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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
 

所谓
“

天眼通
, ,

� ! ∀# ∃% & ∋ & # ( ! ! � 是心灵学的核心问题

—
“

超感 官知觉
”

� ) ∗ + �的

一部分
。

据 说
,

有这种能力的人
,

视觉有
“

透视
”

力
,

能透过屏障看见物体
。

我国华东某地有一名十二 岁的男孩
,

董 , ,
。

根据 当地群众反映
,

他是个
“

夭眼通
” ,

据说能看见保 险柜中的物品
,

能隔墙
“

看见
”

人
,

等等
。

此事在 当地流传较广
,

影响很大
。

因此
,

我们对董 , , 进行了严格的实验
,

以取得充分证据证 明他是否真是个
“

天眼通
” ,

他

的视觉是否真有
“

透视
”

力
。

�二 �实验方法与过程
 

−
、

本实验采用双盲配对法
。

双盲指的是  
除实验顺序安排人以随机取样法安排实验中呈现物品的排列次序外

,

主试

和被试既不知道实验安排
,

亦不知道实验结果
。

这种方法可排除任何暗示
、

「

提示
,

做到实验

结果客观准确
。

配对指的是
 用完全相同的两套实验用品

,

由实验顺序安排人随机安排实验物品如 . /

∗ 0 )
。

被试人在被隔开的房间内用完全相同的顺序也排出. / ∗ 0 )
。

这种方法可排除因

言语回答不确切而造成的混淆和判断不清
,

同时也是针对董 , , 以往
“

透过
”

屏障看物时总

是不肯说出物体的名称和具体形状
,

只给出关于形状 的含混的答案或其他模 棱两可的描述
,

�如
“

圆乎的
” 、 “

长乎的
” 、 “

方乎的
” 、 “

扁乎的
”

等等 � 的情况而定的
。

1
、

本实验选取五 对质地不同
、

形状差异较大的物品进行实验
。

代 号 2 .

名 称

质 地

玩具象

塑 料

手 电筒

金 属

竹一木

/一一

一空一竹

3
、

实验系列
 
选三种屏 障

 
墙壁

、

红黑布帘
、

木板
,

共进行五组实验
,

每 组 进 行 十

次
,

其中实验 4 系对照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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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实验 ∀ 那 4 布置示意图

实验 ?
、

五在一墙相隔
,

互不相通的两间房间内进行
,

− 号和 1 号房的 门窗均挂有红黑

布帘
。

实验过程中除摄影者外
,

主试
、

被试和实验参加人均不得外出
,

外人也不得入内
。

实验 −−−
、

万
、

4 在一房间内
,

用暗室红黑布帘或木板隔开
。

方法和要求与实验 ?
、

亚相

同
。

实验 亚
、

巫
、

≅ 在安排实验顺序时
,

均给被试以声音干扰
,

以避免被试根据声音线索判

断
。

被试的五种物品均堆放一盆中
,

以排除原来顺序的影响
。

实验过程
 

实验前在同一张桌子上以游戏的方式对被试进行 配对练习
,

使其熟练掌握配对法
。

实验开始时
,

实验顺序安排人用 Α 个玻璃球抽签
,

随机安排 . / ∗ 0 ) 五种物品及 8 呈

现的顺序
,

然后将物品在桌上摆好
,

即给另屋的主试发出信号
。

主试得知后
,

给被试 以下指

导语  “ , , ,

你看墙 �布
、

木板 � 那边的桌子上放东西 Β 放着什 么东西 Β 你按那边桌上摆

的东西的顺序把这几样东西摆好
,

就象刚才我们做过的那个游戏一样做
,

明白吗 Β ” ,

被试

明 白后开 始摆
,

摆好后 尚可调整
,

直到被试认为摆好为止
。

摆好后主试发出信号
,

通知实验

顺序安排人
。

此次实验完成后
,

主试与实验顺序安排人分别 记录实验结果
。

实验参加者都在

记录上签字
,

然后拍照
。

实验 ∀
,

亦用双盲法
,

实验顺序安排人用十一个球抽签
,

根据抽签结果安排解放军战士

进入 − 号屋内
。

实验前在被试面前摆着 。、 −9 共 ( 个字牌
。

被试
“

看
”

清后
,

用数字标明他

看见隔壁有几个人
。

此外
,

均同于其它实验
。

关于对照 实验
 
实验 工Χ 亚完成后

,

进行实验 4
。

由一成人陈 , , 充当被试
,

亦用双盲

配对法
。

令其随机猜测
。

实验过程与董 , , 完全相同
。

�三 � 实验结果
 

表 − ”表 Δ 是实验 工‘实验 & 的全部结果
,

粤牟



裹 − 实 验 ? 被 试 ? , , 隔 墙 看 物 的 实 验 结 果

实验安排
主试呈现顺序 被试复现顺序 对 应 性

实验次序

表 1 实 验 亚 被 试 盆 , , 隔 绮 看 人 实 验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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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 验 ∀ 被 试 盆 Φ Φ 隔 布 看 物 的 实 验 结 果

实验安排
主试呈现顺序 被试复现顺 对 应 性

实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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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实 验 ≅ 被 试 , Φ Φ 隔 木 板 看 物 的 实 验 结 果

实验安排
主试呈现顺序

实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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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Δ 被 试 陈 Φ Φ 姗 木 看 物 的 实 验 结 果

实验安排
主试呈现顺序 被试复现顺序 对 应 性

实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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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实验结果分析
 

−
、

对董 , , 的眼睛透过障碍物看到东西的能力可作三种
“

可能性
”

的假设
 

� 完全有透视力
—

即
“

概率为 � ”

地能透过屏障看到东 西
。

 有部分透视力
—

例如有
“

于的概率
”

能透过屏障看到东西
。

!没有透视力
—

只是一种
“

完全随机
”

的猜测
。

这三种假设是三种不同的概率模型
。

根据实验结果
,

如果作出� 的 判 断
,

则是�∀∀ 形地

错了
#
如果根据实验 ∃ 或 % 作出 的判断

,

那么犯错误的概率都达&∋
(

)∋ 拓
,

根据 实验 ∗ 作出

 的判断
,

犯错误的概率也达 )+
(

&∋ 拓
,

而如果把这三个实验当作一个整体
,

作出  的判断
,

则犯错误的概率竟高达&&
(

&,多
,

只有作出− 的判断才是合理的
。

在 − 的假设下
,

主试摆出. / 0 1 2 的顺序
,

被试摆出每一种可 能 顺 序 的 概 率 都是

� 3� 4∀
。

因此
,

如果把 �4∀ 种不同顺序归纳五类
,

相应的概率分别是
5

� 与主试完全相同 � 3 �4∀

 与主试恰有三个相同 � 3 �4∀

!与主试恰有二个相同 � 3 ∋

6与主试只有一个相同 + 3 )

7与主试完全不同 ��3 +∀

� 和 属于
“

说明有一定的透视力
”

的有利条件
,

− 6和7则属于
“

说明有 一 定 透 视

力
”

的不利条件
。

在这种假设下
,

作 �∀ 次独立试验至少出现一次
“

有利 条件
”

〔即口和 〕

的概率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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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作三十次独立实验至少出现一次
“

有利条件
”

的概 率则 高达Ν<
=

<3 多
。

董 , , 的实

验 ∀ 的结果中和对照实验陈 , , 同志的结果中都出现了一 次与主试恰有三个相同的回答
,

属

于随机猜测范围
。

可见
,

有关董 , , 的眼睛透视力的传说是没有科学论据的
Β

1
、

在木板屏障看物实验中
,

董 , , 共作Δ9 次
,

正确判断 ϑ 次
,

而对照实验者陈 , , 正

确判断 Ν 次
,

两者结果在统计上是一样的
,

从而反证 了董 Θ , 视觉并无透视力
。

3
、

关于零呈现问题
 
在实验 工、 Ρ 中

,

我们均随机安排二次零呈现
,

即在屏障后不放

任何人或物
,

共八次零呈现
,

可是董 , , 每次均是 错误的答案
。

屏障后并没有人或物
,

但策

, , 竟然看见了人或物
,

这只能使我们更加确信董 , , 视觉不能穿透屏障
。

<
、

从实验结果看
,

茸 , , 由随机猜测得到的正确判断对不同质地的物品的分布基本上

是平衡的
,

表明他不能透过屏障对某种质地的物品有特异视觉
。

Δ
、

关于实验 亚的结果  

被试隔墙看人的 −9 次实验中错误 Ν 次
,

正确 − 次
。

而月
=

被试知道所观察对象范围是 。”

−9
,

他的答案没有重复性
,

这种情况亦能证 明他是不能
“

看见
”

墙那边的人
,

而是
“

猜
”

那

边有几个人
。

�五 �结论  

根据用双盲配对法进行的五组实验之结果可以 肯定认为蓝 , , 的视觉没有透视能力
,

他

不能透过屏障看见东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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