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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像宇宙投影三部曲： 【第二部】心志與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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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泰波在第一部《發現真實世界》中，描述了量子物理學家大衛．波恩的貢獻，波

恩認為電子等量子的運作模式具有全像的特性，甚至是具有「生命力」的，他進而破

天荒地提出有一隱含秩序層存在的觀點：這個「真實世界」只是來自隱含秩序層持續

不斷的全像投影而已（全像學背後的數學基礎是傅立葉轉換）。 

神經生理學家普力邦經由對腦神經的研究，也發現腦的記憶與認知等等的工作模式具

全像的特性。當心（腦）的運作與物（電子等量子）的運作道理皆具有全像的特性

，這樣的意涵正巧謀合著東方哲學中的「心物合一」說法；而那個「一」是什麼呢

？對普力邦而言，真正存在的是一個波與頻率的巨海，我們的腦不斷地以數學方式轉

換（傅立葉轉換）另一空間頻率的能量成為所謂的「現實世界」。 

上述2人觀點的隱含意義與在其他領域的應用，在第二部《心志與肉體》中可以看到

不少，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葛洛夫博士說：現有的神經心理學模式皆不足以解釋

在許多精神病人身上發生的意識共同體現象、考古經驗及其他各種異常現象，惟有全

像模式足以解釋之。 

另外，物理學家沃夫博士指出：明夢（異常清楚的夢—作夢的人知道自己是醒著的

）可以用全像來解釋，沃夫相信明夢是一個人同時經驗兩個不同的「現實世界」。加

拿大皇后大學皮特博士認為：超常巧合（超常之巧合看起來像是心力所造成的，而非

偶然的機率所造成）可用全像來解釋，超常巧合揭露了我們的意識與現實世界的密切

關係，一種自然界中隱含著的無垠一體之本性。 

更多的異常現象無法用現有的科學來解釋，傳統的科學界也盡量避免去面對。反過來

看，如果不再刻意的予以忽視—就像過去我們面對ＵＦＯ的態度一樣，我們將需要發

展新的科學領域乃至對宇宙的新看法來解釋；而如前所提及的一些例子，已有越來越

多的科學家選擇以全像的概念來解釋大部分的異常現象與超常巧合，這些儼然成了全

像模式最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更多的例子可詳見於《心志與肉體》一書，包括心

志與肉體的各種關聯與應用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