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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第六感”总是让人感觉玄之又玄。最

近，来自马里兰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神经学

家鲍曼发现一个名为“Piezo2”的基因控制着人类

对于自身躯体在空间位置的感知，即本体感觉，

这可以说是人类除了味觉、嗅觉、触觉、视觉和听

觉这5种基本感觉之外，存在的第六种感觉。

但是这种科学意义上的“第六感”和我们通

常认为的好像有点不同。人们心目中的“第六

感”总是和神秘主义以及超自然能力联系在一

起。到底什么才是“第六感”，“第六感”到底是

不是真实存在的呢？

“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第六感’了。”北京师

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前博士后卜勇说，

“第六感”这种口头的说法很笼统，其实它包括

很多种细分的情况，比如直觉、预感、心灵感应

等等，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所谓的“第六感”并

不是某种神秘的特殊能力，而是有科学依据或

者说生理学约束的，一些细分的概念，如直觉

等，被大量的科学家用严密的科学实验予以研

究并证明。“科学归根到底是要证伪”，有一些

“第六感”至今无法被实验证实，但是不是超自

然的能力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文·本报记者 刘 垠

———— 相关链接 ————

通常人们的大脑拥有的脑细胞约为 140

亿—150 亿个，有研究统计认为，98.5%的细胞

是处于休眠状态，只有 1%参加大脑的功能活

动，并且正常人脑潜能只用了不到 5%，另外

95%的大脑潜能尚待开发与利用。那么，事实

真的如此吗？让我们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来

揭开这个谜团。

“记忆痕迹”实验的谬传

1922年，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拉什里提出了

大脑功能的等势原理和总体活动原理，他最早

尝试从大脑区域化的观点探究学习神经生理基

础，而后被誉为神经心理学之父。卡尔首先提

出关于人脑“记忆痕迹”的假象概念，然后设计

了一系列小鼠实验，来验证大脑的储存记忆能

力和大脑利用率。

实验过程中，他先训练小鼠钻迷宫找食

物，然后切掉小鼠的一部分脑皮层，再对比小

鼠钻迷宫的效果。如果大脑存在“记忆痕迹”，

并且恰好在某次实验中被切除，那么小鼠就会

迷路。

多次实验后，卡尔发现了一个脑区，对小

鼠走迷宫的效率影响最大，并且在这个区里细

分下去，切在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切除的比

例——切得越多，小鼠就越容易迷路。于是，卡

尔认为“记忆痕迹”就在这个区域里。而且，就

算切掉一半，小鼠依然能正常活着，这说明小鼠

对于脑区的利用率非常低。

这个结论在当时来看是非常新鲜的，并且

获得很多人支持，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

“人脑利用率不足 5%”这种说法。

“海马体”与持续活跃的神经元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渐渐知道了大脑负

责记忆的区域，根本不在卡尔切的那块区域

上。而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被叫做“海马体”的

脑结构中，这个结构对我们看、听、说、运动、思

考甚至睡觉进行整体控制。大脑的大部分能量

消耗主要用于数亿神经元之间相互联系时的快

速放电，正是这样的神经放电和联系产生了所

有的大脑高级功能。

实际上，一个普通的人，闭眼状态下尽量

不想事情的时候，他的脑子也是整体上高速

运转的。科学作家罗比内·博伊德曾在一篇

文章中写道，尽管在任何时刻大脑的所有区

域都不是在同时放电的，但大脑研究者们利

用成像技术发现，大脑和身体肌肉一样，大部

分 都 是 24 小 时 内 持 续 活 动 的 。 即 使 在 睡 眠

中，一些脑区例如控制高级思考和自我认知

能力的额皮质，或者帮助人类感知四周的体

感区域，都是活跃的。

那么卡尔·拉什里找到的那个脑区是干什

么的呢？

在当代神经生物学术语里，人们管这个区

域叫做初级视觉皮层——是负责“看”的脑区。

如果这里有一块受损，我们视野里就会相应地

产生一块盲点。受损区域越大，盲点的尺寸也

就越大。也就是说，卡尔切得越多，可怜的小鼠

视野范围就越小，当然钻迷宫也就越慢。用这

样的实验来验证 5%的利用率，可谓谬之千里。

但是由于其存在巨大的商业价值，不少商家借

此推销促进大脑利用率的药品，所以 5%大脑利

用率的说法经久不衰。

伴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未来人类或许将

具有假肢身体，或者建立一个计算机类型的

大 脑 系 统 。 就 像 科 学 家 博 伊 德 所 说 ，“ 并 不

是我们只使用了大脑的 5%，只不过是这个大

脑如何运作的不解之谜，我们仅仅解开了 5%

而已。”

（据科普中国）

大脑真的只用了不到5%？
文·刘亨巧

现年 70 岁的英国野生生物摄影师大卫·谢尔历经数十年时间，

跟随科考船几乎游遍了全球各大海域，拍摄了大量深海奇异生物的

照片。这些精彩的摄影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存在于漆黑海底的神

秘世界。在这个神秘世界中，栖息着大量人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奇异生物，无论从外貌特征到生活习性，它们都有着一种独特、迷人

的魅力。

谢尔介绍说：“因为我的专业背景涉及海洋学及动物摄影等领

域，因此我被邀请到这些科考船上记录途中捕捞到的各种动物。这

些科考船主要是进行生物学巡航，搜集深海物质。”这些科考船上的

水下机器人将捕捉到的深海生物装入容器内，将其带到海面之上，由

谢尔在冷藏室内进行拍摄。

那些你没见过的奇异深海生物

外形怪异的管水母

发现于缅因湾830米深海面之下的触须八爪鱼好似幽灵一般

发现于大西洋的缘叶水母

这只栉水母看起来像是一个游荡于深海之中的中国灯笼

发现于大西洋中脊的深海水母

人们有时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事情或者

场景有哪里不对劲，但是又无法精确地说出到

底是哪里发生了变化，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往往

喜欢将其归结为有“第六感”。

加拿大心理学家罗纳德·任辛科曾经进行

过一项实验。他找到 40 名志愿者，将他们分成

两组。这些志愿者被要求观看在计算机屏幕

上闪现的一系列图像，每个图像在屏幕上停留

大约 1/4 秒，接着被短暂的空白灰屏所取代。

第一组志愿者观看到的图像之间存在细微差

别，而第二组志愿者前后看到的图像则是完全

相同的。

结果显示，第一组志愿者中有 12 人在 504

次测试中，有 82次报告说，在他们能确认图像发

生的是什么变化之前，就已感觉到图像发生了

变化，这有点类似于平时我们所说的凭直觉。

任辛科分析说，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直

觉，而是人类视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深度

感觉，它能察觉到某个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

即使我们的智力难以对该变化进行形象化处

理，并且不能说出发生了什么变化，或哪里发生

了变化。

卜勇指出，“知道变了，但不知道哪里变了”

这一类的感觉，也可以从意识的角度来解释。

大脑接收来自外部的信息后，开始对信息进行

加工，有些信息由于大脑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进

行处理，在并未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一

种模糊的变化感觉，有时甚至由于信息“不充

分”不足以形成“语义表达”。

就好像在屏幕上投射字母 E，让人观看。如

果投射时间很短，比如一毫秒，那么这个人就什

么都看不到，这说明知觉不是瞬时的；如果把投

射时间加长到 5毫秒，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会看到

屏幕上有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说明知

觉产生了，但辨别尚未产生；如果投射时间长度

足以使人看出这个字母不是 O 或 Q，但看不出

是 E 还是 F，那么这个人就产生了部分的辨别。

这样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任辛科的实验中，实

验对象能够凭直觉感到前后看到的图像发生了

变化，“第六感”也许就是一种不完整的认知。

凭直觉感知是一种不完整认知？

能够预知危险也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冥冥中

有超自然的“第六感”存在。

1940 年希特勒对英国伦敦进行大规模轰

炸，在德国飞机袭击前数小时，有一些猫就在家

中来回走动，频频发出尖叫声，有些咬着主人的

衣裙拼命往外拉，催促他们迅速逃离。动物能

够通过察觉环境中发生的微妙变化，来感知迫

在眉睫的危险。人类也有这种可以预知危险的

相似行为。比如，在泰坦尼克号首航前，英国著

名的实业大亨乔里·奥昆纳就预感到这艘巨轮

要沉没，从而放弃了难得的首航船票。

英国生物化学家罗伯特·谢尔德认为，这种

预知现象并不是超自然的能力，可以从生物学角

度得到解释，它是正常的动物行为，经过了数百

万年的演变，是为适应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

在人类千百年的进化过程中，一些对事物

直接因果关系的感知能力深深地镌刻在人类的

潜意识中，这被生物学家称为“适应力”。通过

预知危险是为生存进化的“适应力”？

这种适应力，人们能够做到某种程度的“未卜先

知”，从而避免受到伤害。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经研究

证实，人类大脑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具有早期预

警作用的特殊区域——这个区域可以监控外界

环境线索，同时衡量环境变化可能会给人体带

来的后果，并调节人们的行为以避免危险情况

的发生。脑部的这一区域被称为前扣带皮质，

它位于大脑额叶的上半部，沿着区分左右脑的

隔膜分布。它能觉察出环境中细微的变化，并

起到预警作用。

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博士约书亚·布朗解释

说：“前扣带皮质在大脑对外界的认知与反应中

担当了一个早期的警告系统。当我们的行为可

能导致负面结果时，前扣带皮质便预先警告我

们，让我们更小心，避免犯错。”

科学家曾进行过这样一个实验，安排同一

个女实验者分别在一个大峡谷的吊桥上，以及

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向男性发放一份问卷，问

卷上写着“欲知结果可以打问卷上的电话与我

联系”。结果显示，在峡谷的吊桥上接受问卷的

男性打回电话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在商业街上接

受问卷的男性。这是为什么呢？卜勇解释说：

“因为人们处于危险环境下，体内的肾上腺素会

分泌的较多，这种感觉与被异性吸引以后的感

觉一致，因此你的大脑会将此误解释成我被这

个女孩吸引了，这就是为什么更多在吊桥上接

受问卷的男性会打去电话。”

“这个例子说明，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

大脑欺骗。就像有时候我们认为是‘第六感’，

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卜勇说，比如女儿发生

危险，此时远在家乡的母亲有一种强烈的不安

感，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被人们一厢情愿的认

为是“第六感”。但是，这其实只是人们的错

觉。女儿只身在外，母亲担心孩子，时常都会产

生不安的感觉，也许 100 次不安有 99 次女儿都

没发生危险，碰巧只有一次女儿发生危险，虽然

从整体上看这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这时这

位母亲的大脑就会将这一次“碰巧”的记忆加

强，从而忽略了那 99 次的“不碰巧”。这样给母

亲的错觉就是“我有心灵感应”。

此外，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体验——即使

并没有直接看对方的眼睛也能察觉到别人的注

视，甚至有时候能感觉到不在视野范围之内的

人的注视。

一些研究发现，多达 94%的人报告称，他们

曾经感觉到有人正在背后看着自己，转身之后

发现，确实有人在看着自己。对此，研究者认

为，这可能是记忆偏差在起作用。如果你觉得

自己正在被注视，并转身查看，在你视野中的另

一个人可能就会注意到你正在观察四周，从而

将目光转移到你身上。当你们的目光接触时，

你就会假设这个人一直在注视着你。并且这种

情况发生时，你的记忆会更加深刻。这时你会

觉得自己有心灵感应，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你的

大脑在你身上玩的把戏。

心灵感应是大脑和我们开的玩笑？

在一些天灾来临之前，许多野生动物会有

种种反常表现，仿佛已事先察觉到大难临头，莫

非这些动物有什么预知灾祸的“第六感”吗？法

国动物学家表示，动物能够“未卜先知”并非靠

什么“第六感”，而是全凭比人类灵敏的感觉。

法国动物研究中心的动物行为专家弗里茨

解释称：“大象拥有次声通讯能力。它们能够听

到在数十公里以外的声音。”次声即音频很低的

声音，一般来说在 20赫以下，那已在人类的听觉

能力以外。这种能力使得大象能够预知海啸将

至，它们可能能够听到海啸在大气中制造的声

音，但人类却无法听到这些微弱的声响；此外，

它们可能也会感到大地的震荡。

除大象外，兔子和其它四足动物亦可透过

大地震动预感天灾将至；蝙蝠则是靠音波在物

体上的反弹来侦察它们的位置。在地震和海啸

这种有物体颤动的环境下，音波的反弹会有所

不同，令蝙蝠可预知天灾来临。

动物预知灾难也并非靠“第六感”

人类到底有没有人类到底有没有““第六感第六感””

“第六感”可以说是人类除了味
觉、嗅觉、触觉、视觉和听觉这5种基
本感觉之外，存在的第六种感觉。

说起“第六感”，似乎给人感觉
玄之又玄，人们往往将它与神秘主
义和超自然能力联系在一起。那
么，“第六感”是否真实存在？它究
竟是一种灵异的能力还是可以用科
学来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