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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的世界》

内容概要

全球销量超过1300万册
被《纽约时报》誉为“濒死体验之父”的奠基之作
「编辑推荐」
推荐1：濒死体验研究之父最经典的著作
本书作者采访了150名被临床判为“死亡”却又活过来的人，详细记述且分析了他们所经历的“死后世
界”，并首次提出“濒死体验”的概念，开启了之后数十年全世界科学家对于该现象的研究。因此，
作者被纽约时报评为“濒死体验之父”，而本书则为该领域最经典的著作之一。
推荐2：创下全球销量超过1300万册的惊人纪录
本书自1975年首次出版，即在美国社会各界引起轰动，很多人因此开始关注生命与死亡的终极问题，
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之后其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向世界各地，至今已在全球销售超
过1300万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推荐3：最新授权中译本，数位知名科学家联合推荐
本书为25周年特别纪念版，增加了国内外几位知名科学家的推荐序以及21世纪濒死体验研究的进展综
述，内容更加丰富。语言方面，也比之前的译本更加准确、生动和详尽。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探讨死亡与濒死体验的智慧之书。作者听到一位精神病学家讲述自己“死”而
复生所经历的奇特事件，又在大学讲授柏拉图“灵魂不朽”专题时听很多学生讲起类似的故
事，大感震惊，遂投入到对该现象的研究中。在本书中，作者直接或间接采访了150名有上
述经历者，总结出15个共同元素，首次提出了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NDE）的
概念。另外，作者还将其与人类历史上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要哲学论述加以比较，并列举心理
学、自然科学对该现象的解释，逻辑清晰，说理翔实，大大增加了本书的科学性与哲学内涵，
引人深思。
本书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并开启了全世界科学家对濒死体验的研究热潮。虽然刚开
始很多医学界人士对其冷嘲热讽，但现在科学已经站在了穆迪博士这一边。三十多年过去了，本书仍
然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数千万册，实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全书文字生动优美而富有哲理，读后不但能让大家对死亡重新思考，也更加珍惜现有的生命。
「推荐语」
穆迪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布鲁斯·葛雷森  弗吉尼亚大学精神医学教授
《死后的世界》让我们回想起沉睡在我们心里的灵性。它给了我们许多灵性工具，让我们
去理解自己的生命。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
——麦尔文·摩斯 华盛顿大学儿科学副教授 著名濒死体验研究者
穆迪博士在书中所述的研究将燃亮并确认我们两千年以来被告知的事实——死后仍然会有生命。
——伊丽莎白·罗伯斯库勒 濒死体验研究先驱，畅销书作家
本书开创出一个过去一直因事涉秘密而被科学界搁置一旁的研究大领域。
——黄荣村  台湾中国医药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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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的世界》

作者简介

雷蒙德·穆迪（Raymond A.Moody），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后因对医学和
科学的浓厚兴趣，继续到医学院学习并教授医疗哲学，并取得西乔治亚学院心理学博士学位。曾担任
乔治亚州医学鉴识精神病学家，先后任教于西乔治亚学院、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等高校。首次
提出“濒死体验”的概念，被《纽约时报》誉为“濒死体验之父”，并因其在该领域的卓越贡献，
于1988年在丹麦获颁“世界人道主义奖”。如今，他仍在不遗余力地继续其事业，出版相关书籍十几
本，在全球销售几千万册。并积极在各地举办相关讲座，普及濒死体验的知识。
林宏涛，中国台湾大学哲学系硕士，德国弗莱堡大学博士。译著有：《铃木大拙禅学入门》《启蒙的
辩证》《精英的反叛》《诠释之冲动》《体会死亡》《美学理论》《爱在流行》《神在人间》《众生
的导师：佛陀》《南十字星风筝线》《神话学辞典》《与改变对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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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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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的世界》

精彩短评

1、书里大部分人对濒死的感受都是相似的，只希望人的离去不痛苦，只是肉体的完结而精神延续。
2、很薄，几个小时很快可以看完，但受益匪浅，“濒死体验之父”的经典著作，值得一读。可惜的
是Raymond A.Moody另外几本大作目前都没简体中文版，包括书后附录里提到的一些书单大都也没有
简体中文版，期待后浪出版公司再多多努力引进翻译！
3、人们统统对死亡充满恐惧，像作者这样深入研究的不多而且我想他顶住了嘲笑，给我们诠释了濒
死体验这一全新理念，而且与个人经历相结合发现这本书很多东西虽然不能被证明但是很准确。
4、这书很无聊诶，以为是和《不说，就真来不及了》这本前不久的书讲差不多的内容，结果完全不
同，大失所望啊。其实书中大部分的受访者讲述的死前的瞬间和被拉回来的那种感受都高度神似，不
禁怀疑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反正这书没吸引住我。。。。
5、知死才能安生。
6、我是唯物主义者，虽不太相信，但还是希望灵的超脱。那一刻的到来真的是安详温暖的也好⋯
7、啥玩意儿⋯⋯也就感受陈述可以一读。
8、是因为看布莱恩·魏斯博士的《前世今生》系列书籍时，看到这本书的，这一类书籍的内容在国
内可能没有那么火，但是在欧美国家或者其他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却是非常的火，对于爱喝心灵鸡汤
的我来说，真的很喜欢这类书。
9、蛮感兴趣的题材，对死亡的恐惧和死亡的神秘吸引着我。
10、忘记了在哪里看到关于这本书的推荐，只能说看完之后并没有觉得十分的特别⋯⋯
  关于濒死体验的话题，似乎很小的时候就思考过。人死了之后是什么养的存在？直到今天我还相信
万物有灵论。人的灵魂和肉体一样，不过都是世界上能量体的一种存在形式。意识和本身是同一种东
西，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书中确实举到一些事例，可是我以为远远及不上“大量”⋯⋯没有神经学依据和生理学依据，就算
有再多的人宣称他们“看到了”什么也未必是真实的。
  
11、不算科学研究，主要内容是描述一些在临床被判定为死亡的人在醒来之前的体验，对于会经历什
么，虽然每种情况都有不止一人碰到过，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律和样式，单纯作为了解尚可。
12、对这种探寻生死的书一直很感兴趣，这本书的按例故事比较多，但这种濒死体验没有发生在自己
身上就永远不知道会是种什么感受，能听见什么看见什么，为什么总是老外做这些按例的实验呢？！
可能是我国国策不允许做这些吧。读完这本书对死亡的恐惧确实少了，可能是生死看的多了，也可能
是我心大，看看是可以的，感觉很普通，可能是中西方文化的差距吧，违和感挺多的。就是因为看了
这本书知道了西藏生死书。
13、如果死后的世界 生命真的不息 那么一场场的轮回大概就是对灵魂的修炼了 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
慢慢学会爱自己 爱别人~ 
14、我太外婆走的时候家里一直在放大悲咒，然后有天晚上她醒过来给我家里人说，我很痛苦想走了
，但是你们开着这个音乐我走不掉
15、静待死生平常，闲观花开花落。
16、相信性灵，相信生命值得更美好，坚定对热爱的事情投入大量生命的决心
17、生命究竟有没有终点？何谓死，死将何处？
18、机缘巧合，母亲大人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上小学，听过她的描述。对于灵魂的世界，同其他
描述，物质世界是禁锢，灵魂的自由才是真实的存在。
19、，
20、本书作者采访了150名被临床判为“死亡”却又活过来的人，详细记述且分析了他们所经历的“死
后世界”，并首次提出“濒死体验”的概念，开启了之后数十年全世界科学家对于该现象的研究。因
此，作者被纽约时报评为“濒死体验之父”，而本书则为该领域最经典的著作之一
21、记录了很多人的濒死灵异经历，而且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号称是科学类其实也可以当故事看。
22、材料整理很吸引人，但何必写得这么烂尾⋯⋯
23、虽然较短，但还是忍不住跳着看。对于死亡这个忌讳的话题有了更广的理解。不论死后的世界是
人类的愿景还是它真实存在只是人类对生死尚且的无知。我们眼前，确实无法确认死后的世界。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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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的世界》

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也相信轮回。
24、没什么意思，和之前道听途说，网上看到的濒死体验没什么大的差异，实质性内容就那么一点，
翻来覆去说来书去，这个序那个荐的凑一本这么薄的书出来。连一篇论文都不够格。
25、第一本nde 惭愧 我也有过短暂经历 的确是如此美好 后记令人惊喜 不过在这种学问上我们东方人
比较牛  
26、2017年从北大图书馆借阅。90年代我曾经买过类似的书籍，这个也差不多是那个年代的作品。
27、感觉整本书的表现形式有问题，直接拉低了“死亡恐惧”的档次。
28、确实极富颠覆力，不过想来也只能做出一些呈现吧#这算不算是泄露天机...#
29、有些许世界大同的感受，正好也在听一首描述NDE的曲子，歌词写的与书中内容如出一辙
30、不管信不信 但是对死有了重新定义
31、怎么说呢，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恰巧我姨父过世，非常有感触。我在想，人如果如书中一样，那
该多好。
32、讲濒死体验的，很是震撼。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工具，作为工具它有局限，有无法发挥作
用的时候，这时候就该魔法出场啦，哈哈哈哈
33、相信死后有世界可以改变我们对现状生活的看法，引领我们以积极正能量的方向去面对生活
34、濒死体验真实案例记录本
35、作者归纳出濒死体验的15个元素，一些人的真实体验，古人与现代人的理论与验证。总之，人要
向善。书不厚，可以看看，感兴趣的话可以拓展研究。
36、当年在宗教主宰的时代敢提出科学的先人是伟大的 那么在这个科学主宰的时代敢去验证这样有很
有宗教色彩的“死后世界”，“灵肉分离”概念的作者也是非常勇敢的，虽然还有不少不完备之处，
但发现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角度，并继续在努力，这是可贵的。
37、所有对死亡有疑问有恐惧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38、我希望像作者说的那样，死者弥留时是感到幸福的，死后至天堂。
但，自杀，在 圣经 佛教 记载里，都没有好结果，又令我陷入永恒之苦恼。
本身，已彼岸花。
39、正视死亡才能不畏惧死亡，推荐。
40、其实觉得这本书买得很失败 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说 单就做一个图书产品来看 观感甚至不及布莱
恩·魏斯的《前世今生》系列震撼 唯一的作用大概就是给自己一个念想 一个暗示 不要畏惧死亡 好好
去活
41、eye-opening
42、读一个例子就够了 重复太多~~
43、很好的一本书，适合当做濒死体验的入门书籍。
44、结果还是没讲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45、未知死，焉知生？死后的世界无法预料，现实的岁月值得把握。
46、关于宇宙与精神的研究，不能谓之研究，但是越看越会有不可知论的理解
47、以复杂的心情读完了《死后的世界》，妄图了解更多你来不及告诉我的感受。或许也只是在寻求
一种解脱感：死亡其实不痛苦也不可怕。未知死，焉知生，好好思考怎样生活才不负此生吧。
48、我们似乎对神秘的东西有种本能的向往，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先是恐惧，然后就是试图去理解
，来让自己的生命变的明确，不再逃避。看完了以后感触还是挺多的，突然对另一个世界有了些许的
小期待，但并不是厌恶了这边的生活，生活之于我，就现在来说是最精彩的。只不过懂了很多以后就
会些许的减轻一些恐惧。感谢所有的人类。咱们下一世见。
49、"用力活着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坦诚认真的对待这一次地球之旅
。
50、当故事书 没情节 当心理书 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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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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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的世界》

章节试读

1、《死后的世界》的笔记-第3页

        1 神识 
灵魂离开肉体没有时空限制 可依心念立刻到任何地方 所有身体残障都消失
2 强烈的光
不同信仰看到对光有不同体会
3 一生一幕幕闪过

2、《死后的世界》的笔记-第25页

        哇，我都不知道我看起来是那样的！我只习惯看着照片或镜子里的自己，都是平面的。但是突然
间，我——或者说是我的身体——就在那里，而我看得到它。我真的看得到，一目了然，从大约一两
米外的地方。我花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那就是我。

3、《死后的世界》的笔记-第52页

        我伯母病危前，我一直陪着她，照顾她，家里每个人都为她祷告，希望她早日康复。她有好几次
停止了呼吸，但是他们把她救回来了。最后，有一天她望着我说：“琼安，我去过那里了。那是另一
个世界，非常美。我想留在那里，可你们却一直为我祷告，要我活下去，我就没办法待在那里。请别
再为我祷告了。”于是我们都不再祷告，没多久，她就去世了。

4、《死后的世界》的笔记-第12页

        由于医学的进步，对生命末期的侵入性干预导致临终病人放弃了尊严，也无法决定自己的生命。
到1900年后期，就连美国医学协会都说，临终病人承受的羞辱且不必要的医疗干预，使病人在死亡过
程中的尊严荡然无存。

5、《死后的世界》的笔记-第15页

        我实在很难跟你说，因为我所知道的字眼都是三维的。当我经历那件事时，我一直在想：“唉，
我以前上几何课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说世界只有三维，我也接受了。但是他们错了。其实有更多
空间向度。”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当然还是三维，但下一个世界肯定不是。这就是我会难于启齿的原
因，因为我必须用三维的字眼向你诉说。我已经计量接近它，却还是不够贴切。我实在没有办法让你
一窥全貌。

6、《死后的世界》的笔记-第95页

        他们用自杀的方法想要逃避的冲突，在他们死后仍然存在，而且更加纠缠不清。在脱离身体的状
态里，他们对自己的问题完全无能为力，而且他们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幸后果接
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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