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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景记忆是由自我、自我觉知和主观时间组成的惟一指向过去的认知神经系统� 它使心

理时间旅行成为可能。与其他记忆系统相比�情景记忆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提取信息时伴随着自

我觉知�指向过去� 而且情景记忆还有其独特的脑定位�许多研究支持情景记忆的编码主要与大脑

的左半球有关�提取主要与右半球有关。由于情景记忆与自我、意识有密切的关系� 情景记忆的研

究必将极大地推动记忆与意识的研究。

关键词  情景记忆# 自我# 自我觉知# 主观时间

中图分类号  %$��

�&��年 '� (����)提出了情景记忆� �*��+	 �����,�的概念
-� .
� ��年后的今天�他把情景

记忆定义为自我� ���/�、自我觉知� ��
����
	 �0��������和主观时间� ����� �/ ��12�	
�� 
��� �个

要素组成的心理时间旅行 ) ) ) 惟一指向过去的记忆�这一记忆主要定位在前额叶
-�.
。而内隐

记忆、工作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性记忆都只表现在现在。

情景记忆新概念的提出是记忆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必将极大地推动记忆与意识

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这篇文章就是讨论情景记忆的新概念的�它分为以下 �个部分!

� �� 什么是情景记忆# � �� 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别# � �� 情景记忆的独特性。

1  什么是情景记忆

�&��年 (����)首次提出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划分�情景记忆是个体直接记录自己经历

的事件�而语义记忆则存储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他认为人们记住个体经历的事件�如最近去

哪里旅行或记住自己最近学过哪个词� 与知道地球是圆的这类事实知识不同。为了能够提取

自己经历过的事件� 个体必须努力提取与事件有关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细节信息
-�.
。

�&$�年 (����)在5情景记忆的成分6一书中重新界定了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的分离。他

提出情景记忆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从情景记忆中提取信息时伴随着一种温暖的、亲密的情感�

而人们在主观上重新体验过去经历过的事件时� 伴随着的这种具有个人色彩的意识状态就是

自我觉知
-�� �.
。而从语义记忆中提取信息时并不伴随着这种情感� 语义记忆涉及的是关于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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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与其他人共享的�对回忆者来说并没有独特之处� 没有情景记忆的个

人色彩
-�� � .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自我觉知是界定情景记忆的一个重要标准。(����)

� �����提出情景记忆是由自我、自我觉知和主观时间 �个要素组成的一种认知神经系统� 它是

惟一指向过去的记忆系统� (����)� �&&&� �当前�对情景记忆的研究更偏重于它的脑机制
-� .
。

2  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别

情景记忆的概念是在它与语义记忆的概念分离中逐渐形成的� 是在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

差异的长期争论中逐渐完善起来
-3�  .
。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别不仅表现在认知行为上�更

主要表现在二者生理基础的差别上。一般地�认知心理学认为� 记忆的编码和提取是性质相同

的两个过程�编码和提取在大脑的定位应该相同
-� .
� 如语义记忆的编码和提取都在大脑左半

球�然而情景记忆的编码和提取的脑定位则不同。下面主要讨论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生理基

础的差别。

2. 1  神经心理学的证据
4���等人� �����认为神经心理学为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分离提供了生物学证据。逆

行性遗忘症患者经常表现出选择性的记忆损伤�这类病人的典型的表现为�当个体不能回忆与

自身有关的记忆时� 他还能保持对事实知识的记忆�这可解释为情景记忆受到损伤而语义记忆

保持完好
-$ .
。�
���等人� �����综述了额叶的临床神经心理学研究后明确指出�情景记忆和自

我意识� ��
����
	 	���	��������与额叶� 特别是右额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5 ��.

。另外� 大部分

源遗忘症病人� ����	� �������的额叶受损�因此额叶受损可能是导致源遗忘症病人无法回忆

过去经历的一个主要原因
-�� .
。

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分离的典型证据来自于遗忘症病人 4� 6�
-���� ��.

�交通事故导致 4� 6�

许多皮层和亚皮层的脑区受到损伤�包括颞叶�他患了严重的遗忘症�主要表现为情景记忆受

到损伤�语义记忆基本正常。他的大部分认知能力完好如初� 与正常健康人没有分别� 集中注

意能力和短时记忆都正常�他的顺行遗忘表现在无法记忆个人经历和语义信息两个方面�逆行

遗忘主要表现在无法回忆个人经历�但过去保存的语义知识是完好的。他对情景记忆的遗忘

表现在他的一生中� 无法提取过去经历� 也无法保存现在和将来的个人经历� 他的自我觉知受

到损伤。而对于语义记忆来说�过去的知识保持完好� 实验表明他脑损伤后也能学习语义知

识�但是学习的速度慢。4� 6� 是情景记忆受损不可恢复的例子。

4���� �&& �报告了另一例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分离的遗忘症病例。�$岁女大学生7� 8�

由于意外跌倒造成了头部损伤�脑扫描结果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但她抱怨自己记忆有困难和

无法集中注意力。她不能回忆起近  个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事情�如她虽然记得自己选

了哪门课�在哪个教室上课�但是她不记得课上的任何具体情景� 事故发生 �个月后� 7� 8�的

情景记忆损伤完全恢复得在自侥㰋对情槞蚓欼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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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记忆与帏损伤�但是经见辟梗知

保乘有到损伤而嶛集景记忆与嵝义信晓与嚓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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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受损�而左颞叶、顶叶损伤多半导致语义记忆受损
-� .
。

2. 2  情景记忆编码与提取非对称模型
�&&�年 (����)基于对正常被试的 �'( 研究提出情景记忆的编码P提取非对称模型� 
:�

:���*:��	 ��	�+�)P��
����� ��,���
�, ��+��� ;'<�� �认为情景记忆的编码主要与左前额皮层

的激活有关�与右前额皮层无关#情景记忆的提取主要与右前额皮层有关
-�� .
。由于情景记忆

的编码以语义记忆的提取为基础� 所以语义记忆的提取也与左前额皮层有关。这一模型从生

物学基础的角度不仅区分了编码与提取这两个不同的记忆过程� 也决定性地区分了情景记忆

与语义记忆。许多 �'(的研究结果为情景记忆编码与提取非对称模型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 .
。

图 1 情景记忆编码与提取的非对称模型[10, 18, 19]

=)� � (:� :���*:��	 ��	�+�)P��
�����

��,���
�, ��+��� ;'<� -��� �$� �& .

�,1��)等人
-��� �$� �&.

总结了多项 �'(

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情景记忆编码与提

取非对称模型�见图�� �情景记忆的编码

�言语材料和非言语材料�主要与左额叶

有关�情景记忆的提取�言语材料和非言

语材料�多半与右额叶有关。如� >��+,

��&&3�发现对人类面孔进行编码时激活

左前额皮层�右皮层没有相应的激活#而

对先前学过的面孔进行再认时激活了右

前额皮层�左皮层没有相应的激活
-��.
。

%�	������&& �的研究表明上述结果也适

用于物体线条画和其他非言语材料
-�� .
。

表 1 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的差别

(�1�� �  (:� +�
�	
�� 1�
0��� �*��+	 ��+ �����
	 �����,

项目 情 景记 忆 语义 记忆

内容 个体过去的主观经历 关于事实的知识

意识类型 自我觉知 一般觉知

自我 参与者�主观� 观察者�客观�

指向 过去、未来 现在

主要脑定位 编码!左额叶� 提取!右额叶 编码与提取!左额叶

形成 �岁左右 情景记忆之前

实验任务 <P4判断�� 单词归类、同义词判断等

  �� 情景记忆的实验任务主要有自由回忆、系列回忆、配对联想回忆、线索回忆、再

认、绝对频率评估任务、相对近期判断、源判断、元记忆判断� <P4 判断� &种� 只有 <判

断反映了纯净的情景记忆。

由图 �可看出情景记忆提取的定位较分散�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使用不同实验任务、材

料、被试、提取测验、程序等造成的。%�	����对 ;'<�的分析表明额叶的不同激活区与不同的

编码、提取任务有关。为了进一步对;'<�进行精确的神经解剖定位� 特别是这些;'<� 的脑

区与布鲁德曼区的关系� (����)� �&&&�总结了 3 项 �'(研究� 结果发现 %�� 和 %��3与情景

记忆的编码有关� %��� 与情景记忆提取有关� %���和 %�&与情景记忆的编码和提取均有

关
-�� .
。

�&&�年7:�����根据来自神经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概括了一个情景记忆的初步

理论模型
-�� .

�情景记忆的

独特性主要表现在自我觉

知上� 以自我觉知为基础

个体可以通过心理时间旅

行主观地回到过去#而自

我觉知是额叶的功能#情

景记忆系统与自我有密切

的联系� 这是其他记忆系

统所没有的� 其他记忆系

统包括的知识� 甚至自我

知识�都是客观存在的#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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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忆系统都无法使个体回忆客观的知识是如何得来的�因为这些记忆系统没有自我体验�只

有情景记忆的提取需要自我体验�自我觉知需要自我的主观参与�因而才使个体能回到过去�

能回忆起客观的知识是怎样在过去获得的。

可以把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别总结为表 �。

3  情景记忆的独特性

(����)� �&&&� �����认为个体以主观时间为基础通过心理旅行回到过去和达到未来� 这主

要通过情景记忆的提取来实现的� 情景记忆的提取就是个体通过自我觉知重新体验过去的经

历�并把类似的经历投射到未来
-���� .
。具体来说�情景记忆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个方面。

3. 1  自我觉知
自我觉知是对觉知的觉知�如当一个人说/我正在看报0� 他是在陈述一件事实� 当他做这

个陈述时伴随着的意识状态是一般觉知#如果一个人说/我知道我正在看报0�这是指他在体验

自己正在进行的阅读活动�此时他所伴随着的意识状态是自我觉知。4���等人� �����认为人

类的独特能力就是个体能在自己思考、感知、做事时体验自己�人类自我体验的能力就是对自

己的心理状态形成表征� 这就是自我觉知
-$.
。

儿童的自我概念发展较晚�自我觉知发展更晚。;�0� 等人提出婴儿在出生几周内就能意

识到自己与环境的分离
-��.
。�$个月的儿童能完全从镜子中认出自己。��个月儿童能为自己

在镜中的像贴上标签�这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此时儿童能把自己作为想象和积累知识

的对象�这为形成自我意识奠定了基础。;�0�等人对大量文献进行了总结� 提出 �$5 ��个月

的儿童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概念�这些自我概念为儿童对自身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提

供了基础。一般认为 �岁前儿童没有形成自我意识� 比如� 儿童能说我正在玩飞机� 但无法说

出我知道我正在玩飞机� 此时他们能区分自我和他人� 但无法体验自己正在进行的活动
-�� .
。

(�	:等人� �����的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缺乏自我觉知�他们谈论自己与谈论他人一样� 都很

客观#他们参照自我的记忆不比语义记忆好� 即无法体现出自我参照的优势
-�� .
。

正常个体能区分回忆个人经历和回忆非个人色彩的事实�这如同区分感知和想象一样容

易。因此�可以给自我意识觉知和一般意识觉知下一个操作定义� (����)提出在再认记忆测

验中� 人们可以逐项地报告出他们的意识状态
-�� .
。他提出了带 <P4 判断的再认记忆测验范

式�带 <P4判断的再认记忆测验范式是这样的!首先� 将学过的单词与未学过的单词随机混

合�然后逐个呈现单词�要求被试指出是/学过的0或是/未学过0。其次�如果被试对呈现的单

词认为是/学过的0� 还要继续判断� 是/记住0该单词还是/知道0该单词。(����)把记住的� <�"

���1��� <�界定为�回忆时伴随着一些过去的经历� 有自身的情感� 有鲜明的表象� 有与过去事

件相关的特殊情境细节� 强调过去发生和自我在记忆中作用� <就是自我觉知� ��
����
	 �0���"

�����的操作定义。知道的�4��0� 4�界定为�没有回忆特殊情境�就是知道或熟悉� 4就是一般

觉知� ���
	 �0��������的操作定义。这样通过 <P4范式�就可测量自我觉知和一般觉知这两种

意识类型。近年来� 许多研究者使用带 <P4 判断的再认记忆测验范式研究记忆与意识问

题
-��5 � .

。

312  自  我
自我是心理时间旅行的载体。对情景记忆来说� 这种自我是特殊的� 指过去的自我� 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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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记忆提取时要回到过去的自我�这主要通过主观时间的连续性来实现。虽然黑猩猩也知

道自我的存在�>����* ����� 
��
� � 它们能对着镜子抹掉额上的红点� 这表明它们能区分自我与

外界�并能把注意由外部环境直接指向自我� 但是它们的自我只存在于现在。而人类的自我不

仅存在于现在� 还存在于过去和未来�自我是一个连续体。

=���,等人� �&&��的实验表明�让三四岁和五岁儿童对刚玩过的玩具�电话听筒�和替代物

�一根小棍�进行再认�他们的再认成绩没有差异� 但三四岁儿童很难区分他刚刚玩的是真正的

玩具还是替代物�五岁儿童基本上已经能区分自己刚刚玩的是真正的玩具还是替代物。这说

明当任务要求指向现在的自我时�再认记忆测验� �三四岁儿童与五岁儿童没有差别#但当任务

要求指向过去的自我时�回忆刚刚玩的是什么� �三四岁儿童很难完成任务�这是因为他们无法

回忆过去自己经历过的事件� 不能回到过去的自我
-�� .
。另外� 情景记忆受损的健忘症病人也

无法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如前面所述的 4� 6� 和7� 8� �他们都不能回到过去的自我� 重新体

验自己经历过的事件�但他们知道关于自己的语义知识�这表明他们的现在的自我保持完好。

4���� �����提出自我是一个由  种功能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的统一体� 其中一个成分是自

我是一个连续体�个体通过主观时间把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联系起来
-$ .
。

3. 3  主观时间
(����)� �&&&�认为没有主观时间就没有心理时间之旅。动物不能考虑主观时间� 没有回

到过去的心理时间旅行� 这说明在生物学角度上对动物来说心理时间旅行是不必要的
-��.
。有

机体学习和记忆是为了未来的行为能更有效。有机体大多数的学习和记忆都是指向未来的�

因为这样能增加有机体与未来环境交互作用的有效性。动物有能力解决一些它们遇到的问

题�这可能是由于本能或利用它们已经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但它们存储知识和经验不以时间为

基础�这些知识和经验只是为了解决当前的或以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虽然人类能以主观时

间为基础存储个体经历� 并且能有意识地回忆过去的经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应用已有

知识解决问题时很少回忆过去。尽管记忆与过去有联系� 但这对有效使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并不起关键作用。如� 我们不记得在那里和什么地方学习了接触高压电危险�但是我们

知道要回避高压电。只有情景记忆以主观时间为基础存储个体经历�并且个体通过主观时间

能重新自我觉知这些经历�重新体验过去经历的过程就是心理时间旅行。

?�����等人� �����研究了主观时间的脑定位� 他们比较了颞叶受损伤的遗忘症患者、前

脑基底部受损伤的遗忘症患者和正常个体回忆自身先前经历事件的准确程度和时间偏差�发

现正常个体时间定位相对准确�平均仅错 �1&年#遗忘症患者错得较多�尤其是前脑基底部受

损伤的患者�他们虽然能正确回忆起发生过的事件� 但与正确时间偏差平均达 31�年� 然而他

们对事件回忆能力高于颞叶受损伤的患者�后者对时间标志的回忆更准确一些�平均时间偏差

为�1&年。这可能表明�回忆时间标志和回忆过去事件是两个分离的过程�另外�前脑基底部

在帮助个体将一段记忆放置在正确的时间段中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
。

这�要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情景记忆以主观时间为基础登记和存储个体经历� 并且这

些经历在自我意识觉知条件下进行提取。(����)� �����认为个体以主观时间为基础重新体验

过去的自我就是情景记忆的提取
-� .
。由于主观时间具有连续性� 所以以主观时间为线索可以

回到过去的自我。例如� 某人去年夏天在青岛旅游时游泳了。今天某人回忆起这件事时许多

情景�沙滩上的遮阳伞�人们在海水中打闹等等�仍历历在目。这是某人通过主观时间�把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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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联系起来了�重新体验了过去的自我在海滩的经历。

尽管心理时间旅行与情景记忆有密切的关系� 但以往研究记忆的文献中很少有人提到。

大多数记忆理论和模型都集中在记忆的结构和过程上�很少有人关心个体回忆时的真正体验。

实际上�情景记忆主要就是指个体经验�它涉及自我、自我觉知、主观时间等各个方面�因此�对

情景记忆的研究可能成为记忆与自我、意识研究的一个独特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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