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其实有两条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其实有两条命》

13位ISBN编号：9787538293852

10位ISBN编号：753829385X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辽宁教育

作者：李卫东

页数：2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人其实有两条命》

前言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认识梦，并与大家分享。这种方法虽然目前还不是最完美的，但却是
最独特的。这是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说来难以置信，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做梦，但人类几千年来
却对梦知之甚少。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名字，虽然永载史册，但对正确理解梦的帮助其实并不
是很大。如此评价，并不是作者狂妄自大，只是如果将他们的成就与中国古代的《黄帝内经》相比，
这样的评价也算不上不敬。为什么呢？纵观古今中外所有关于梦的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
乎所有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假设，在人体中存在着某个潜藏在我们大脑深处的精神主体。如果不做这样
一个假设，研究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于是，古人认为梦是人的灵魂夜晚远游的经历；弗洛伊德认为梦
是人类潜意识出来散步的遗迹；荣格认为梦是远古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对话⋯⋯然而，这些假设都存在
一个致命的缺陷：所有的假设都与人的生理结构无关，即这些假设都没有生理学的基础。如此一来，
似乎梦与生理完全没有关系，只是人类大脑在夜晚无所事事时的胡思乱想。人们只能在心理学或者在
精神分析学的层面上来理解梦，这就必然陷入了一个空对空的困境。梦作为人类生理的必需品，显然
它的重要责任就是维护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行，并且它还要参与到生理机能的运行当中。因此，任何与
生理无关联的梦，都是不存在的，任何没有以生理学作为基础的梦学研究，都是有极大缺陷的。那么
，梦的生理学基础究竟在哪里呢？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西医学还没有给梦的研究提供这样一个合理的
生理学平台。然而，如果我们穿越2500年的时间遂道，回到遥远的古代，会发现一个并非建立在解剖
学基础上的生理学平台，那就是《黄帝内经》。中医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体生命结构真相
——人有两套生命系统，从这个结构中，我们找到了梦的基础。中医认为，建立在解剖基础上的医学
是不完整的，人类的生命是由两个系统构成的：一个是肉体解剖系统；一个是藏象生命系统。我们每
个人都是一个共生体，我们看似高贵的躯体，其实只是一种工具，就如同寄居蟹的壳一样。我们的所
有社会行为，在不如不觉的情况下，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另一个生命体——藏象生命服务。与“人有
两套生命系统”对应，人还有两个精神主体：一个是由人类大脑主宰的精神主体；一个是由藏象生命
体主宰的精神主体。这两个精神主体，在人的醒觉状态下并不发生联系，因为大脑的理性思维具有排
他性，只有当人处于睡眠中，大脑的理性思维失去作用的时候，两个精神主体才会发生沟通。这就是
人类产生梦的真相。由此，我们得出了以下一些结论：·梦的根本目的是生理性的，它就是为了保证
两套生命系统的阴阳平衡，尤其是防止人类情志对藏象系统的过度冲击。·儿童多梦，是为了建立一
生的情感、认知、行为模式，它是一个人未来心理体验能力的预演。性格决定命运，而儿童的梦则决
定性格。·成人的梦是两个精神主体相互沟通的对话平台，梦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近期最关心的
问题，因此梦可以给我们更多智慧的启示。·梦是极端个性化的，它是梦者思维、情感、观念的变相
组合。梦是为了让梦者读懂，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梦。·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识别系统”
，它就如同字典一样，可以帮助梦者读懂梦传递的信息。所以，天下解梦者，唯有自己。为了确保资
料的真实性，书中的梦例绝大多数都是作者本人的，也有一部分梦例来自周围十分亲密的朋友。在此
向他们表示感谢。本书中与中医有关的部分，是来自《黄帝内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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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实有两条命》

内容概要

《人其实有两条命:梦到底预言什么(再版)》内容简介：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会这样的时候，比如你生
活中正在发生的某件事，你会很很明确的记得曾梦见过；又或者有些人亲人去世，或者家人出事等某
些情况也会出现在梦里，并被证实。包括有些梦的出现则警示着身体出现相应病情。因此如果说梦是
无用的，那将是自然进化最大的谬误！
2007年出版的美国《科学周刊》上有一篇关于做梦研究的最新报告，报告的作者华盛顿神经科学研究
院和马里兰州博才斯达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合作小组通过一台高性能神经断层摄像仪为十来个接受实验
的人进行测试，发现他们在有梦睡眠阶段大脑皮层的这个特定区域的血液循环异常加快，研究人员们
由此发现，大脑中负责看梦中景象和看外部视觉景象的视觉神经系统原来是各自独立存在的。
西医理论只有一套解剖生理系统，即可以看见的显象生命体，而这里各自独立存在的两套系统究竟是
为什么？那一套看不见的系统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在西医学中无法找到答案。
人究竟是什么？人类生命结构的真相又是什么？梦到底给我们揭示了什么？精神的进化模式怎样形成
？梦到底有何作用？看似混乱天马行空的梦到底有没其内在的逻辑？如何来判断有用的梦和无用的梦
？有用的梦又如何找到它的内在逻辑以及它的解析方法？让我们舍弃已有的所谓的科学理论，从一个
新的方向切入梦境，揭开梦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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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实有两条命》

作者简介

李卫东，历史学博士，史前文明专家，外星生命研究专家。其对史前文明的研究曾在欧美引起轰动。
目前致力于中国古代医学与远古自然科学研究。自2003年，潜心研究梦学，力图寻找做梦的生理基础
、梦语人的生命体征的关系，其再次以创新的研究成果获得相关领域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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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实有两条命》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梦到底有没有用　第一节 梦无用？　第二节 我即神圣——预言梦　第三节 先哲的足迹第二
章 无奈的梦？　第一节 为什么不相信梦？　第二节 掌握解梦法　第三节 梦学尴尬第三章 人其实是共
生体　第一节 隐藏的自我　第二节 我们是个共生体　第三节 阴阳解密　第四节 达尔文的黑匣子　第
五节 西医不能到达的领域第四章 人有两个精神世界　第一节 两个精神世界　第二节 大脑冲击波　第
三节 梦的控制体　第四节 被动的梦第五章 梦的生理功能　第一节 扫描记忆　第二节 选择记忆　第三
节 预警雷达第六章 梦的精神功能　第一节 心灵导师　第二节 大智若梦　第三节 感应梦　第四节 超心
理学的归宿第七章 人生预演——儿童梦　第一节 梦的怀抱　第二节 童话世界　第三节 极端人生　第
四节 遗忘的梦第八章 梦是梦者的化身　第一节 读梦原则　第二节 解梦逻辑　第三节 情感解梦　第四
节 梦的识别系统参考书目

Page 5



《人其实有两条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梦到底有没有用有人说：梦是自然进化的谬误，是上帝造人时的过失。有人说：梦是一封没有
翻译的远古来信。有人说：梦是人生的另一部华彩乐章。⋯⋯但不管怎么去评论梦，事实是我们每天
必须做梦。所不同的是，知梦者，观照心灵，终身受用；不知梦者，照样生活，一无所害。梦就是这
样，既慷慨大度，又吝啬小气，关键在我们自己。第一节梦无用？许多学者都概括总结过我们这个时
代的特征，于是有了“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等名词。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说是个“后功
利主义的时代”，凡是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当前有用、直接有用）都要拿来，人的功利性被这个时代
挖掘得淋漓尽致。于是，这个社会的资源，都在“功利主义”的指挥棒下被重新组合，人们瞪大眼睛
巡视着周围，任何一点有用的资源都会被挖掘利用。然而，在人们功利的视线中，有价值的资源里是
不包括梦的，至少还没有一门成熟的科学能有效利用梦资源。因为在人们的脑海里，那些荒诞不经的
梦，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帮助，既不能让人得到升迁，也不会带来滚滚钱财，所以梦从来都是无用的
。25年梦中人按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是为了维护睡眠。如果一个人没有睡眠，也就没有梦的存在。可
见，梦与睡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一个人一生究竟需要多少睡眠呢？每个人都需要睡眠，
睡眠的时间长短因人而异。有的人每天只需要3—4小时的睡眠，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首相丘
吉尔、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他们每晚只睡很少的时间；但有的人却需要很长的睡眠，比如伟大的物
理学家爱因斯坦，每天要睡10小时左右。但一般人的睡眠都在每晚8小时左右。所以一个人睡眠的长短
与聪明、愚蠢，勤劳、懒惰等观念没有丝毫的关系。科学家们发现，我们晚上几乎整夜都有意识在活
动。科学家将睡眠分为两种：一种是慢波动睡眠；一种是快波眼动睡眠。当人入睡后，即进入了慢波
眼动睡眠，人们将这段睡眠称为a波睡眠，也就是浅睡。大约在90分钟后，进入第一次快波眼动睡眠，
人们将这种睡眠称为REM睡眠，也就是深睡。然后又是慢波眼动睡眠，接着再进入快波眼动睡眠。一
整夜这个过程大约重复4—5次。人在浅睡与深睡中都会做梦，但梦的性质却截然不同。浅睡阶段的梦
几乎都是觉醒时思维的片断持续，例如，一个学生刚参加完高考，他在浅睡中就会对自己的成绩、考
试状态等进行推测与评估，这完全是他觉醒时心理活动的持续，这也是人们通常说的“日有所思，夜
有所梦”，人们通常将浅睡时的梦称为小梦。然而人们深睡阶段的梦则完全不同，它不合逻辑、离奇
古怪、闻所未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梦，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深睡时的梦被称为大梦。如果一个
人可以顺利活到75岁，那么他一生用于做梦的时间大约是223500小时，折合9312天，约等于25.5年。其
中，深度睡眠占人们整个睡眠时间的25%左右，即一个人一生用于做大梦的时间是55800多小时，也就
是2320多天，合计为6.4年。其他时间是浅度睡眠做小梦的时间。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人的一生
居然会做25.5年的梦，用掉了有效寿命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人在25年中能做许多事：如果用25年的时
间来学习知识，以每5天阅读一本30万字的书计算，25年中可以阅读1800本书，等于一个小型图书馆。
如果用25年来读博士学位，以3年一个博士学位计算，那么你能拿到至少8个专业的博士学位，你将是
世界上最博学的人。如果用25年来赚钱，以每月工资2000元计算，一年就是2.4万，25年就是整整60万
元人民币，你将是个很富有的人。如果用25年来写作，以每天写作2000字来计算，一月就是6万字，一
年就是72万字，25年能写出1800万字，如果以一本书30万字计算，能写成60部书，你肯定是世界上最
高产的作家之一。如果用25年来徒步旅行，以每天走8小时，每小时5公里计算，25年中一个人可以
走41000公里，足可以绕地球赤道转一圈。⋯⋯然而，这25年中我们其实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睡觉做
梦，读8个博士学位、赚60万元钱、写60部书、绕地球旅行一周等等，只能是南柯一梦罢了。于是人们
就会有疑问：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浪费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做无用的梦呢？自然的失误？在人们的思想
中，既然人类是大自然进化而来，它就应该按功利性的原则来设计人类，把对人类无用的因素统统进
化掉，把人进化成为一个精品中的精品。如果梦没有什么作用，那么梦就是自然界在进化人类时所犯
的最大错误。想想看，每天浪费人类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做一些无用的梦，真的很不合算。因此，
我们有许多理由认为梦是应该被进化掉的：第一，梦减少了人们寻找食物的时间。在早期的原始人群
中，由于没有现代化的工具，寻找食物是艰难的，无论是狩猎还是采集，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而当人
们处于梦中的时候，就放弃了行动的自主性，肯定会减少原始人寻找食物的时间，会降低人类的生存
几率。如果能减少做梦，每天增加8个小时的时间，人类的生存几率就会成倍提高。第二，减少了繁
殖后代、哺育后代的时间。雄性追求雌性既需要体力也需要时间，如果每天能增加8小时，那么将会
有更多的雄性留下自己的后代。对于雌性而言，哺育后代也是件劳神费时的工作，如果能增加8小时
，幼儿的死亡率就会降低，从而增加哺育的成功率。第三，梦增加了人类面临的危险。研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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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实有两条命》

，REM睡眠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生存方式，当人们处于睡眠中时，大脑切断了与其他身体器官的联系，
既不接受信息，也不输出信息，类似于某种死亡。例如，当人处于REM睡眠时，它对外界温度的升高
和降低不再做出反应，也就是说，REM睡眠者的温度调节机制没有工作。睡眠者既不会出汗，也不会
寒颤收缩毛细血管。只有在猛然醒来之时，机体才迅速恢复正常。当给REM睡眠者的房间增加二氧化
碳浓度时，睡眠者不像清醒时那样：呼吸速率加快，呼吸逐渐加深。除了醒来的瞬间，呼吸没有变化
。想想看，原始人是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下入睡的，对周围的各种危险都失去了警觉能力，一条毒蛇、
一只觅食的豺狼，都可能要了他们的命。一个母亲睡着了，她可能会因丧失对幼儿的关照发生意外，
从而失去她的后代。一个刚狩猎回来的原始人，也可能会因为他的睡眠而失去千辛万苦得来的猎物，
从而丢掉了向一位姑娘表达爱意的机会。第四，大家知道，在人体器官中，大脑思维活动消耗的能量
最多，有70%的能量在胡思乱想当中被消耗掉。梦也是一种思维活动，它的强烈程度一点不比白天差
。因此，梦也在消耗人们的宝贵能量。如果梦是无用的，那这就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第五，梦延
缓了人类大脑进化的时间表。今天的人们都可以将梦与现实区分开来，晚上梦到洞房花烛，并不是真
的做了一回新郎，梦与现实是有区别的。但人类用了大约几十万年才知道这种区别。在早期的人类中
，人们不能区分二者间的不同，总是同等看待梦与现实。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大脑是混
乱的，这都是因为有了梦。如果人从来就不做梦，可能我们早已聪明无比了。关于梦的害处我们还可
以举出许多，但关于梦的好处我们却知之不多，谁知道晚上乱七八糟的梦对太阳底下的我们有什么益
处。于是许多人会认为：梦是大自然的一项重大设计错误，它让人们花费25年的时间来做无用的梦，
这简直是进化论所犯的最低级的一项错误。无梦之夜：既然梦是一种错误的选择，那么人可以完全不
做梦吗？1959年，一名叫彼得·特里普的无线电播音员，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了一次无睡实验。他坐
在时代广场一个完全透明的广播亭里，过路人可以无障碍地观看他的耐久表演。这次实验一共持续
了200小时，创造了一项新的不眠世界记录。但长时间地不睡，会造成人们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
心理变态，常常有幻觉出现，总感觉有人要在他的食物中投放麻醉药。睡眠研究者佩雷兹·拉维曾主
持过一项睡眠剥夺实验。他选择了64名军人为实验对象，让他们从事与军事有关的训练课目。后来他
写道：“第一夜和第二天，不出意外地过去了，士气高涨，他们几乎无瞌睡迹象，也没有不知不觉睡
着的现象。第二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三夜变化更大。在这些晚上，特别是在太阳升起的凌晨，
实验人员必须经常监视这些士兵，以确保他们没有入睡。有些士兵在站立、坐着甚至走路时都会睡着
。在实验第三天的凌晨2时许，我和一群士兵谈话。他们站立时左右摇动，努力保持着清醒。在他们
回答我的提问时，根据他们的嗓音知道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他们的语速缓慢，极其费力。在这次谈话
中，有些士兵报告，在最近几小时，他们开始自言自语，把所遭遇的各种物体都当做人，与它们谈话
，这既使我们感到困惑，又使我们感到害怕。一名士兵讲述了在会见前几分钟所经历的超自然体验：
他与伙伴一起行军时，突然看到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前面。他说道，仿佛他裂开了两个不同的人，而且
相互对视着。美国人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圣迭哥美国海军基地，为了提高士兵的战斗力，曾做过两次
关于睡眠的实验。第一次他们挑选了三位每天习惯睡8小时的士兵，通过不断地减少睡眠时间，来观
察睡眠对受试者的影响。当睡眠时间减少到每天4—5小时的时候，受试者的身体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影
响，但心理的状态令人担忧，许多人都出现了疲劳易怒、判断力失常的现象。海军第二次实验的对象
是平民，他们选择了五对大学生夫妇，这些人每天的习惯睡眠时间也是8小时左右。当睡眠时间减少
到5小时左右时，这些受试对象出现了更加明显的心理问题，心理紧张得难以承受，许多人不得不在
白天偷偷补睡1个小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把48名受试者分为四组，在两周的研究期间里，每
天的睡眠时间分别为4小时、6小时或者8小时，或者连续三天不睡觉。受试者一直在实验室中接受监控
，以保证他们不会打盹或者使用咖啡因提神。研究人员每天对受试者进行一系列精神和心理测试，还
会询问受试者感到疲劳的程度。研究发现，每天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的受试者反应能力减慢，不能够
保持清晰的思维，只能完成简单的记忆。受试者在完成某些任务时的能力与连续一两个晚上不睡近似
。综合其他不同的研究报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长时间被剥夺睡眠，对身体生理方面的影响不
太大，但对人的精神方面影响巨大。睡眠与梦学研究专家威廉·德门特，曾经准确地描述过自己的一
次经历，当时他正在克莱特曼研究室，由于工作紧张，严重缺少睡眠。他突然发现，自己会无端地怀
疑同事，怀疑他们正在密谋反对他。许多长期缺睡者，会产生幻觉与错觉。比如说，一个人突然得了
失眠病（其实并非真正的不睡，只是睡得极少，或者平常的睡眠习惯被打乱），持续一段时间后，他
会变得烦躁不安、易怒，精神极度涣散，很难与人正常交谈，甚至会出现幻觉。有些人将被长期剥夺
睡眠造成的精神恍惚称为“睡眠剥夺精神病”，可谓一语中的。上面说到，真正意义上的梦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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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REM睡眠当中，因此，剥夺REM睡眠就犹如剥夺了人的梦境。实验证明，当人们被剥夺了REM睡眠
后，人体有一种自动补偿的机制。科学家也为此做了实验：研究人员时刻监控着受试者的脑电图，当
受试者进入REM睡眠时，就及时将他唤醒，并保持几分钟的清醒状态，然后接着入睡。如此这般，有
选择性地连续阻断受试者的REM睡眠，也就是说不让受试者做梦。同时还要防止受试者白天补充REM
睡眠，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研究者发现，这个实验不能连续进行下去，原因是，当阻断了REM睡眠
之后，受试者就要自发补充这一睡眠。再一次入睡一开始，受试者就会毫不犹豫地直接进入REM睡眠
，研究人员按程序就要再一次唤醒，这实际上使得受试者整夜不能入睡。这样一来，研究方向就彻底
改变了，不是有选择性地剥夺受试者REM睡眠，而是剥夺了受试者的全部睡眠。从这个不完整的实验
中，人们得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结论：REM睡眠（即做梦），对人而言是必须的，当它被剥夺以后，身
体将会自动补充这一睡眠。实验结束时，许多人整夜的REM睡眠被延长了，不是标准的100分钟，而
是150分钟以上。在人身上做阻断REM睡眠有危险性，研究人员选择了用动物做实验。研究人员找来
一个花盆，倒扣在水里，水面刚好没过花盆底部，然后在上面拴上一只大鼠。大鼠在清醒时，必须保
证颈部肌肉紧张，以使头部上扬露出水面。当大鼠进入REM睡眠时，颈部肌肉就会松弛，头部就会没
入水中，它就会立即醒来。这样就可以有效阻断REM睡眠。在实验进行到若干天以后，人们发现大鼠
的行为开始反常，它开始无节制进食，食物的消耗量远远大于实验前的水平，同时也比剥夺其他阶段
睡眠的大鼠要多得多。在猫身上做同样的实验发现，当阻断了猫的REM睡眠后，猫的食量、性冲动都
会大幅增加。也就是说，当阻断了REM睡眠以后，动物的本能系统被唤醒。长期被剥夺睡眠，最终会
造成实验动物的死亡。在大鼠身上所做的实验表明，有效阻断REM睡眠，连续进行40—60天，大鼠会
自然死亡。而且医生在对死亡动物进行解剖时，没有发现致死的原因，即身体各器官没有发现病变。
无梦对人的伤害我们还可以在失眠的病例中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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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其实有两条命:梦到底预言什么(再版)》编辑推荐：国内第一次用如此通俗的语言讲述生命科学最
深奥的领域。《黄帝内经》赢得世代敬仰，其到底因何伟大？难道仅仅是养生？南怀瑾在其著述中讲
到《黄帝内经》的生命科学，并特别讲到藏象生命学。王琦教授，中国名医，花了六年时间整理的《
中医藏象学》，洋洋153万字，藏象生命体到底为何物？人如何发现自己的藏象生命？如何学会理解并
运用藏象思维？这一切与梦到底有何关系？通过梦，我们能得到什么？《人其实有两条命:梦到底预言
什么(再版)》通过对梦通俗易懂的阐述，不仅仅解释了梦的来源于梦对人的作用，更著述了梦的逻辑
和解析方法。通过本书，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梦的法则。通过对以往看似无用的梦的正确理解
获得人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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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不错的，很长知识，里面也有很多典故素材，真心不错，推荐
2、关于梦的书不少，这本有独特的观点，可作消遣。
3、很容易看懂，而且有用的只是很多，豁然开朗的感觉
4、认同观点，但看完了没什么收获，还是不知道怎样读自己的梦啊。
5、收到书时，封面有点脏。还未看完，期待收获
6、正版书，还没来得及仔细翻看，不过看似内容有点生涩。
7、内容很有趣，是本消遣的好书
8、喜欢心理和神秘现象的 看看不错 我被吸引了
9、感觉没有外星好看
10、也是需要仔细研读的，大概我就看明白了，人有两大存在状态，一个是能看到的，一个是看不到
的。
11、分析的不错 比弗洛伊德有理有据多了
12、发货速度挺快，书也很通俗
13、内容很新颖,收藏了一本
14、观点很新颖，不过貌似内容跟他前一本书有重复。
15、收藏没看呢
16、一本讲梦的书，内容有趣，也可读，博一笑。
17、还没看 特价期间买的 希望能对自己有所帮助
18、喜欢这类书籍，尽可能地把有可能存在的用提问的方式吊起读者的兴趣，深入浅出诠释，可以让
你有疑问：真有这回事？
19、值得一看的科普书
20、梦到底是什么？
21、见解独到，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白话本
22、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有收获。
23、无疑是几年来看过最失望的书！有用的没几页，废话却编了几百页，很有博士论文的感觉。从弗
洛伊德荣格到中医，从心理学超心理学到进化论逻辑学，居然还有鬼故事、中外童话...赶紧查了查作
者李卫东，某社总编，历史学博士，精通中医、外星生命研究，近期新书＜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总
编，真能编
24、看看我们自己的梦世界，其实也是由于我们的身体决定的，好书
25、作者的水平真的不怎么样，不过书的印刷很好，书签也不送一个
26、比较喜欢···
27、我有几次预感梦的经历 ，想从李博士这里找到点依据，虽然这本书跟其他的几本书一样，都在讲
一种观点-----那就是我们人类是一个共生体，还有一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智慧体与我们共生。但是
梦是由这个智慧体对我们每天的信息的加工处理后而产生的 。这个观点让我不置可否，我感觉我的认
识水平还是有限，有点想不通，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与我们共同生存的系统 为什么我的大脑却不能识别
呢?如果我们的解剖体只是藏象系统的一个影子 ，那么我们的思维又是藏象系统的什么呢？
    虽然有疑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观点 给我带来的全新认识。
28、观点不错，但前后重复，不够精简精致，很多写得不透，但很多写得又太啰嗦 还可以吧
29、看到现在基本满意
30、什么情况？？？阿洞特漏！！什么情况？？？阿洞特漏！！
31、快看完了 感觉一般
32、不好看，东扯扯西扯扯不知所谓~后悔买
33、人其实有两条命：梦到底预言什么
34、人其实有两条命：梦到底预言什么，不错
35、很像小时候看到的神秘现象记录的书
36、人文主题的书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37、很好看，中国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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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我们到底是谁
39、李博士的大观点已经基本了解了。细节处待研读
40、咦，我买过这本书吗，为什么好像我一直都没有看见过它？
41、李卫东的书，我都喜欢
42、其实还没看完 但一定很好看
43、这本书，远不如作者的外星人系列好看。
44、华丽的封面，难读懂的内容
45、这书是朋友介绍的，很有意思，推荐看
46、梦其实是另一个大脑在工作 只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47、每天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的受试者反应能力减慢，不能够保持清晰的思维，只能完成简单的记忆。
　许多长期缺睡者，会产生幻觉与错觉。 　失眠症并不杀人，除非他自杀——失眠是自杀的最常见的
原因
48、刚开始在当当上看这本书介绍的时候，就很好奇，买来看了下，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平淡的
生活和梦境，原来还有这样的启示
49、书较旧，内容一般，从另外的角度来解释梦的书籍。
50、这个作者要是想写本书混混稿费也无可厚非，要是想做学问真是误人子弟了。本来是想在科学的
方法上学习知识，作者非要拖住你的腿，把你往邪路上引。鬼扯什么黄帝内经，鼓吹那些唯心的中医
理论，可以去死了。
51、有些地方跟现实不符合，只能用来参考
52、看了这本书觉得很好。值得看的。内容很丰富，很容易看懂的，不错。
53、看到大家评论很好，收藏一本，留作纪念。
54、李卫东老师写的系列整体还是不错的，设想大胆，思维缜密，推理有据，自成一家体系。
不过这本书，实在是太差，此书一出，彻底破坏了我对李卫东老师的所有好感，此书应是蛇足，纯属
多余，毫无创建。
如果你看了除此书之外的其他系列，那就继续保持对李卫东老师敬重，如果读了此书说不准比我的心
情还沮丧。
55、不知道是不是正版   纸质真的很一般   快递很慢   虽然比网上说的预计时间短   但也要足足6天    网
上的预计时间居然是10天     拍下之后就后悔了
56、这种类型的书总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世上又哪有绝对真假的事呢。
57、还是这一句话 ！实物没有图上看起来这么厚 除此外其他都如图 不过还可以 希望以后必须实物如
图
58、书没有塑封有点脏了，不影响
59、藏象系统什么的有点扯。
60、211.1.22-2011.2.13读完感觉没什么收获。或许期望太高。里面似乎有些超心理学的东西，另外主要
也是表达了作者认为的藏象系统。
61、有意思的书。老李的书都有意思，奇思妙想
62、李卫东博士的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读者有一个全新的感受。
63、居然是拆了的。。。
64、还行是正版书，还会再来购买的
65、从另外一种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梦
66、哦？真的吗
67、内容不错，读起来很有趣。
68、很受益，明白了很多东西，了解到了位置的世界
69、解答了一直以来的疑问，我现在对中医很感兴趣
70、内容充实，物有所值，孩子大人都挺喜欢，真是价廉物美！
71、作者的书蛮有想法的，我很喜欢，主要是他可以自圆其说，其实学术就是这样，就是主流科学也
无法完全证明一些观点，都是自圆其说的学说而已
72、 对自己做的梦开始有最初步的改观 首先来自于平常的生活 压力过大或者白天想的很多时 我就会
在梦里肆意的情绪爆发 预言的话估计还没有出现 总之这本书还没有让我很好的认识这些梦对我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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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开始的一堆的假设让我开始没有耐心 可能这是个很好的话题 是真理还是谬论 什么时候才能证明 
73、书被磕碰过，顶上侧面有水渍。
74、作者给了我看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另一种思路，有点新奇，但总体上比较混沌。
75、语言比较幽默，作者结合中医学天文学等对人体隐藏最深的秘密提出了与弗洛伊德等的理论相驰
的意见，感觉一个关于脑智和心智的心理学新学说正在长出雏形，这些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会继续
关注作者新的研究进展的。
76、挺好的，让我每天都在期待一个好梦，再也不怕睡觉总是做梦了
77、作者太牛叉了 懂得真多，天马行空，看到最后感觉什么也没有说清
78、这本书很好，让我懂了很多，书很便宜，质量好

Page 12



《人其实有两条命》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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