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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喜欢的恐怖故事吗? 在黑暗阴森的地方，主人公看到或听到了某些
可怕的东西。恐怖故事之所以恐怖，是因为人们仿佛在黑暗中感受到一
些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带着害怕的情绪。那么，究竟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以为有诡异东西存在? 这些恐怖的背后或许隐藏着科
学解释。科学家们发现，我们认为是“鬼魂”的东西，事实上可能只是
我们的大脑在作怪! 这是大脑非常正常的现象，它在面对恐惧时，试图解
释周遭环境的方式出了些小差错。本文将探讨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恐惧，
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莫须有的“鬼”。

世界上真的有“鬼”吗?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小镇上，矗立着一座被杂草和枯树包围

的废弃大房子，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这间房子也总是被阴森包围。

镇上的人们对此都感到害怕，多年来它一直空荡荡地被遗弃在那里。直

到有一天，一名高中生搬到了这个地方，好奇地向镇上的人打听那座被

遗弃的老房子。有的人告诉他，这间屋子的第一个主人有着悲惨的结局，

所以她的“鬼魂”会经常出没于此，他们还描述了潜伏在附近的“鬼魂”

——一位瘦弱的、穿着白色破旧长睡衣的老妇人，她会恐吓任何造访此

屋的人。起初，这个夜晚对男孩儿来说再平常不过，而他睡着后却在可

怕的噩梦中辗转反侧。突然，一阵关门声将他惊醒，他发现自己浑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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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在黑暗中挣扎着想要看清楚周遭，当他视野清晰后，忽然看到房间

里打开的壁橱里仿佛有一位瘦削的老妇人正朝着他微笑。

那是老妇人的“魂魄”吗? 研究人员发现，罪魁祸首是人类的知

觉错误。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会误判信息! 当人们预期会见到“鬼”知觉

(Perception)

个体将来自感觉器官的
信息转化为有意义对象
的心理过程。

或者已经惴惴不安时，这类感知错误有可能已经发生了。恐惧是一种强

大的情绪，它可以改变一切我们所见所闻所感到的信息。

恐惧是如何改变我们所见所闻的?

当我们感到害怕时，我们会被周围释放的危险信号影响继而产生负

面情绪。例如，你可能体会过这类恐惧，在半夜醒来后被黑暗与阴影包

围，这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反应。当我们很难感知周遭发生的信息时，我

们自然会对黑暗的空间感到恐惧。这些反应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黑

暗中，人类更有可能因为无法亲眼见到掠食者而被攻击，恐惧的反应帮

助我们对周围环境产生警觉，以此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警觉

(Vigilant)

为避免危险而保持警觉
的状态，比如考试焦虑
或害怕同医生沟通。

如果恐惧能够使我们对周围环境变得更加警觉，那么它也会让我们

更清楚的感知周围发生的事情，不是吗? 不幸的是，事实并没有想象的

那么简单：恐惧中断了大脑的思维过程，这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思维模

式，而导致我们对周围的环境妄下判断。当我们感到害怕时，一些重要

的脑区会变得十分活跃，包括前额叶皮层、杏仁核、下丘脑以及中脑导

水管周围灰质区域（见图 1）。

图 1

图 1

(A) 前额叶皮层，位于
大脑前端的一个区域，
负责赋予事件以意义。
(B) 杏仁核，大脑内两
个杏仁状的区域，使你
保持警惕。 (C) 下丘脑，
大脑中间的一个小区
域，控制惊恐反应以及
能量和压力水平。 (D)
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
区域，大脑内部的一个
区域，控制我们对恐惧
做出的反应 (图片来源：
BrainFacts.org)。

为什么有的人声称见过“鬼”?

大脑会不断地从我们周围的世界接收信息，不过，并非所有的信号

都是重要的，大脑会帮助我们过滤掉多余的刺激，而只关注重要的信号。

例如，你的大脑此刻可能正在过滤“皮肤对衣服的感觉”这一无关紧要

的信息，使你能够专注于你当下正在阅读的内容。

通常来说，大脑能够相当准确地选择重要信息并赋予其意义。然而，

有时候大脑也会在应该赋予信息何种意义、以及如何赋予其意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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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误”。当我们的大脑听到或看到并不真实存在的事物时，就会发

生这种情况。所谓“虚假模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看一朵云觉着

它像一张脸，这就是所谓的妄想症（见图 2）。

妄想症

(Pareidolia)

在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寻
找意义，比如在云朵里
或消防栓上“看到”人
脸。

图 2

图 2

你有没有抬头看到过有
趣形状的云朵，比如人
脸或动物? 在根本不存
在的地方看到某些有意
义的图案，叫做妄想症。
人们曾在云中看到动物，
在汽车上看到人脸，甚
至在风景中看出了吐司
的形状。你在这朵云里
看到了什么?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志愿者提出了关于他们与“世界

上是否有鬼存在”的相关问题 [1]，而后向他们展示电视雪花故障图画

面（见图 3）。这些画面中，一类藏着容易识别的人脸，一类很难找到人

脸，一类则没有人脸。那些声称自己曾有“见鬼”经历的志愿者能够更

快地在图像中识别出人脸，同样，他们也更有可能在没有人脸的图像中

找到人脸。换句话说，个体对周围世界的信念可以改变自我看待事物的

方式。许多号称曾经见过“鬼”的人经常在黑暗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

认为也许会出现可怕的东西，其实他们根本看不清，所以不得不靠着大

脑想象来填补细节上的空白，这或许使他们更有可能看到“奇怪东西”

的原因。

图 3

图 3

电视雪花屏由密密麻麻
的黑白点、线或方块组
成。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仿佛会“听到”鬼的声音。你可能看过猎鬼节

目，有人声称记录下了“鬼”说话的声音，并将录音播放给观众听，这

些录音中的声音被称为超自然电子噪声现象（简称 EVP）。EVP 通常是用

超自然电子噪声现象

(Electronic voice

phenomena, EVP)

电子录音中的随机噪声，
如静电、背景噪音，直
到有人指出有声音在说
话才有可能听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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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设备录制的，然后，“猎鬼者”通过反复播放录音，试图找到一个

像是“鬼”发出来的声音。虽然“猎鬼者”声称 EVP 只有当“鬼” 试图

与人类交流时才能听到，但科学家认为，EVP 实际上是由静电或背景噪

音引起的，这类模糊的声音营造了一种“幻听”—— 在无意义的噪音中

仿佛听到说话声的幻觉。对大多数人来说，EVP 听起来可能像一堆随机

的噪声，直到“猎鬼者” 做出他们的解读。通常情况下，“猎鬼者”会

在又一次播放录音前提示观众，这个声音像是在说“出去!”之类的话，

转而 EVP 听起来就和“猎鬼者”的解读如出一辙。人类有在模糊的声音

中发现意义的天赋，“猎鬼者”通常会听这些录音，期望听到某些声音，

而这些全然都是他们的大脑在欺骗他们。EVP 通常由不清晰的声音所构

成，当你期望在这些声音中辨别出一些语汇时，你的大脑便开启了欺骗

模式，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宠物主人宣称能听到他们的萌宠说“我爱你”，

显然萌宠们根本不会说话 [2]。

为什么有人会感到有“鬼”存在?

虽然有些人从未见过“鬼”，但他们仍然会说他们感觉到了“鬼”

的存在。正如我们有时会“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一样，而有时我们根

本看不到就在跟前的东西，这一现象被称为非注意盲视，几乎每个人都非注意盲视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指你的大脑专注于其他
事物而忽略了眼前的事
情。

会遇到。当我们专注于一件事情时，因为毫无预期而错过了周遭其他事

物，这就是非注意盲视。举个例子，如果你正在看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

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你的狗正走进房间并从沙发上顺走了一个毛绒玩具。

如果你坚信“鬼” 的存在，你很有可能会怀疑是“鬼”拿走了毛绒玩具

[3]，非注意盲视体验甚至会让你幻想有“鬼”与你同在。

当你的感觉与你认为发生的事情不匹配时，你或许也会感受到有

“鬼”存在。最近，一个研究小组在他们的实验室里用一个机器人营造

了“鬼出没” 的场景。志愿者被蒙住双眼，要求将手臂向前伸，并用

指尖戳碰机器人。当志愿者触摸到机器人时，他们可以随意地移动他

们的指头。当志愿者这样执行时，隐藏在他们身后的第二个机器人会复

制他们的动作并触碰他们的背部。当隐藏的机器人完美地复制参与者

的动作时，志愿者会感觉到他们正在向前伸手，并感受到自己在戳自己

的后背；而当隐藏的机器人动作稍慢于参与者的动作时，参与者报告说

他们感觉到有另一个人在触摸他们的后背，并且还补充道，这让他们感

觉到房间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存在，不是来自志愿者自身、科学家

和机器人——这确实有点类似在黑暗的房间里感觉到“鬼”存在的过程

[4]。

“鬼”可能并不像我们的大脑所想的那样可怕，这只是大脑保护我

们获得安全感并及时作出反应的方式。不过，归根结底，体验一番惊吓

的感觉也是别有一番乐趣。了解了大脑面对恐惧时的反应，希望不会破

坏你读下一个鬼故事时所营造的恐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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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O STATALE M.G. AGNESI, 年龄: 14–15
我们是 24 名学生。我们是朋友，对学习很感兴趣，也很兴奋拥有新的体验。我们都很

聪明、很酷、有趣并且忠诚。我们彼此支持，总是为需要安慰或情绪低落的人加油打

气。我们来自不同的城镇，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没有相同的兴

趣、技能和性格，但就是这种多样性让我们与众不同。

...

MRITTIKA, 年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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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工作者。她获得了中学年度最佳外语学生奖，并且进入了全国计算机科学竞赛的决

赛。Mrittika 立志成为更开放和知识渊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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