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醒来之梦动
<p>在梦境中，人体的各个部分都能够独立于主体而存在，这种现象被
称为“梦中的自我”。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人们处于休息状态时，如睡
眠初期或午睡时。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在睡眠阶段会经历不同的活动
模式，其中包括快速眼动（REM）和非快速眼动（NREM）两个主要阶
段。</p><p><img src="/static-img/fM9FYPbwz_UgK31oL87vJiH
1d-rvhb2Y4hK9COtkDOONatghOy6X54xvPdqH_nII.jpg"></p><p
>早晨醒来还在里面动了</p><p>梦境与意识的交汇点</p><p><img sr
c="/static-img/_Js2d2DSZBD6ybVs4IrUDyH1d-rvhb2Y4hK9CO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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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6iVIMetp-kD4U6SFLPfpNdHZf_HRNp-ZXSDRoIBBVp4-QtISZ09
PKQ_H0g.png"></p><p>在某些情况下，当我们从深度睡眠中醒来时
，我们可能仍然感受到身体的一些运动。这可能是由于大脑和身体之间
的界限模糊，使得我们的意识进入到了一个奇异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可以同时感受到自己正在做梦，同时也能控制自己的身体。</p>
<p>睡眠周期与心智活动</p><p><img src="/static-img/ev-U8o3F0
yJpLUIHmmxAbiH1d-rvhb2Y4hK9COtkDOOq5Q_PQexwl8ICm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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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HZf_HRNp-ZXSDRoIBBVp4-QtISZ09PKQ_H0g.jpg"></p><p>我
们每天都会经历多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通常包含三个阶段：轻度、重
度和最深度的沉睡。这些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神经活动水平。当我们
从最深层次的沉睡中唤醒时，如果大脑尚未完全恢复清晰意识，我们可
能会保留一些梦境中的感觉，甚至是物理反应。</p><p>头部位置与灵
魂回归</p><p><img src="/static-img/D9R3dQoxpAoK9BgagUR-I
SH1d-rvhb2Y4hK9COtkDOOq5Q_PQexwl8ICmKsY-1VI6sq2Kq3LK
GkSUoYUuqHsmfZDXyek6iVIMetp-kD4U6SFLPfpNdHZf_HRNp-Z
XSDRoIBBVp4-QtISZ09PKQ_H0g.jpg"></p><p>有些人认为，在头
部向上抬起或者翻身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了一种“灵魂”回到身体里的



过程。这一假设暗示着，有一种超越肉体世界的心灵实体，它可以自由
地离开并重新返回到肉体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已经清醒，但
依旧有所谓“灵魂”的回归行为发生。</p><p>脑波频率与情绪反应</
p><p><img src="/static-img/rNRhsiTVvzK_wBOjk0l37iH1d-rv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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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QtISZ09PKQ_H0g.png"></p><p>当我们从梦中惊觉或突然被外
界声音打扰时，大脑的情绪反应非常迅速。这意味着即使是在浅层睡眠
期间，也有可能因为外界刺激而产生强烈的情绪反馈，从而导致我们的
身体进行不由自主的运动，以此作为对周围环境的一个潜在响应。</p>
<p>身体语言与无意识思维</p><p>有时候，当人们刚开始清醒的时候
，他们的手脚或者其他肢体部分似乎还保持着之前做梦时候所采取姿势
。如果他们曾在梦里试图跑步或飞行，那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手脚张
开，仿佛正准备执行那些行动。而这说明了无意识思维如何影响我们的
身体语言，以及当我们进入清醒状态后，这种影响又如何逐渐消失。</
p><p>生理学上的解释：肌肉记忆及循环系统效应</p><p>从生理学角
度看，一些肌肉记忆和循环系统效应也许能够解释这样的现象。当一个
人熟练地进行某项运动，比如跳舞或者骑自行车，他/她的大腿就会自
然地摆动，就像是在做相同的事情一样，即使他/她并不真正参与其中
。此类肌肉记忆若是在夜间被触发，可以让人的腿部继续移动，就好像
是在做夢時體驗到的動作一样。</p><p><a href = "/pdf/593868-早晨
醒来之梦动.pdf" rel="alternate" download="593868-早晨醒来之
梦动.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