形
成理论，也不成规模。笔者在多年的实践
中已把总结出来的技术要领，写成一首七
绝小诗。学习并实践此诗中的技术，您就
可以成功地收获大自然授予每一个有心
人的弥足珍贵的灵感，轻松地实现所谓
“记梦”、“抓梦”的心愿。

笔者的小诗《巧捉灵感梦》如下。
凌晨时分半醒来，眼睛不睁灯不开。
枕下摸出纸与笔，写下灵感爽歪歪！
凌晨时分是说灵感产生的最佳时机，

充分休息后可获得最佳的脑功能状态。不
睁眼睛不开灯是重要技术措施———眼睛
是大脑的直接外延。反复实践证明，一旦
眼睛睁开，我们的大脑便会逐渐失去独立
宁静的思考状态！关于这一点，脑电图由
α 波变为 β 波就是最好的证明。“枕下
摸出纸与笔”说来不难，做起来却不太容
易，您要得到您的同屋好友，尤其是您心
爱的太太的理解和支持。
有了这个秘方，尽管半醒半睡时记下

的灵感第二天看上去东倒西歪，但你已经

成功地实现了抓住灵感的美好心愿。人类
智慧的超自然状态已尽在你的掌握之中。

灵感制造技术———造梦

运用以上技术，我们终于拥有了可以
成功地捕捉灵感的手段，不用再担心梦中
灵感的消失，哪怕是小睡后产生的灵感，
或是半夜产生的灵感。不过反复的实践表
明，短暂地睁眼开灯，并不会使得灵感突
然消失，即使偶尔失手，我们还可以再行
闭眼沉思，找回灵感。若是实在找不回，我
们还有可能在第二夜再做同样的梦。

不过，成功地“记梦”、“抓梦”，这只是
捕获灵感的初级水准。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灵感产生
的生物学道理，那我们是否可以再接再
厉，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像电影《盗
梦空间》中的主人翁们那样应用高科技层
层深入地入梦，造梦，甚至盗梦呢？
对，我们确实可以，而且笔者已经有

了长期实践的经验。
因为有过失眠的经历，笔者常有凌晨

时分半醒来的生活状态，而每当灵感之梦
初步写就，搁笔之后，有时发现，大脑仍会
不由自主地继续之前的思考，既然初步修
复的大脑已处于灵感产生的最佳时机，继
续闭目思考，便是入梦、续梦和造梦的后
续过程。

新的灵感缓缓而至，接踵而来。此时
不用惊喜，也不用性急，信马由缰，顺水推
舟，黑暗中摸出纸笔继续写去，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如是，我们便乘上了灵
感之舟，我们甚至可以加上理性的成分，
科学的组分，引导我们的灵感之舟，定向
前行……如此这般，长期使用“造梦”技
术，自幼大脑不太聪慧敏捷的笔者逐渐完
成了一连串科学创作。现在想来，诸多学
者大师们的惊天之作，包括霍金躺在轮椅
上关于天体物理的想入非非，也都基本借
助了诸如此类实际上不太复杂的脑功能
开发技术。

这就是产生科学灵感的更为积极的
方术———造梦。

跨学科创造灵感———盗梦

上文介绍了“抓梦”、“造梦”的方法技
巧，但都是建立在那些自己大脑中现存信
息的基础之上。然而，人类能否像电影《盗
梦空间》的故事里那样获取别人大脑中的
信息，而为己所用呢？换言之，能否在现有
的科技条件下找到“盗梦”的法门？

我们知道科学创新的一个极为重要
的规律是先有“寻寻觅觅”，“踏破铁鞋”，
“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才能突然“有朝一
日，产生灵感”。换言之“机遇青睐有准备
的大脑”。或又称之为：科学创新要靠“九
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才有可能成功。

因此，一般认为，科学创新的最基本
的步骤是：第一阶段，广泛收集有关问题
的资料，让知识信息在脑细胞中，在相应
的物质载体上储存起来。所谓灵感就是改
变这些载体之间的旧有的信息回路，从而
形成新的关系的结果。第二阶段是把这些
资料放在手边，经常复习，使之经常地刺
激大脑，从而形成牢固深刻的印象，就能
使相应的载体增强与其他载体发生关系
的能力。

然而，当今社会已进入了知识爆炸，
信息泛滥的时代，收集—学习—记忆—巩
固……我们的大脑早已不堪重负！科学体
系较小时，比较容易产生大科学家；科学体
系庞大后，我们几乎都成了牛角尖里的小
学者。
有趣的是，“盗梦”技术也许可以助您

一臂之力，神奇地打开学科的壁垒。在此，
笔者向您介绍一个跨学科制造灵感的窍
门，笔者心中的一系列思维突破似乎可以
纳入此类“盗梦”成果的范畴。
“盗梦”的最大关键在于设法利用别

人大脑里的知识信息和思维成果。时至今
日，利用“别人的大脑”里的信息似乎已非
难事，这个“别人的大脑”就是电脑，电脑
里储存的信息可以说是无限多。点击、搜
索使得我们可以迅速获得各个领域学科
的知识和最新动态。当年爱迪生花费九十

九分汗水才能实现的信息收集工作现今
可以只花九分汗水就完成了。但是现在要
把电脑储存的信息变成自己大脑中的信
息仍然是件难事，在真正实现“人— 机通
讯之前”，似乎尚无捷径可走。

然而不用太悲观，我们有办法！
我们的大脑记忆知识和信息分别有

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要牢固地掌握某个
学问，需要重复和强化该信息对大脑的刺
激。有理论提出：一般短期记忆的信息经
过一两遍学习就可使之在脑中保持数小
时以至数日，而长期记忆则需要重复地学
习、复习十遍八遍以上，尤其到了中老年
以后，长期记忆能力会大大下降。我们的
“盗梦”技术实际上就是设法将那些从长
远角度来说不属于自己的知识，或者跨越
学科太远的知识拿来为您人为地创造大
科学跨度的灵感服务。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办法就
是，充分利用“短期记忆”！

将通过计算机快速收集来的信息，分
门别类，适当归纳，快速阅读，产生对一个
感兴趣的领域的新印象。此时仅需略加联
想思索，不必作“百思不得其解”的辛苦努
力，让大脑在之后一两天睡醒觉之后产生
直觉或不自觉联想。若有灵感便写下，不
过，产生些无意义的联想亦为正常，如此
产生的“粗糙灵感”有十分之一管用就是
您科学创新的成功。

如此这般，我们的记忆效率又实现了
惊人的提高。我们利用电脑的记忆，人脑
的潜能，将生产出前所未有的不可估量的
智慧。当我们用短期记忆戏剧性地提高了
思维效率以后，我们便可用一分汗水加上
一分灵感迅捷获得科学创新的突破。科学
无捷径，盗梦可通幽！

至此，我们可以把《巧捉灵感梦》的小
诗略作修改为《创造灵感当天才》。

凌晨时分半醒来，眼睛不睁灯不开。
枕下摸出纸与笔，创造灵感当天才！
当然，充分利用短期记忆的“盗梦”技

术所获得的成果，实际上仍属您自己的智
慧的结晶，只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用得比背死书更巧妙些罢了。不过无论怎
样“活学活用”，积累尽量多的科学知识和
信息，仍然如同是在汇聚灵感赖以产生的
知识的海洋，有了长期大量的水的积蓄，
倏然来风，才会扬起波涛，水越浩瀚，波涛
就越宏伟壮观！

另外，我们从梦中获得的睿智与灵
思，并非拿来就可应用的科学知识，还有
一个“读梦”的后续过程，仍需作大量的分
析整理及去粗取精地甄别判断和加工雕
琢，进而将其巧妙合理地组合纳入科学的
宏伟体系之中。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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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 版）
《科学时报》：这是从水利和农田基本

建设方面讲。从培育节水抗旱品种来看，
现在对节水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
如遇到现在山东普遍发生的干旱，是否能
够适应和应对？

欧阳竹：遇到这么大的干旱，首先还
是需要通过灌溉解决问题，抗旱节水品种
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一定作用。我们也
不能说哪个措施就有绝对的作用。从农业
节水、抗御灾害方面，需要发挥土壤—作
物—大气系统的综合调节和抵抗能力，需
要发挥各项技术措施的综合作用，也包括
受灾后农田生态系统的恢复管理措施，恢
复作物的生产力。

前一段时间，我们恰好在山东禹城做
了一个农业节水方面的试点工作，从灌溉
以至管理机制等都有一些新的做法，比如
建设农田末级灌溉渠系；灌溉和渠系的管
理是通过用水者协会来进行统一管理，不
是一家一户单独使用和管理；通过用水计
量实现按方收费，而不是按亩收费。这样，
用水越多收费就越高，有效促进了老百姓
节水意识的提高。实际上这既起到促进节
约用水的目的，也使整个水利设施的效能
发挥得更好。节水是一个系统工程。
《科学时报》：试点面积有多大？这个

系统的节水效果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欧阳竹：我们是在 2009 年 4 月先从

2.3万亩开始做示范，从去年已经扩张到
10万亩。

这项工程提高了渠道输水效率，渠系
水利用系数从 50%提高到 70%以上。整个
灌溉区的渠系作业效率得以提高，完成一
次灌水可缩短 2～5天。通过土壤墒情监
测和计划调水、水费改革、用水者协会统
一灌溉等方式，田间灌溉比传统的灌溉方
式节约 30%以上。水利部两次组织到我们
示范区调研，很赞同这样的方式。正好这
次赶上大旱，示范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说明当时建立的系统发挥了作用。
《科学时报》：目前来看，除了在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补课，还有哪些特
别需要重视的方面？

欧阳竹：我个人认为除了加强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外，农田生态系统功能日趋退
化的问题也需要特别关注。尤其是土壤系
统，土壤养分不平衡、生命因子锐减、生物
多样性丧失、理化性质下降。如果农田生
态系统功能不断下降，那么无论遇到的是
干旱还是其他灾害，农业遭受的灾害就会
更加严重。此次虽然是干旱问题，但也提
醒我们———存在的不仅仅是缺水问题。我
们的农业不能一再以剥夺、消耗的方式去
生产，农田生态系统需要从健康的角度去
培育，一个健康的农田生态系统才能支撑
可持续的食物生产体系。

旱灾袁
不仅是缺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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