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会表现出明显的情景记忆缺损。

孤独症个体在学习中不能运用概念组织策略。当要求孤

独症个体记住一系列词时 ,他们不能将词进行概念分类 ,相反

的 ,正常儿童可以把词组织成不同的概念类别 , 将其作为记忆

的一种策略。此外 ,在记忆编码和提取的过程中 , 孤独症个体

不能对信息进行充分组织。 Fein et al.(1996)发现 , 词语记忆

的损伤程度会随材料语义联系的增加而增加。相对于语言发

展迟缓的儿童来说 ,高机能孤独症个体在非言语的记忆任务

(如数字材料)中的表现良好 ,但是在需要对信息进行语义组

织的故事记忆任务的表现却非常差[ 7] 。这也表明孤独症个体

的执行功能受到损伤 ,这种执行功能任务包括对信息的计划

和组织。

1.2　孤独症个体的语义记忆

早在 60 年代 , 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孤独症个体的语义记忆

的研究。研究者发现 ,尽管孤独症个体的语义记忆是完好的 ,

但他们的语义记忆还是和正常被试存在着质的差异。采用自

由回忆的研究表明 ,相对于随机出现的词 , 对在有意义的句子

中出现的词 ,孤独症个体的回忆成绩并不能显著地提高 ,即他

们不能利用语义信息来提高记忆成绩。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使

用情景记忆范式来研究孤独症的语义能力。之后的研究者曾

经使用言语流畅性来研究孤独症的语义记忆 ,结果发现 ,孤独

症个体和控制组在产生同一语义范畴的词语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2001)[ 8] 。 Toichi & Kamio [ 8]研究了高机能孤独症患者的语

义记忆中的概念联系。结果表明 ,对孤独症个体来说 , 那些简

单的 、常见的单词之间还是有紧密的概念相关 , 因此孤独症组

和控制组都出现了相似的语义启动效应。首先 , 虽然孤独症

个体对这些词语有完整的语义记忆 ,但是孤独症个体和控制

组之间的语义加工过程之间还是有质的不同的。对于正常被

试来说 ,存在加工水平效应:对词语的语义分析可以易化长时

记忆。但是孤独症个体在记忆测验中不能使用语义线索 , 一

种可能是 ,尽管孤独症个体对简单词的语义记忆没有损伤 ,但

是语义加工和长时记忆之间的联系受到阻断。还有一种可能

是 ,孤独症的语义记忆缺损 , 这种现象可以通过采用更大量的

词语材料来获得。同时 ,考虑到长时记忆的语义特性 , 具体名

词的长时记忆缺损表明了孤独症个体对这些词语的语义编码

损伤。其次 , 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的回忆成绩之间的差异表

明 ,对孤独症个体来说 , 具体名词并不是像抽象名词那样是以

语义或者联想编码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具体名词缺少了

语言和图像信息的双重编码。对孤独症个体来说 , 他们对具

体名词的回忆成绩较好 , 这是因为他们能由图片材料产生视

觉编码和语言编码中的细节。

为什么孤独症个体的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会出现这样的

特点呢? 孤独症的这些特点可以用心理理论来解释。心理理

论分为一级心理理论和二级心理理论 , 一级心理理论是指归

因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信念 、愿望和意图)的能力 , 作为理

解和预测行为的一种途径。而二级心理理论需要理解他人对

于第三者知识状态的了解 , 就是对一级心理理论的表征
[ 2]
。

Perner等人(1990 , 1991)提出了二级心理表征和情景记忆的

关系。他们认为 , 情景回忆中既包含先前经历事件的一级心

理表征 ,也包含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二级心理表征。相对而

言 ,语义记忆中的信息 , 在回忆时并不需要个体觉察到他的心

理状态是对过去某些事件的表征 ,它是过去经历的一种知识 ,

这种知识并不需要考虑这种知识是在哪里获得的 , 是在什么

地方获得的。因此 , 语义记忆包含了对一件事情或事实的一

级心理表征 , 而不需要二级心理表征的参与。 Lesile(1987)认

为孤独症个体可以对基于知觉经验的人 、物 、事件形成一级心

理表征 , 但是他们在形成二级心理表征时 , 即对一级心理表征

的表征时存在困难[ 8] 。因此 , 孤独症个体在情景记忆任务中

会有些困难 , 而在利用语义记忆的任务中成绩相对较好。他

们的这些假设已经得到了一些实验的支持。

2　孤独症个体的自我参照效应

2.1　自我模型以及自我参照效应

近年来 , 研究者们探讨了自我在信息加工中所起的作用 ,

引起了自我独特性的研究热潮。目前关于自我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关于自我的心理表征是否不同于其他的心理表征
[ 9]
。

对此 , Klein 等人[ 9]提出了一个假设:自我是一个复杂的

知识结构 , 至少由两个在神经机制和功能上相互独立的子系

统为其服务: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根据这个假设 , 情景记忆

中存储着个人经历的事件细节 , 如时间和地点等 , 使人们有意

识地觉察到过去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或经历。相对而言 , 语

义记忆中储存着从情景记忆中的个人经历所抽象出来的 、独

立的一般性概括知识 , 能使人们掌握一些事实和关于自己的

概括性知识 , 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对它们所基于的具体的个人

经历进行回忆。因此 , 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都是自我知识的

来源。先前对遗忘症病人的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语

义记忆中的自我知识和情景记忆中的自我知识两者之间的分

离。

Rogers , Kuiper & kirker(1977)发现 , 如果让被试判断一

些形容词是否可用于描述自己时 , 对同样的材料会引起比其

它判断任务更好的记忆效果。他们认为与自我联系时的记忆

成绩比其他的编码成绩好 , 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参照效

应[ 10] 。那么 ,在这种自我描述的特质判断过程中 , 一个人怎

么知道他拥有这种特质而不是另外一种特质呢? 这种知识在

记忆中是怎样表征的 ,又是怎样从记忆中提取的? 目前有两

种理论解释:(1)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这种模型认

为我们通过情景记忆中的信息通达语义记忆中的信息 , 从而

做出特质判断。(2)抽象模型(abstract model):我们直接利用

语义记忆中特质的概括性知识 ,决定所判断的特质是不是在

概括性知识中得到表征。这种特质是在情景记忆的基础上形

成的 , 但是我们并没有直接利用情景记忆中的信息 , 而是直接

利用语义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 , 情景记

忆和语义记忆对自我来说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 , 它们

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情景记忆是语义记忆的基础 , 语义记忆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情景记忆中的信息进行调节[ 9] 。

2.2　孤独症个体的自我知识

根据 Vogeley et.Al(1999)的自我模型[ 11 、12] , 对孤独症儿

童来说 , 长期一致性(long-term unity)的神经机制受到了损

伤 , 因此他们没有获得长期的自我一致性 , 在自我知识方面具

有独特性。根据自我知识的存储方式以及孤独症的记忆特

性 , 孤独症个体情景记忆中的自我知识应该丧失 , 语义记忆中

所存储的自我知识应该保存完好。这表明:孤独症个体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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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回忆与个人特质有关的个人行为 , 但是能回忆基于这些

行为的关于自我的概括性知识。孤独症个体由于理解别人心

理的能力严重受损 ,然而他们反映自己心理特性和状态的能

力保持完好。

Klein 等人报告了一项孤独症病人 R.J 的情景记忆和语

义记忆中自我知识的个案研究[ 13] 。结果发现 , R.J 在短时记

忆和语义记忆的成绩上与正常组没有显著差异 , 但在情景记

忆测验中 ,他的成绩显著低于正常组 , 这说明 R.J 在回忆与个

人特质有关的个人事件的能力上严重受损。在对个人特质的

判断上 ,实验组和正常组的判断和其母亲的判断之间都存在

着很高的相关 ,实验组和正常组的差异不显著。这说明 , R.J

尽管不能利用与特质有关的个人记忆 , 但是可以准确地利用

与自我特质的有关知识。 R.J 的语义记忆的个人知识是完好

的 ,而其情景记忆的个人知识受损 , 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个人的

人格特质的评价。因此 , R.J的结果说明 , 情景记忆的丧失并

不一定能导致与特质有关的自我知识的完全丧失 , 人格特质

的知识和包含这些特质的具体事件的回忆反映了两个子系统

的操作 ,它们是在神经机制上相互独立的自我记忆的两种类

型:语义记忆的个人知识和情景记忆的个人知识。同时也表

明孤独症个体具有反映自己心理特性和状态的能力。

但是 , Klein & Kihlstrom(1998)[ 14] 对上述结论提出了异

议。他们认为如果孤独症个体在对别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和认

可方面存在缺陷 ,那么就应该研究这种缺陷会不会影响到他

们对自己心理状态的理解。研究发现 ,相对于控制组的正常

儿童 ,孤独症儿童很少产生关于认识自己心理状态的自发性

言语。Baron-Cohen(1991)发现孤独症个体在对自己的心理

状态进行归因时 ,和对别人心理状态进行归因时存在着同样

的困难。临床症状的描述也经常提到孤独症个体没有自我反

映或自我监控的能力。但是很少有证据表明 ,孤独症个体缺

乏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觉察。这意味着 ,孤独症个体尽管能回

忆与特质有关的个人行为 , 但是不能根据这些行为对自己做

基于特质的概括性判断[ 14] 。

记忆加工的研究表明 , 对个人经历的记忆要优于对他人

同样经历的事件的记忆 ,但这种结论可能不适合孤独症个体。

Millw ard , Powell , Messer&Jo rdon(2000)
[ 15]
曾将对个人经历过

事件的记忆和对同伴经历过事件的记忆进行比较 , 试图研究

孤独症儿童在回忆个人经历的事件方面有没有受到损伤。结

果发现 ,孤独症儿童对自己亲自做过的事情的回忆成绩明显

地差于对观察同伴所作的事情的回忆。然而 ,正常儿童在这

方面的结果正好和孤独症儿童是相反的。

3　展望

　　如果要客观地考察和评估孤独症儿童认知能力 , 必须解

决三个关键性问题:如何从实际心理年龄上来匹配实验组和

对照组? 如何采用非言语的方法测定心理年龄不足 3 岁的孤

独症儿童的认知能力? 如何采用微观分析法来分析他们的行

为表现? 但是目前关于孤独症儿童的自我参照效应方面的研

究多以词语作为实验材料 , 他们的某些记忆成绩和对照组之

间的显著差异是记忆缺陷还是语言缺陷引起的? 他们能不能

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进行表征或者叙述? 周念丽(2003)[ 16]发

现 ,在图片提示和语言提示两种条件下 , 孤独症儿童在图片提

示条件下对情绪的认知优于在语言提示下对情绪的认知 , 这

表明图片可以帮助他们理解语言。那么 ,对孤独症儿童 , 尤其

是言语交流障碍不明显的高机能孤独症个体 , 采取和正常人

一样的自我参照效应研究范式 ,并采用和词语材料相匹配的

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时 , 他们会不会也出现和正常人一样的记

忆优势呢? 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据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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