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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 考察系列包含的项目数 、项目之间的时间间隔与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记忆性

质分化的关系。结果表明 ,(1)提取过程的重要性。(2)在包含 11 个项目 、并且项目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400 毫

秒的系列中 ,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表现为联想记忆的性质 , 是依赖于线索的提取;近因部分表现为绝对记

忆的性质 , 是依赖于记忆痕迹的提取。(3)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于系列包含的项目数和项

目之间的间隔时间有关 , 结果体现出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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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对某些事件的遗忘 ,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适当的提取线索 ,或者提

取线索与编码方式不匹配;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

为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痕迹已经发生了衰退或变

得模糊难辨 。这与 Tulving 的观点相一致 ,他认为 ,

对某一事物的记忆不外乎是两个来源信息的产物 。

首先 ,是依赖痕迹(trace-dependen forgetting);其次 ,

是依赖线索(cue-dependent forget ting)。刘英茂认

为以上两者分别对应于绝对记忆(absolute memory)

和联想记忆(associative memo ry)[ 1] 。Knoedler 等人

在他们的实验中曾经假设所有的回忆都是线索驱动

(cue driven)的 ,并预测线索对首因部分的影响大于

对近因部分的影响[ 2] 。这些结果都说明 ,既存在依

赖线索的回忆 ,又存在依赖记忆痕迹的回忆。在回

忆时能否得到有利于提取的线索或者是否还存在较

强的记忆痕迹 ,是回忆效果的主要决定因素。

吴艳红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把刘英茂提出的首

因部分属于联想记忆 、近因部分属于绝对记忆的思

想 ,成功地应用到当系列长度为 7个汉字 ,汉字以相

等的时间间隔呈现 ,即中数比率＊＊(a median ratio)

为 0.29 的等距实验条件下 ,项目呈现时间 、项目之

间的间隔时间和项目全部呈现完毕到回忆的保持时

间同为 50 毫秒 、100 毫秒和 200 毫秒的系列项目

中[ 1 ,3 ,4] 。结果表明 ,当汉字呈现时间和汉字间隔时

间发生变化时 ,不论是系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记忆

性质的分化 ,还是汉字正确回忆百分数的绝对数量

方面 ,首先获益的是系列位置曲线的近因部分 ,其次

是中间部分 ,最后是首因部分。系列位置曲线的近

因部分的提取由于主要依赖于记忆痕迹 ,因此 ,对时

间的变化更为敏感 ,首先分化出绝对记忆的性质。

根据结果的发展可以预测 ,如果进一步增加汉字的

呈现时间 、汉字间隔时间及汉字全部呈现完毕到回

忆之间的时间 ,那么 ,在某个时间点上 ,系列位置曲

线的首因部分的记忆性质也将分化出来 ,表现为联

想记忆的性质。

本实验的目的是 ,通过增加系列的汉字数目 ,以

及每个汉字呈现的时间 、汉字之间的间隔时间 ,寻找

系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记忆性质分化的关键点 ,并

揭示系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记忆性质分化的各种决

定因素 。

2　材料和方法

2.1　被试　112名北京大学本科生 。一共 8种实

验条件 ,9×100实验条件为 15人 ,11×300 实验条

件为 13人 ,其余实验条件均为 14人。所有被试视

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实验后付给报酬 。

2.2　材料　第一套材料 ,54个汉字系列 ,每个系列

9个汉字 ,共 486个汉字 。每组汉字的平均频率为

0.0144%(《现代汉语频率词曲》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

教研室编著 , 1988年),平均笔画数为 7.79 画(5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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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画)。第二套材料也是 54个汉字系列 ,每个系

列 11个汉字 ,共 594个汉字。每组汉字的平均频率

为 0.0149%,平均笔画数为 7.85画(5画到 10画)。

每组汉字中没有相同的偏旁部首 ,也没有同音字。

2.3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2×4×3×2因素实验设

计 ,自变量为两种系列长度(9 个汉字和 11 个汉

字)、四种汉字呈现时间(100毫秒 、200毫秒 、300毫

秒和 400毫秒)、三种回忆位置(系列中的第二个项

目 、中间的项目和倒数第二个项目),以及两种回忆

方向(向前联想和向后联想)。其中 ,系列长度和呈

现时间自变量为组间设计 ,回忆位置和回忆方向自

变量为组内设计。每个汉字的呈现时间 、汉字与汉

字之间的间隔时间 、系列全部呈现完毕到回忆的时

间均相等 。每个汉字呈现后 ,立即呈现 10毫秒掩蔽

刺激(排列成正方形的 16 个“ #”)。每个汉字系列

的呈现是随机的 。三种回忆位置和两种回忆方向随

机平均分配到各个系列。所有实验条件下的中数比

率均为 0.29 。

2.4　实验程序　当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完一系列汉

字并出现“请开始回忆”的提示时 ,请被试写出计算

机屏幕上出现的带箭头汉字的前面一个或后面一个

汉字(汉字上面的箭头指向前方 ,如→,则回忆该汉

字前面的那个汉字;如果汉字上面的箭头指向后方 ,

如※,则回忆该汉字后面的那个汉字)。正式实验开

始之前 ,被试进行 3次练习。每个被试单独进行实

验 。

3　实验结果

3.1　9个汉字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

联想

由表 1的结果可以看到 ,在项目提取的正确率

方面 ,近因部分的提取正确率均高于首因部分的提

取正确率 。在近因部分 ,向后联想提取正确率均高

于向前联想的提取正确率 ,而在首因部分 ,则是向前

联想提取正确率均高于向后联想的提取正确率 。

表 1　9 个汉字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联想的正确率

系列位置 回忆位置 实验条件 联想项目 联想方向 正确回忆率 t检验

首因部分 2

400ms
1 ※ 0.40

3 → 0.32
0.18

300ms
1 ※ 0.43

3 → 0.41
0.71

200ms
1 ※ 0.30

3 → 0.23
0.16

100ms
※ 0.39

3 → 0.26
0.04

近因部分 8

400ms
7 ※ 0.71

9 → 0.85
0.04

300ms
7 ※ 0.81

9 → 0.91
0.01

200ms
7 ※ 0.71

9 → 0.79
0.16

100ms
7 ※ 0.33

9 → 0.42
0.14

　　近因部分 , 300毫秒和 400毫秒实验条件下 ,向

前联想回忆的正确率明显低于向后联想回忆正确率

(300ms:0.81 <0.91 , t(13)=3.07 , P <0.01;

400ms:0.71<0.85 , t(13)=2.32 , P<0.05),表现

出绝对记忆的性质。但是 , 100 毫秒和 200 毫秒实

验条件下 ,未表现出记忆性质的分化 ,表现为环境线

索和记忆痕迹的综合物。

首因部分 , 100毫秒实验条件下 ,向前联想的回

忆正确率显著大于向后联想的回忆正确率(0.39>

0.26), t(14)=2.32 ,P<0.05),记忆性质发生分化 ,

表现为联想记忆的性质。而其它三种实验条件下 ,

首因部分未表现出记忆性质的分化 ,表现为环境线

索和记忆痕迹的综合物 。

3.2　11个汉字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

联想

根据表 2 ,在项目提取正确率方面 ,与 9 个汉字

各种实验条件的结果一致。

近因部分 ,400毫秒实验条件下 ,向后联想回忆

正确率明显大于向前联想回忆正确率(0.84>0.63 ,

t(13)=3.63 , P <0.01), 表现为绝对记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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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它三种实验条件未表现出记忆性质的分化 ,表

现为环境线索和记忆痕迹的综合物 。

首因部分 ,100毫秒 、200毫秒和 400 毫秒实验

条件下 ,向前联想回忆正确率均明显大于向后联想

回忆正确率(100ms:0.30>0.17 , t(13)=2.83 , P<

0.05;200ms:0.28>0.19 , t(13)=2.07 , P =0.06;

400ms;0.42>0.27 , t(13)=4.32 , P <0.001),表现

为联想记忆的性质 。
表 2　11 个汉字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向前和向后联想的正确率

系列位置 回忆位置 实验条件 联想项目 联想方向 正确回忆率 t检验

首因部分 2

400ms
1 ※ 0.42

3 → 0.27
0.001

300ms
1 ※ 0.38

3 → 0.28
0.20

200ms
1 ※ 0.28

3 → 0.19
0.06

100ms
1 ※ 0.30

3 → 0.17
0.01

近因部分 10

400ms
9 ※ 0.63

11 → 0.84
0.003

300ms
9 ※ 0.86

11 → 0.92
0.20

200ms
9 ※ 0.63

11 → 0.72
0.10

100ms
9 ※ 0.30

10 → 0.41
0.08

3.3　两部分实验结果总结

表 3为以上两部分实验结果以及 7个汉字实验

的结果的总结 ,说明不同系列长度及时间间隔下 ,首

因和近因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结果及趋势 。
表 3　不同系列长度及时间间隔(ms)首因 、近因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呈现时间 50 100 200 300 400

项目位置 首因 近因 首因 近因 首因 近因 首因 近因 首因 近因

7 个汉字 × × ×  ＊ ×  × × - -

9 个汉字 - -  × × × ×  ×  

11 个汉字 - -  ×  ＊ × × ×   

　　注: 表示记忆性质已经分化; ＊表示记忆性质接近分化;×表示记忆性质未分化;-表示无数据

　　当系列包含的项目数目较少时(7 个),随着各

种时间间隔的逐渐增加 ,系列位置曲线的近因部分

首先表现出绝对记忆的性质。当汉字增加到一定数

目后(9个),首因部分表现出联想记忆的性质 。当

系列包含的项目数目为 11个及各种间隔时间均达

到400毫秒时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和近因部

分均发生分化 ,分别表现为联想记忆和绝对记忆的

性质 。

4　分析和讨论

4.1　汉字提取正确率的差异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对同一位置汉字的回忆正

确率 ,依赖于提取时给出的线索的位置。在系列位

置曲线不同部分 ,对相同位置汉字进行提取时 ,向前

和向后联想回忆正确率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 ,系列位

置曲线的首因部分 ,向前联想回忆正确率高于向后

联想回忆正确率;而近因部分 ,向后联想回忆正确率

高于向前联想回忆正确率。这与我们对系列位置曲

线不同部分记忆性质的确定是一致的 。根据实验结

果 ,我们认为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属于联想记

忆的性质 ,而近因部分属于绝对记忆的性质 。以上

结果也说明了即使编码和存储成功 ,遗忘仍然可以

发生在提取阶段 ,即揭示了提取过程的重要性。

4.2　系列包含的项目数

每个系列包含的项目数的多少 ,直接影响到系

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每次识记的

项目数的多少 ,影响被试的识记策略 。当项目数较

少如 7个汉字时 ,被试根据项目呈现的顺序来识记 ,

而当项目数增加到 9个或 11个时 ,被试则采用分段

记忆的方法 ,其中侧重于对系列位置曲线近因部分

项目的记忆。由于项目呈现的时间非常短暂 ,因此

这种记忆策略的采用是无意识的 ,是一种自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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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另外 ,系列包含项目数的多少 ,也体现了项目之

间干扰程度的差异。系列包含的项目越多 ,项目之

间的互相干扰越大 ,提取越困难 ,提取的正确率越

低。

4.3　时间因素的影响

DeZazzo 和 Tully[ 5]以及 Yin 、Vecchio 、Zhou 和

Tully
[ 6]
的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 不同种类记忆的形

成 ,依赖于刺激呈现的时间和间隔时间 ,呈现时间过

长或过短 ,都不利于特定记忆形式的形成。这与我

们得到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即使系列包含项目数

相同 ,但是 ,在不同的呈现时间下 ,也表现出记忆性

质分化的差异 。例如 ,系列同样包含 11个汉字 ,在

每个汉字呈现的时间比较短时 ,如 100 毫秒和 200

毫秒时 ,首因部分首先表现出联想记忆的性质 ,而这

因部分没有分化出来 ,但是 ,当每个汉字呈现的时间

增加为 400毫秒时 ,系列位置曲线的首因部分和近

因部分分别表现出不同的记忆性质 ,首因部分表现

为联想记忆的性质 ,近因部分表现为绝对记忆的性

质。此时 ,时间因素在记忆性质的分化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

4.4　系列包含的项目数与时间因素的交互作用

等距实验条件下 ,随着系列长度的增加 ,系列位

置曲线首因部分和近因部分记忆性质分化所需要的

时间也增加 。这就说明 ,系列包含的项目数与每个

项目呈现的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因此 ,系列包

含的项目数与时间因素共同决定系列位置曲线不同

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

5　小结

　　当项目呈现时间和间隔时间相同时 ,按照记忆

痕迹呈指数衰退的一般假设 ,可以很好地预测向前

联想和向后联想的强度 ,推论首因部分和近因部分

的性质(联想记忆和绝对记忆)。本研究结果说明提

取过程的重要作用 。项目呈现时间的长短 ,影响到

该项目加工水平的不同 ,从而导致正确提取百分数

的差异。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记忆性质的分化 ,

与系列包含的项目数与每个项目呈现的时间有关 ,

结果体现出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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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 428页)老人们普遍反映养老院的卫生都不

错。但同时老人们也认为养老院所提供的各种娱乐

设施和开展的各项活动还不够丰富 ,特别是适合高

龄老人身心特点的健身娱乐活动 ,希望养老院能动

动脑筋 ,再多开展一些。

另外 ,尽管老人普遍反应子女的支持相对较低 ,

但在老人们的眼中 ,子女始终是自己最坚实的依靠 ,

因为老人在生病等特殊状况下 ,子女仍是他们最主

要的支持来源。

养老院老人社会支持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种:情感

支持 、认知支持和行为支持。结果显示 ,养老院老人

最希望获得的是情感支持。在养老院中生活的老人

缺少的正是代际的亲情以及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

乐。这就给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不仅要在物质上满足老年人 ,更要给予他

们无微不至的关心 、支持和爱护 ,让老人感受到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温暖;儿女及孙辈也要经常去养老院看

望老人 ,让老人身在养老院 ,却不缺少亲情之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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