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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死经历》

内容概要

本书的作者通过对一些医生、心理学、病理学、精神病学等专家的采访、研究，并汇集了大量濒死经
历者的案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死亡”做出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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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濒死经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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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看的是《死亡回忆》，也是将濒死经历的。不错。让人完全换了个角度看生命。
2、你要知道。  这些都是你需要知道的
3、部分文字描述似乎和我以前在《飞碟探索》上看到的濒死体验完全一致。估计那本杂志是参考这
本书而做的这个选题，呵呵！
4、“　　在科学的研究中，确实还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着人类的开掘和发现。玛丽萨·圣·克莱尔
的愿望是令人赞赏的，但结论轻率。如果人死后有灵魂存在的话，自有人类记载以来，累积已有几千
亿人类生命的消亡，天堂或地狱自会有几千亿的鬼魂相聚，在如此拥挤不堪的境况下，与我们所看到
的上千鬼魂现象实不成比例，那些其他鬼魂都在什么地方呢？ ”
    你也太自我中心了。那些灵魂为什么要被你看到。
    宇宙可是无限大的。而且，除了人类的时空外，还有更多的时空存在。
5、还可以，对于最重要的事给我们一个新的思维
6、我也希望来一次濒死经历。
7、每个人都该对死亡有所觉悟，所以值得读一读，死亡是上天赐予生命的礼物，更多的了解会让这
个过程顺利而有尊严
8、佩服医生的先见之明和勇敢
明白人生要更努力
9、大概是大二时看的这书，看完就特想尝试一下灵魂出窍的感觉
10、很久前看的...
11、赞同ls，相比于lz的轻率，原作者的轻率根本不值一提⋯⋯
12、提供了许多资料!欣赏!谢谢!
13、高考前看得最後一本書！看完過了沒幾天就高考了！
14、我相信死亡不是结束！
15、开篇还不错，不过后面重复太多，看着咋像我们所见过的国内硕士论文哪？当然，对于濒死经历
还是有那么一回事。
16、书还不错，不过刚开始的那个每天地球会死亡“1400万人”让人大跌眼镜，这个数据明显是错误
的，如果按照这个死法，地球70亿人在500天以后就会全部死光⋯⋯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17、这本书使我对死亡的看法彻底改观
18、死了，就不好玩了
19、　　——读美国图书《濒死经历》断想
　　
　　
　　一旦死神降临，人还有没有灵魂？一旦肉体消失，灵魂是否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死亡”这个话题都是让人忌讳的。
　　
　　不过，还是有人对它显现出极大的兴趣。
　　
　　科学是无止境的。在某些学者的眼里，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不，美国
的学者玛丽萨·圣·克莱尔专门研究起人类的“濒死经历”来了。
　　
　　所谓的“濒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验，只有那些在临床上证明已经死亡的人才会有的
经历，他们的大脑已经没有一点点生命活动的迹象，但是确能够通过听觉、视觉和嗅觉来观察社会，
感知世界。
　　
　　其实，这个问题自有人类以来，就成为思索和探讨的话题，但那时，更多的是通过神话、传奇以
及宗教讲经等方式来体现的。在古希腊的金字塔文中，就有濒死经历的记载。发端于西方的著名哥特
式恐怖小说将灵魂再现作为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传奇故事、说唱文学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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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绘画里都有鬼魂的描述。
　　
　　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期，濒死经历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是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急救技术的运用，一些死而复生的案例越来越多，濒死经历也似乎变
得相对平常。濒死经历者的所见、所想、所闻、所梦，使人类似乎接近了那个让人恐怖的领域。
　　
　　玛丽萨·圣·克莱尔通过对一些医生、心理学、病理学、精神病学等专家的采访、研究，汇集了
大量濒死经历者的案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死亡”做出了探讨。
　　
　　他的调查小组发现，濒死经历者的感觉是多样的：
　　
　　他们的身体已停止了一切生命的活动迹象，但灵魂确可以飘然离去，他们已不知痛苦为何物，或
俯视自己的身体，或越发轻盈，充满爱意，或会见已故的亲人，或拜访宗教人物和天使⋯⋯
　　
　　那些“活过来”的人认为：确实有灵魂存在，肉体并不重要，人没有死亡之说。从此许多人会变
得较少追求物质的东西，转而去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有些人似乎更加信仰宗教。
　　
　　我们看到：人类尽管对一些濒死经历者的个案还不能做出完全科学的解释，但大多数还是可以从
其生活的社会现状、传统意识、宗教文化等方面找出进入“另一世界”的影子。他们在实质上并没有
超出存在决定意识的认知方法。
　　
　　濒死经历的怪异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在当代，当许多人惧怕未来，蔑视过去，用虚无飘渺的东西
麻醉绝望、苦闷的心灵时，这种研究尤感重要。
　　
　　不过，玛丽萨·圣·克莱尔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他认为：“我们都有独立肉体之外的灵魂，灵
魂能够超越肉体的死亡而继续存在，这大概也已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证
据，依理想而言，人类下一阶段的文明要与意识研究有关。灵魂改变一个人的能力可以用于治病、学
习，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必将让人类受益无穷。” 
　　
　　在科学的研究中，确实还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着人类的开掘和发现。玛丽萨·圣·克莱尔的愿望
是令人赞赏的，但结论轻率。如果人死后有灵魂存在的话，自有人类记载以来，累积已有几千亿人类
生命的消亡，天堂或地狱自会有几千亿的鬼魂相聚，在如此拥挤不堪的境况下，与我们所看到的上千
鬼魂现象实不成比例，那些其他鬼魂都在什么地方呢？
　　
　　任何科学的结论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验证的，而玛丽萨·圣·克莱尔研究的则都是濒死经历
者的惟一经历，在缺乏反复验证的情势下，就武断“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证据”，则失之偏颇。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当人“死”过一回后，往往更珍惜现在的时光——活着真好！他们看淡了一
切身外之物，自然对许多人热衷于追求的名利、物质显得淡薄。这是一种珍惜生命的必然心理反应，
而不是受到了什么神的启蒙。
　　
　　《濒死经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和研究方法，对我们认识人类和发现自身潜力是颇有
启迪的。
　　
　　人的精神是不受约束的，它有无限的思维和想象力。对于《濒死经历》所讲述的许多濒死经历故
事，你可以自己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
　　
　　没有人强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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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科学之光的照耀和探索，那些黑暗之角落必将会显露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20、　　   “濒死经历”一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由美国医生雷蒙德·慕迪先生首次提出。而人们
对濒死经历的研究在此之前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但是在早期的研究中，濒死经历仅仅是一种边缘
学科，不得登堂入室。也只是在上世纪下半叶，经过众多学者和和科学家的努力，濒死经历的研究才
较系统的得出一些经典理论和成果。
　　
　　    所谓濒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验，是那些在医学临床上证明已经死亡的人中，只有极
少数的人有幸经历到的体验。在这些人中，他们的大脑活动停止，心脏、脉搏的跳动停止。但他们都
声称有自己灵魂脱离肉体，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灵魂返回肉体，重新回到自己肉体生命的一种经历。 
　　
　　    发生濒死经历的人，一般都是因为意外事件、心脏病等生命危机。据上世纪下半叶西方濒死经
历研究的经典理论，濒死经历一般有以下几个阶段：突然感觉平和宁静；脱离肉体从上方观看事物；
飘向远方；进入某隧道；遇到某人；看到荣美的所在或者恐怖的所在；回顾一生有负罪感；被告知必
须返回地球。而濒死经历的核心特征：灵魂脱离肉体、遇到神圣者、程序化的死后经历、当事人康复
后生活发生戏剧性改变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濒死经历的研究，虽然一直以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该研
究至少支持人有灵魂和死后生命之说。虽然，在不同的地域中，濒死经历也会有不同的本土性文化色
彩，但是一些共同的部分，如遇到神圣者，看到光，看到天堂和地域，或者被审判，等因素都无一例
外的出现在濒死经历的案例之中。
　　
　　    关于濒死经历的研究者，从上世纪下半叶来看，多是一些临床医生和医学工作者，以及一些心
理学家和大学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客观严谨的科学精神探索这个少为人知和不为人接受的领域
。针对于濒死经历研究的敏感性，看来，“未知生焉知死”的论定也同样适用于西方世界。
　　
　　    濒死经历的外文研究著述甚多，但是中文著作却寥寥无几。据笔者所知，中文译作有莫里斯·
罗林斯博士《超越死亡之门》、乔治·李齐博士《死亡九分钟》和玛丽萨·圣·克莱尔《濒死经历》
等。前两部著作，在教会书房中也有出售，特别是罗林斯博士的著作，冯秉成博士在他的《游子吟—
永恒在招唤》中也有介绍。
　　
　　    尽管随着濒死经历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的接纳也越来越开放。但是对于濒死经历质疑者
也不乏其人，如：濒死经历是一种个人的有意捏造；或者是医学药物的麻醉迷幻作用；是个人的心理
作用使然；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缺氧或者神经痉挛；是人类大脑在面临死亡时的“最后一搏”等的推
敲。
　　
　　    而人们对濒死经历研究有所侧目，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就人们主流的生命观而言，人们很难
接受信仰性的灵魂说和死后生命说，此一范式很难突破；就濒死经历研究本身而言，其研究的事件都
是不可重复的，研究者只能外在观察和记录，而其取证，也是凭当事人的陈述，依赖于个人经验。
　　
　　    但是，不论观望者作何臆测，对于濒死经历的研究是客观的和系统的，濒死经历带给人的影响
也是有目共睹的。濒死经历会把一个人唯物的现世的生存观变得更超越，促使他们对生存目的和意义
的重新定位，以使他们接受一种与他们有限有罪的人性不相符的高贵圣洁的生活。
　　
　　    当然，关于濒死经历的研究，经过上世纪下半叶几十年的积累，相信也会继续的深入下去，获
得更多的研究成果，形成更客观的经典理论，有更多的个人和学术机构投入进去。毕竟人的死亡率一
直稳定在100/100，对于濒死经历的研究，这也是人类关切性最强的学术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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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上世纪下半叶濒死经历研究的部分著作和研究成果
　　
　　     雷蒙德·慕迪，美国学者，医生，著有《后生命》（1975年），通过众多案例研究，归纳出濒
死经历的14个阶段性特征。
　　    托马斯·威尔奇，美国人，木材公司工人，著有《俄勒冈的惊人奇迹》（1975年），个人的濒
死经历讲述。
　　    莫里斯·罗林斯博士，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医疗中心医生，美国心脏科权威，著有《超越死
亡之门》（1978年），书名又译为《生死之间》。
　　    肯尼斯·凌，美国康涅狄格州斯汤尔大学心理学教授，著有《死后的生活：对濒死经历的科学
调查》（1980年），对100名濒死经历者的研究报告。
　　    米歇尔·萨伯，美国学者，医生，著有《死亡集：医学调查》（1982年），对濒死经历者的案
例调查。
　　    玛尔格特·格雷（女），英国心理学家，著有《死后回归》（1985年），格雷女士自己就有过
濒死经历。
　　    卡罗尔·扎莱斯基博士（女），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著有《超凡之旅》（1987年），研究基督
教中所涉及的濒死经历。
　　    斯科特·罗格博士，美国心理学家，著有《从寂静世界中返回：濒死经历研究》（1989年），
从心理学角度讨论濒死经历。
　　    乔治·李齐博士，前美国陆军士兵、现佛吉尼亚心理医生，著有《死亡九分钟》，讲述自己的
濒死经历。
　　    库布勒·罗斯医生（女），美国芝加哥比林斯医院心理学教授，著有《关于死后的生活》
（1991年）。
　　    麦尔文·莫斯，美国西雅图医生，著有《光明改变我》（1992年），该研究侧重于濒死经历者
人生的戏剧性转折变化。
　　    戴维·劳里迈，英国学者，建立“国际濒死经历研究协会”。
　　    萨玛·穆巴韦博士（女），非洲赞比亚大学教授，研究15位非洲人的濒死经历，揭示了本土文
化对濒死经历的深度影响。
　　    贝蒂·J·爱迪（女），著有《被光明拥抱》（1992年），个人的濒死经历讲述。
　　    丹尼·布林克，美国加州人，著有《被光明拯救》（1994年），个人的濒死经历讲述。
　　    切里·苏瑟兰（女），著有《光明之子》（1995年），关于濒死经历者的调查报告。
　　    玛丽萨·圣·克莱尔，美国学者，著有《濒死经历》，对上世纪的濒死经历研究的系统总结回
顾。
　　
　　
21、非常不喜欢这本书的论调，摆出一副基督徒济世的样子来告诉世人天堂是存在的，濒死时见到的
就是类似天堂的图景⋯⋯
22、我一直相信死后的存在。本书能让人对生活更有热情，对死亡无所恐惧。
23、我趋向于认为所谓的灵魂出窍是人大脑缺氧状态下产生的幻觉，而这种幻觉和现实社会里的鬼神
宗教的描述是大有关系的。
    如果真的有灵魂世界，未必一定是和宗教相联系。我认为灵魂世界和人类社会应该是一样的，灵魂
们也有人类所具有的弱点和缺点，有同样的喜怒哀乐。而且他们和人类社会之间的沟通是有困难的，
不是象简单的附体那样就能作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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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濒死经历”一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由美国医生雷蒙德·慕迪先生首次提出。而人们对濒死
经历的研究在此之前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但是在早期的研究中，濒死经历仅仅是一种边缘学科，
不得登堂入室。也只是在上世纪下半叶，经过众多学者和和科学家的努力，濒死经历的研究才较系统
的得出一些经典理论和成果。所谓濒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验，是那些在医学临床上证明已
经死亡的人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幸经历到的体验。在这些人中，他们的大脑活动停止，心脏、脉搏
的跳动停止。但他们都声称有自己灵魂脱离肉体，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灵魂返回肉体，重新回到自己
肉体生命的一种经历。 发生濒死经历的人，一般都是因为意外事件、心脏病等生命危机。据上世纪下
半叶西方濒死经历研究的经典理论，濒死经历一般有以下几个阶段：突然感觉平和宁静；脱离肉体从
上方观看事物；飘向远方；进入某隧道；遇到某人；看到荣美的所在或者恐怖的所在；回顾一生有负
罪感；被告知必须返回地球。而濒死经历的核心特征：灵魂脱离肉体、遇到神圣者、程序化的死后经
历、当事人康复后生活发生戏剧性改变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濒死经历的研究，虽然一直以
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该研究至少支持人有灵魂和死后生命之说。虽然，在不同的地域中，
濒死经历也会有不同的本土性文化色彩，但是一些共同的部分，如遇到神圣者，看到光，看到天堂和
地域，或者被审判，等因素都无一例外的出现在濒死经历的案例之中。关于濒死经历的研究者，从上
世纪下半叶来看，多是一些临床医生和医学工作者，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和大学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勇
气和客观严谨的科学精神探索这个少为人知和不为人接受的领域。针对于濒死经历研究的敏感性，看
来，“未知生焉知死”的论定也同样适用于西方世界。濒死经历的外文研究著述甚多，但是中文著作
却寥寥无几。据笔者所知，中文译作有莫里斯·罗林斯博士《超越死亡之门》、乔治·李齐博士《死
亡九分钟》和玛丽萨·圣·克莱尔《濒死经历》等。前两部著作，在教会书房中也有出售，特别是罗
林斯博士的著作，冯秉成博士在他的《游子吟—永恒在招唤》中也有介绍。尽管随着濒死经历研究的
不断深入，人们对其的接纳也越来越开放。但是对于濒死经历质疑者也不乏其人，如：濒死经历是一
种个人的有意捏造；或者是医学药物的麻醉迷幻作用；是个人的心理作用使然；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
缺氧或者神经痉挛；是人类大脑在面临死亡时的“最后一搏”等的推敲。而人们对濒死经历研究有所
侧目，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就人们主流的生命观而言，人们很难接受信仰性的灵魂说和死后生命说
，此一范式很难突破；就濒死经历研究本身而言，其研究的事件都是不可重复的，研究者只能外在观
察和记录，而其取证，也是凭当事人的陈述，依赖于个人经验。但是，不论观望者作何臆测，对于濒
死经历的研究是客观的和系统的，濒死经历带给人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濒死经历会把一个人唯物
的现世的生存观变得更超越，促使他们对生存目的和意义的重新定位，以使他们接受一种与他们有限
有罪的人性不相符的高贵圣洁的生活。当然，关于濒死经历的研究，经过上世纪下半叶几十年的积累
，相信也会继续的深入下去，获得更多的研究成果，形成更客观的经典理论，有更多的个人和学术机
构投入进去。毕竟人的死亡率一直稳定在100/100，对于濒死经历的研究，这也是人类关切性最强的学
术研究之一。附：上世纪下半叶濒死经历研究的部分著作和研究成果雷蒙德·慕迪，美国学者，医生
，著有《后生命》（1975年），通过众多案例研究，归纳出濒死经历的14个阶段性特征。托马斯·威
尔奇，美国人，木材公司工人，著有《俄勒冈的惊人奇迹》（1975年），个人的濒死经历讲述。莫里
斯·罗林斯博士，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医疗中心医生，美国心脏科权威，著有《超越死亡之门》
（1978年），书名又译为《生死之间》。肯尼斯·凌，美国康涅狄格州斯汤尔大学心理学教授，著有
《死后的生活：对濒死经历的科学调查》（1980年），对100名濒死经历者的研究报告。米歇尔·萨伯
，美国学者，医生，著有《死亡集：医学调查》（1982年），对濒死经历者的案例调查。玛尔格特·
格雷（女），英国心理学家，著有《死后回归》（1985年），格雷女士自己就有过濒死经历。卡罗尔
·扎莱斯基博士（女），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著有《超凡之旅》（1987年），研究基督教中所涉及的
濒死经历。斯科特·罗格博士，美国心理学家，著有《从寂静世界中返回：濒死经历研究》（1989年
），从心理学角度讨论濒死经历。乔治·李齐博士，前美国陆军士兵、现佛吉尼亚心理医生，著有《
死亡九分钟》，讲述自己的濒死经历。库布勒·罗斯医生（女），美国芝加哥比林斯医院心理学教授
，著有《关于死后的生活》（1991年）。麦尔文·莫斯，美国西雅图医生，著有《光明改变我》
（1992年），该研究侧重于濒死经历者人生的戏剧性转折变化。戴维·劳里迈，英国学者，建立“国
际濒死经历研究协会”。萨玛·穆巴韦博士（女），非洲赞比亚大学教授，研究15位非洲人的濒死经
历，揭示了本土文化对濒死经历的深度影响。贝蒂·J·爱迪（女），著有《被光明拥抱》（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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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濒死经历讲述。丹尼·布林克，美国加州人，著有《被光明拯救》（1994年），个人的濒死
经历讲述。切里·苏瑟兰（女），著有《光明之子》（1995年），关于濒死经历者的调查报告。玛丽
萨·圣·克莱尔，美国学者，著有《濒死经历》，对上世纪的濒死经历研究的系统总结回顾。
2、——读美国图书《濒死经历》断想一旦死神降临，人还有没有灵魂？一旦肉体消失，灵魂是否能
够进入另一个世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死亡”这个话题都是让人忌讳的。不过，还是有人对它
显现出极大的兴趣。科学是无止境的。在某些学者的眼里，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
象。这不，美国的学者玛丽萨·圣·克莱尔专门研究起人类的“濒死经历”来了。所谓的“濒死经历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验，只有那些在临床上证明已经死亡的人才会有的经历，他们的大脑已经
没有一点点生命活动的迹象，但是确能够通过听觉、视觉和嗅觉来观察社会，感知世界。其实，这个
问题自有人类以来，就成为思索和探讨的话题，但那时，更多的是通过神话、传奇以及宗教讲经等方
式来体现的。在古希腊的金字塔文中，就有濒死经历的记载。发端于西方的著名哥特式恐怖小说将灵
魂再现作为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传奇故事、说唱文学和佛堂绘画里都有鬼
魂的描述。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期，濒死经历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随着科学的发
展和急救技术的运用，一些死而复生的案例越来越多，濒死经历也似乎变得相对平常。濒死经历者的
所见、所想、所闻、所梦，使人类似乎接近了那个让人恐怖的领域。玛丽萨·圣·克莱尔通过对一些
医生、心理学、病理学、精神病学等专家的采访、研究，汇集了大量濒死经历者的案例，从各个不同
的角度对“死亡”做出了探讨。他的调查小组发现，濒死经历者的感觉是多样的：他们的身体已停止
了一切生命的活动迹象，但灵魂确可以飘然离去，他们已不知痛苦为何物，或俯视自己的身体，或越
发轻盈，充满爱意，或会见已故的亲人，或拜访宗教人物和天使⋯⋯那些“活过来”的人认为：确实
有灵魂存在，肉体并不重要，人没有死亡之说。从此许多人会变得较少追求物质的东西，转而去追求
更高的精神境界，有些人似乎更加信仰宗教。我们看到：人类尽管对一些濒死经历者的个案还不能做
出完全科学的解释，但大多数还是可以从其生活的社会现状、传统意识、宗教文化等方面找出进入“
另一世界”的影子。他们在实质上并没有超出存在决定意识的认知方法。濒死经历的怪异现象是值得
关注的。在当代，当许多人惧怕未来，蔑视过去，用虚无飘渺的东西麻醉绝望、苦闷的心灵时，这种
研究尤感重要。不过，玛丽萨·圣·克莱尔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他认为：“我们都有独立肉体之外
的灵魂，灵魂能够超越肉体的死亡而继续存在，这大概也已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这方面的证据，依理想而言，人类下一阶段的文明要与意识研究有关。灵魂改变一个人的能力可以用
于治病、学习，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必将让人类受益无穷。” 在科学的研究中，确实
还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着人类的开掘和发现。玛丽萨·圣·克莱尔的愿望是令人赞赏的，但结论轻率
。如果人死后有灵魂存在的话，自有人类记载以来，累积已有几千亿人类生命的消亡，天堂或地狱自
会有几千亿的鬼魂相聚，在如此拥挤不堪的境况下，与我们所看到的上千鬼魂现象实不成比例，那些
其他鬼魂都在什么地方呢？任何科学的结论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验证的，而玛丽萨·圣·克莱尔
研究的则都是濒死经历者的惟一经历，在缺乏反复验证的情势下，就武断“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证
据”，则失之偏颇。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当人“死”过一回后，往往更珍惜现在的时光——活着真好
！他们看淡了一切身外之物，自然对许多人热衷于追求的名利、物质显得淡薄。这是一种珍惜生命的
必然心理反应，而不是受到了什么神的启蒙。《濒死经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和研究方法
，对我们认识人类和发现自身潜力是颇有启迪的。人的精神是不受约束的，它有无限的思维和想象力
。对于《濒死经历》所讲述的许多濒死经历故事，你可以自己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没有人强迫
你！随着人类科学之光的照耀和探索，那些黑暗之角落必将会显露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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