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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微雕

特异功能人士以意识聚能（俗称念力）操控外物的例子很多，北京中国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的沈今川
教授和孙储琳女士也完成过许多精彩的实验，包括意识聚能致动外物、意识拨表、弯曲金属物和硬币、切
断银戒指和不锈钢勺子，此外还有聚能燃烧物品、爆玉米花，聚能在硬币上钻孔等。一九九六年四月
在“特异现象物理研讨会”上，孙女士曾在我带去的十元硬币上用意念打了一个洞，并且告知在过去的实
验中，曾经成功的把打洞的六稜棒变粗。我因此想到，是否可以把棒子变细？如果可以的话，能够缩到多
细呢？

我们为了探求念力聚焦可能把棒子变细缩小的极限，在半导体矽的晶片上，制作一百微米见方的正方形金
膜阵列，要求功能人以意识聚能在方形金箔上作微形雕刻：打洞、画线、画圈或雕刻有意义的符号。因为
根据功能人的叙述，用意念钻孔时，脑中屏幕上会出现要打孔的对象物，如硬币，然后又出现打孔的工具，
此时功能人可以调整屏幕上物体的大小，那么如果把屏幕上的目标物不断放大，把打洞用的六稜棒不断缩
小，就有可能打出很微小的洞来，但是能小到什么程度？微米？纳米？

我们使用的样本是在一片2.54公分边长的正方形半导体矽晶片上，制作出100×100平方微米的正方形金薄
膜阵列。实验的时候，半导体晶片用蜡粘在7.5公分边长的方形玻璃上或用双面胶带粘在硬纸板上，晶片上
覆盖一张白纸，并用胶带稳固的贴在晶片上，白纸表面割出一个方形小孔，约0.5毫米（500微米）见方，
其中约有8到12个小正方形金膜露出。

第一次做意识微雕实验是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之间。孙女士第一次面对这么小的图案，
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她双手握着玻璃的两边，凝视着白纸上的小孔，尝试把金膜图案调入大脑的屏幕。
开始的头两天功能人要抓住感觉显然有困难，到了第三天终于在符合标准程序的情况下完成实验，前后约
十分钟。根据孙女士的叙述，她是以两根钨丝同时在金膜上画圈。用显微观察的结果，果然下方有一个圈，
可能因为刻画力量太大，可以看出刻痕边界并不整齐。

另一个成功的实验是孙女士主述有三根钨丝同时打了三个洞，用显微镜观察的时候只看见一个洞和一道刮
痕，后来把晶片上覆盖的白纸拿掉，发现果然在右上方还有一个洞。至于中间的刮痕，应该是用力打洞时
钨丝在金膜上打滑的结果，此次打出来的小洞直径大约45微米。孙女士表示屏幕中的图案仍不稳定，不停
地晃动，还需要加强练习才能更有把握。

一九九九年四月八日到十日第二次进行意识微雕的实验。由于过去实验中用直立打洞的方式，钨丝常会打
滑，因此孙女士决定改变方式，将钨丝放平，在金膜上压出凹痕。在三位人员监视下，一次同时压了四道
细痕，其中最细的压痕只有1.8微米，以原子力显微镜观测其中一道凹痕的横断面地形图，显示刻痕一边非
常陡峭，底部倾斜，被挤压出的金属堆积在刻痕边缘而形成凸起，屏幕中的钨丝不是圆柱体，而是有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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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多面体。如图四、五显示的凹痕非常整齐，压痕宽度1.8到1.9微米，呈现六角稜柱之横断面形状，可知
功能人屏幕中的钨丝亦是六稜棒。另外一个实验是压下一个大勾，横跨五个方形金膜，其中最细的地方只
有1.3微米，挤压出来的金属在两侧堆积成山峰形状（图六）。1.3微米是到目前为止所观察到的最细的实验
成果。

一般而言，2微米的细丝肉眼已难辨认，功能人却可在大脑屏幕中操纵更细的钨丝并在金膜上刻痕。除了
证明功能人可以用意识聚能在半导体晶片的微小金膜阵列上做微形雕刻之外，由原子力显微镜的影像来看，
当钨丝棒在大脑屏幕上挤压金箔时，就像真的有一条钨丝在金膜上施压一样，甚至会把金箔挤出沟槽而堆
积成小山丘，这表示屏幕世界与真实世界是一体的，也就是所谓的“心物合一”。真即是幻，幻即是真，
心物合一所可能产生的力量是惊人的。二十世纪物理的大发现是质能互换，质能合一，新的世纪如果能做到
“识能合一”，把心识化为能量，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物理世界，真是令人期待。

进行意念钻孔实验的时候，我们有时也安排用侦测器记录，屏幕中六稜棒打洞时在实物上相对应产生的压
力值。这部分的实验结果尚待整理及再确认。

以意念力干扰电脑

另外一项精彩的实验是以念力干扰电脑，我们在电脑屏幕呈现指针摆动之钟面，请功能人以意念使钟面指
针偏移、停摆，甚至消失，也得到惊人的成果。等于是功能人以意念对电脑下了病毒，而这个病毒因为无
迹可寻，因此也就难以清除。

我们设计的程式是以随机乱数产生的方式来控制指针的向左或向右，所以希望功能人以意念干扰随机乱数，
使指针偏左或偏右的次数增加。结果孙女士成功的让指针停在左边、右边、中间好几次。实验进行的时候
孙女士和电脑的距离是三公尺左右。这个实验的成功给我很大的鼓舞，于是进一步请功能人做三百公尺距
离的实验。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晚上孙女士在家中打坐，以念力干扰在三百公尺之外的宾馆里的电脑，
全程有摄影机拍摄电脑画面。

实验从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从十点十一分开始，每隔数分钟指针便会出现暂停现象；到了十点五十六分时，
指针连续在右边停顿两次之后，突然从钟面上消失，再出现后明显变慢，接着又在右边停了好几秒钟，才
又缓慢摆动起来。

这样的结果令人又兴奋又害怕。人的意念竟然可以控制电脑，是怎么办到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对电脑发号
施令？科幻作品常透露出人类将被电脑操控的忧心，看来是多虑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人能够不
必碰触键盘在遥远的距离之外，以意念操控他人电脑的运作，将会造成多大的混乱？所以或许该担心的不
是电脑而是人脑，人脑才是人类最大的威胁，也是最大的救赎。

搬运功能实验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人体科学研讨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安排的活动第一天是开幕典
礼和论文交流，第二天早上是张宝胜先生特异功能演示。此次大会有中国各地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学者专
家和日本来的代表，共计约两百人，台湾方面则有台大医院的孙安迪博士和我参加。

第一天一切顺利进行。到了第二天，我一早起来把十五粒花生签名放进小药瓶，瓶口用胶带贴住并签名，
盖上瓶盖以后再封胶带，签名，准备让张宝胜做搬运功能实验。兴冲冲的赶到会场，发现几位主办的教授
们正费尽唇舌在安抚张宝胜。怎么回事呢？原来昨天开幕典礼的时候，来了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并摄影，坐
在台上的张先生以为晚间新闻会有报导，所以通知了朋友到家中看电视。没想到电视台竟然没给他镜头，
害他很没面子，所以今天不演示啦！这下可让主办单位慌了手脚。好说歹说忙了半天，他还是像个孩子似
的闹别扭，弄得没办法了只好打出“台胞牌”，要孙安迪和我去劝他，“人家老远从台湾来的，您这样说
不过去嘛，对不对？”孙医师和我连声表示久仰大名，拜托让我们开开眼界⋯⋯等，安抚、劝说、拜托，
众人费了半个多小时才搞定，他终于 “勉强同意”。

十点半左右正式开始，主持这次演示会的是中国人体科学会理事长陈信和黑龙江大学校长徐兰许。先由孙
安迪先生向大家说明和展示今天大家提供的试验样本：计有孙安迪医师准备的两个密封的药瓶，日本科技
厅代表小久保先生带来的药瓶两个，李嗣涔教授准备的密封小瓶一个；小久保先生从日本带来的密封信封
一个，孙安迪准备的密封信封一个；大会准备的不锈钢长柄汤匙三把，不锈钢叉子三把。

十点三十八分正式开始，张宝胜先生低头垂眼调整情绪，全场也静下来，翘首引颈等待着。张先生时而低
头，时而抬头张望，看得出他正努力调整进入功能态。到了十一点钟左右他有点不安分起来，一再要陈理
事长衣服让他烧一下，要不然就烧桌巾，大家纷纷劝他不要烧，但是十一点零五分的时候，孙先生突然间



闻到一股焦味，低头一看，原来张先生偷偷在下垂的桌巾一角，用手指头烧了个洞。这时候他就像做错事
被逮到的小孩一样，满脸无辜。然后在十一点零九分的时候，突然拿起一支汤匙，右手抓住圆形部分，左
手顺着柄往下一扯一转，竟然就把汤匙的柄扭了一圈半，约540度。正当大家惊叹讨论的时候，他又忍不
住用手指在徐校长的大腿上烧了一下，把徐校长吓得跳起来。

这时候他却拿起笔来涂鸦，然后又坐立不安的搓手搓脚。这样过了十分钟，张先生拿起一张名片放在信封
下面，要求孙先生用手压住，但是孙先生趁着张宝胜转头和人交谈的时候偷偷换上一张自己的名片，并签
上英文名字Andy。张先生东瞧瞧西瞧瞧，对着一位观众说：“相机借我看看。”“不行，被你一看就坏
了！”惹得大家都笑起来，其实认识张先生的人对于这点都有共识，听说我今天要全程录影，就有几位朋
友警告我：“小心，别让他对你的摄影机吹气！”

已经过了一个钟头了，张先生突然走出去转了两三分钟又回来，东翻西翻，拿起一个药瓶转几下又换一瓶，
随手拿起一只手表，对着它吹一口气，孙先生坐在他旁边说秒针停了；再吹一口气，又走了。十一点五十
六分的时候，他显得坐立不安，呼了几口气，对孙先生说：“您手下压住的名片有相片是吧？”“没
错！”大家以为他要搬运名片了，谁知道他又拿起药瓶来吹气、抖动，一把抓过孙的右手掌，拿药瓶在上
面抖动，“出来啦！一片、两片⋯⋯四片、五片”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哇！一大堆都出来。”这时候
张先生把药瓶给孙先生握着，他自己握住孙的手用力抖动，药片继续大量掉出。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零一分。
从开始酝酿功能到现在已经过了八十多分钟，可见实验的困难，但是一旦功能可以发挥却十分惊人，他抖
出大部分的药片之后，顺手抄起一支叉子和一支汤匙，双手一扭，就像麻花一般缠住了。过两分钟他又拿
起刚才的药瓶再抖出两颗，保留一颗在瓶子里。孙先生检视药瓶，确认是自己准备的瓶子，并且仍然完整
未开封，可是瓶中却只剩一颗药。

偷天换日

十二点十分，张先生用力压紧孙安迪医师的两手并对着吹气，然后用左手拍拍孙的手背，说：“你看看信
封底下的名片还在不在？”孙翻起信封一看：“咦，不见了，我的名片不见了。”至于到哪儿去了呢？张
先生说他也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只看张先生吁着嘴吹气，以左手压住日本人准备的信封，又拿起信封来捏
一捏，再放到桌上用手抚平，“有两层信封”，“是有两层”，“里头还有一层”，这时候张先生用手挤
动信封，挤呀挤的竟然挤出被撕破了的信封，里头还包着一张纸片，上面写了两个字，经过小久保先生确
认是他写的没错。第三层信封，原来是装了纸条之后卷起来，放在两层密封的信封里，现在两层信封没拆
开，里面的东西却被挤出来了。这时大家纷纷要求把信封剪开，查看名片是否在里面，于是孙先生动手剪
开自己准备的信封，里面没有变化。

张先生这时候随手拿起桌上剩下的汤匙和两支叉子一扭，又转成麻花。接着小久保先生开始剪开他自行准
备的信封。剪开第一层之后没有异状。再剪第二层，由于封得太紧了，好难剪开，小久保先生几乎刺伤自
己的手，大叫一声，费了好大功夫才把第二层信封剪开，孙先生签了字的名片好端端的躺在里面！张宝胜
用搬运功能把孙先生压在自己手下的名片，隔空送进了小久保先生从日本带来密封两层的信封内，全场报
以热烈的掌声。

看过张先生的现场演示，才明白他能成为国宝级人物是有道理的。在一两百人的大会场，要调整身心进入
功能态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他的功能人也许平常功能很强大，可是碰到大场面却可能因为怯场而什么都
做不出来，这也是特异功能研究的困难所在，功能人的身心状况不像一般仪器可以随时启动或关闭，所以
有些困难度较高的实验，往往要暖身数日甚至数周才能进入状况。而如果有心存批判的人士在现场，也可
能影响功能人的情绪，而使实验难以进行。而张宝胜在面对超过一百位来自日本、台湾、大陆各地的人体
科学专家，十几部摄影机之监视下，仍然在两小时内完成七项不可思议的实验，这些实验样本全部是外宾
（日本及台湾）所准备的，显示出他惊人的能力。

（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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