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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在对内隐记忆的存在性和本质特点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该领域涌现出愈加丰

富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同时也引发了研究者对内隐记忆内涵的深入思考。逐渐细分的

内隐记忆研究领域促使人们超越内隐记忆原有的理论框架，去建构一个整合外显记忆与内隐记

忆，容纳记忆的无意识和意识过程的完整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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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隐记忆研究简史

!" 年前，,-./-012 和 32/4 提出了内隐记忆（ 567
895-50 616:2;）这一概念，用以表述在无意识情况下，

过去 的 经 验 或 学 习 对 人 们 行 为 产 生 影 响 的 现

象［(，!］。“内隐记忆”一词源于间接测验（5<=521-0 01>0>
:4 616:2;）的设置，它是一种不同于回忆或再认的、

新的记忆测验，包括词干补笔、残词补全、模糊词和

图片的辨认等。回顾内隐记忆的研究历史，可以将

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 内隐记忆概念的提出和确立

内隐记忆概念的提出有赖于实验室中关于间接

记忆测验的大量经验证据。最初，以 @/225<A0:< 和

@15>B2/<0C（(D#%，(DE"，(DE&）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设

计了词干补笔和残词补全等间接测验［)，&］，以遗忘

症患者为施测对象，成功地发现他们的成绩接近于

正常被试的测验结果。以此为基础，(D%+ 年，,-./-7
012 和 32/4 以正常人为被试，在记忆的间接测验中也

发现，被试过去的经验能够无意识地显露出来。他

们将这种无意识的记忆称为“内隐记忆”，与之相对

应地，研究者把传统记忆测验（即记忆的直接测验）

所对应的记忆现象称为外显记忆。按照这一理论，

遗忘症患者之所以在传统的记忆测验中表现得十分

低下，却能和正常人一起通过间接测验，是因为这些

患者的外显记忆系统受到了损害，而其内隐记忆系

统则相对完好无损。

,-./-012 和 32/4 将这一分离内隐与外显记忆的

实验思想称为任务分离逻辑，并认为它可以证明，内

隐记忆是一个独立的无意识记忆系统：如果我们能

够发现两类记忆任务（测验），这两类任务的表现分

别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那么这种发生在任务类别

之间的分离现象，就暗示了这两类任务分别对应着

相对独立的不同内部机制。任务分离逻辑的发展成

熟和广泛应用，为内隐记忆的存在提供了大量的经

验证据。研究者通过比较记忆的直接测验和间接测

验，很快发现它们在许多因素上出现分离，在年龄、

智力、注意、加工水平等因素上，间接测验成绩表现

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而对于感觉通道、刺激表面特

征等因素，间接测验则比直接测验成绩来得更加敏

感。

(）在年龄因素上，直接测验与间接测验的实验

性分离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外显记忆会随

着个体发育逐渐提高、稳定，最终又会随着自然老化

过程而逐渐衰退，但是内隐记忆却似乎始终保持稳

定。,-./-012 和 F:>-:G50-.（(D%&）认为在婴儿出现任

何类似于描述性外显记忆的表现之前，很早就已经

表现出记忆机能了；H/2B5< 和 ,021101（(D%%）用图片启

动任务测试了从 ) 岁到 !" 岁的被试，发现无论测验

安排在记忆阶段后的一小时还是两星期，都没有出

现年龄差异［+］；3211<I/J6 和 32/4（(D%D）以 ) K + 岁

儿童为被试，发现在这一年龄阶段内隐记忆没有年

龄差别，而外显记忆（回忆测验）成绩却随着年龄显

著提升［#］。!）在智力因素上，直接测验与间接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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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分离。研究者（!""#$ %& ’" (，
)*+*；,’&- . !""#$，)**)）对不同 /0 水平的被试施以

空间位置内隐记忆测验，结果发现在一般智力障碍

（/0 1 22）被试和正常智力被试之间并没有成绩差

异，但是在严重智力障碍（/0 3 22）和一般智力被试

之间发现了差别［4］；,5#6$78 9 :;<’"%、=%>%668、,#&&"%5
和 ?#">%5@’6（ABBC）经过多年来的实验研究最后提

出：尽管内隐记忆并非完全独立于 /0（很可能是由

于造成 /0 低下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或者包括较严

重的与内隐记忆有关的脑损伤），但较之于外显记

忆，内隐记忆和 /0 的关系实在不算密切［+］。C）在注

意因素上，D’57#6 等（)**B）发现分心任务严重削弱

回忆和再认成绩（直接测验），却对启动效应（间接测

验）衡量的内隐记忆没有影响。E）在加工水平因素

上，F’;GH8 和 =’""’$（)*+)）要求被试分别进行精细加

工（如回答目标词的含义）和非精细加工（如判断词

是否包含某个特定字母），结果发现精细加工任务比

非精细加工任务的再认成绩好，而内隐记忆的任务

则不受加工类型的影响［*］。与此类似，?;I’;&%5 和

:;J"866（)*+*）发现自由联想测验在各种不同类型

的学习任务中表现稳定，而线索回忆测验成绩则有

很大的波动。

与前面各因素不同的是，在感觉通道和刺激表

面特征等因素上，内隐记忆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而

外显记忆却没有此类特征。F’;GH8 和 =’""’$（)*+)）

发现，如果刺激在学习阶段呈现在视觉通道，而在测

验阶段呈现在听觉通道，启动效应就会受到妨碍，但

外显任务却没有受到影响。此外，K’$$#""、?@#&I 和

:’;L%GM（)*+*），J5’N、?I#@’@O5’ 和 ?PO#5%（)*+2），

QG%M#R%5 和 K"’S&G6（)*+4），QG%M#R%5 和 T%"MG6（)*+4）

也发现随着学习 9 测验阶段的形式改变，词干补全

任务中的启动效应受到很大的削弱，而回忆和再认

的成绩则不受影响［)B］。

总之，人们从遗忘症患者的间接测验表现中发

现了内隐记忆现象，而针对正常被试的大量任务分

离实验，则使一种新的无意识记忆系统正式进入研

究者的视野，并对内隐记忆的特征表现作了描述。

) (A 内隐记忆理论内涵的探索和丰富

内隐记忆为人们打开了走向无意识的记忆机能

的大门，伴随着任务分离实验范式的发展成熟，人类

的无意识记忆系统开始被研究者关注。

研究者对内隐记忆的探索主线似乎离不开对内

隐记忆现象的两种理论解释的争论：系统说的支持

者认为任务分离实验结果意味着内隐记忆和外显记

忆是相互独立的记忆系统；加工说的提出者则认为

内隐记忆并非一个新系统，而是和外显记忆一样来

自同一个记忆系统的工作，只是两者的认知加工过

程不同。例如 UO">#6R（)*+C）提出的语义记忆和情节

记忆分类、VGI%6 和 ?PO#5%（)*+B）提出的陈述性记忆

和程序性记忆分类等，实际上都属于系统说的范

畴［))］；而诸如 QG%M#R%5 和 :;=%5@G&&（)**C）提出的概

念驱动加工和数据驱动加工［)A］、F’;GH8（)**)）提出

的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等［)C］，则是属于加工说的样

例。不同于内隐记忆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者的初

衷在于关注内隐记忆是否存在的事实；在第二阶段

的研究中，不论是持系统说还是加工说，研究者们都

已经不再质疑内隐记忆现象存在与否，而是试图深

入回答“内隐记忆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理论问题。

系统说和加工说的理论争鸣，促进了内隐记忆

领域众多新思路和新方法的提出，为内隐记忆研究

不断走向深入提供着源源动力。例如 FG;GH8（)**)）

发明的加工分离程序（D5G;%$$ =#$$G;#’&#G6 D5G;%MO5%，
D=D）。这一精巧的认知模型可以量化估计一个记

忆任务中意识成分和无意识成分的相对贡献。尽管

它本身无法彻底证明 FG;GH8 本人所持的加工说观

点，但却提供了一个解决内隐记忆中测验纯净性难

题的思考方向，这一贡献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

纯就系统说和加工说孰优孰劣进行争论的层面。再

如 QG%M#R%5 对间接测验任务的认知加工特点进行考

察，做出了概念驱动和数据驱动的区分，其本意在于

支持他对于内隐记忆是迁移恰当加工（U5’6$NG5@ WXY
X5GX5#’&%M D5G;%$$，UWD）结果的观点，实际上又超越

了两大理论流派的争辩，促使研究者深入思考“目前

被称为内隐记忆的这种东西（不管它是一个系统还

是一种加工过程）能否继续细分”这样的问题。

纵观整个内隐记忆理论内涵的探索丰富阶段，

系统说和加工说之争并未能最终分出胜负，事实上

已经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争论或许永远不会有结果。

这是由于：两种理论观点本身其实并非截然对立，在

“系统”和“加工”之间存在着广大的模糊区域，甚至

无法分辨其中区别，人们只不过一方面用不同的任

务表现来区分记忆系统，一方面又用不同的内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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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来解释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任务表现。因

此，不同的记忆系统和不同的记忆加工，似乎更可能

是对同一种客观事实从不同角度所作出的描述罢

了。

近年来的内隐记忆研究，已经逐渐趋向于从更

深入和细致的层面设计实证研究，暂时搁置对某种

囊括一切的“大理论”的野心，转而关心如何对各种

内隐记忆现象作进一步分类，并试图针对每一种细

分的内隐记忆现象发展出细致的、量化的模型。接

下来笔者将提到，正是这种走向细化的实证研究积

累，使得内隐记忆研究中可能再次引发理论上的突

破。

! 内隐记忆研究领域的细分

当下的内隐记忆研究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特点：

一方面，有关学习和记忆过程中的无意识机制的实

验研究层出不穷，各种间接测验或启动任务在每一

本专业期刊上都占据了不少篇幅，这表明内隐记忆

研究从上世纪 "# 年代掀起的热潮依然方兴未艾，并

已经开辟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笼

统地将“内隐记忆”作为文章标题的实验报告却日渐

稀少，取而代之以各种更加准确的细分任务或研究

范式的名称，例如“物体识别的视知觉启动”、“单词

辨别的长时程重复启动”等，这一动向又说明了内隐

记忆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已经在短短二十年的时

间内将内隐记忆从本来的大片空白改造成了一些与

传统外显记忆研究不相上下的大量细分课题。研究

者已经不满足于笼统地将一大类现象简单称为“内

隐记忆”，他们希望能回答如下的问题：被称为内隐

记忆的人类记忆现象，是否是恰如此前发现的记忆

是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合集一样，由多个子类组

成？如果内隐记忆确实可以继续细分，那么每一项

子类又各自有怎样的特色？它们的无意识机制是否

也有区别⋯⋯

! $% 内隐记忆的传统内涵

提出以上问题的动因至少一部分来自于对传统

内隐记忆内涵的重新解析。传统上，内隐记忆的操

作定义是和特定的任务情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

&’()’*+,（%-".）认为内隐记忆表现为“先前经验易化

了当前的任务操作，而该任务又不需要对先前经验

的有意提取”；/’0+,12,*（!###）给出的较近期的定义

中，内隐记忆是“在没有有意提取情况下的记忆显

现”［%3］。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到内隐记忆的基本

内涵就在于它是无意识的提取，是某种不通过有意

识的回溯或通达而表现出的“记忆功能”。

从这样的基本内涵出发，回顾过去 !# 年的内隐

记忆研究，就会发现：相对于可以被精确列举的内隐

记忆实验范式，内隐记忆的基本内涵却显得过于模

糊了。42+567+,（!##8）举例说，人们可以轻易找到无

数“缺乏有意提取情况下先前经验对当前任务的影

响”，但显然并不能归入内隐记忆研究的范畴。比如

人类的免疫系统可以识别出曾经感染过的病菌———

这种“先前经验”也对当前任务（机体对病毒的反应）

产生影响，而且显然不涉及任何对前次患病经历的

有意识回溯［%9］。因此，内隐记忆概念的内涵亟需得

到重构和丰富，以使得这个潜在的理论问题不至于

成为迅速发展着的内隐记忆研究的阻碍。

对于上述理论问题，已经有文章指出（李林、杨

治良，!##3），内隐记忆传统定义内涵的模糊，其实是

由于“记忆”这个上位概念从 :;<=6>7 开始就被赋予

一个过分宽大的外延［%?］。

所以，试图自上而下地在理论上直接用“无意

识”概念加上“记忆”概念直接推导出“内隐记忆”的

恰当概念，自然存在困难。而另一条准确理解内隐

记忆内涵的途径，则是自下而上地从各种实验任务

和研究范式出发，从各个角度完善人们对“内隐记忆

是什么”的理解。而这第二条途径，就要求人们对内

隐记忆的细分现象进行研究，并为各种典型实验任

务发展出不同的理论解释框架。

! $! 内隐记忆研究的细分

随着内隐记忆研究的细分，人们发现以往被认

为可以用同一种机制解释的内隐记忆现象，实际上

并不相同。这种任务细分的趋势从 42+567+, 提出的

迁移 恰 当 加 工 理 论（:,)>@A+, BCC,2C,6)*+ D,2’+@@，

:BD）开始就初现端倪，按照 42+567+, 的分类，词干补

笔这样的数据驱动任务和以一般知识问题为代表的

概念驱动任务是不同的，尽管它们都能反映内隐记

忆现象，但其内部机制大相径庭。如果 :BD 的这种

任务分类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即使同样采用 D0D 方

法，都可以在词干补笔和一般知识问题这两种任务

中各自区分出自动加工成分，但是这被区分出来的

两种自动加工成分也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前者更

可能是基于知觉熟悉性的自动提取过程，而后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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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多地基于语义熟悉性。

在 !"#$%&’( 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对重复启动

任务的理论解释，研究者很难同时解释抽象类别启

动（比如看见一架立式钢琴或三角钢琴的图片都会

启动整个“钢琴”类别）和具体范例启动（比如看到一

架立式钢琴图片会易化对同一架钢琴而不是三角钢

琴或类似立式钢琴图片的反应）［)*］。于是研究者必

须假设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映射过程（+,$-#".- ."-’/
0%#1 2"33450 6 78’23&"# $3’.494. 2"33450）。在其他许

多内隐记忆领域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趋势：

首先是原先统称为内隐记忆的种种任务，被发现其

实各不相同———而且是在内部机制上的不同，比如

:45%$;4-"（<==)）对记忆阻断的研究发现，这一间接测

验受到注意分散的影响模式类似于再认任务，由此

引发了对内隐记忆是否应该继续细分为多种机制提

出了看法［)>］。其次是在同一种内隐记忆任务中，甚

至也需要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该任务在不同条件

下的表现，前面提到有关类别映射和范例映射两种

独立过程的区分就是一例，又比如同样还是针对知

觉重复启动现象，长时启动和短时启动并没有共享

同一种理论解释模型：?.;%%&’# 等（<==)）提出的 @7/
!A 模型可以对前者做出解释，而后者却与 BC,’# 等

（<==)）提出的 @DE?7 模型吻合［)F，<=］。

G 内隐记忆研究展望

经过 <= 年的研究历程，内隐记忆对于认知心理

学研究者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它依然魅力

不减，继续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人们已经确

信记忆中无意识过程的存在，研究者更多地是需要

理解内隐记忆的具体运行机制，并设计出精确的、有

针对性的理论或模型。在所有这些努力中，一方面

内隐记忆的各种细分机制得到了讨论；另一方面也

启发人们去重新架构内隐记忆，乃至于整个记忆过

程的理论解释。而后者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它体现

出内隐记忆研究对于整个认知心理学理论体系的深

化发展所能提供的贡献。

G H) 内隐记忆理论的革新要求

如前所述，IC&J450（)F>G）将记忆宽泛地定义为

“能在一定时间后显现的刺激后效（"9-’# K ’99’.-$）”。

这个定义本身是十分模糊的，随着内隐记忆理论思

考和实证研究的发展，内隐记忆开始要求上位概念

的重新诠释。

固然曾有研究者提出，要严格地从系统功能的

目的性来界定记忆，即记忆应该仅仅指那些本身目

的即在于“知晓过去”的系统，而不是将“记忆功能”

作为副产品的其他系统。这种简单化处理只能带来

更大的问题：所谓系统本身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

是无法被准确描述的，于是这种观点就成为“记忆就

是记忆”（!’2%#1 4$ 2’2%#1 4$ 2’2%#1）这一古老的同

义反复。

在 L;4--&’$’" 等 人（L;4--&’$’" 6 M’,%’，<===；

L;4--&’$$’"，<==<；L;4--&’$’" 6 L4&&4"2$，<===）的工

作中，似乎可以隐约发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的端

倪［<) K <G］。在其文章中，L;4--&’$’" 提出了一个有趣

的观点：记忆之所以被理解成一个以“回忆或知道”

（#’2’2,’# "5N (5%O450）为基本功能的系统，其实很

可能是所有人（包括心理学家）主观上的一个误会。

L;4--&’$’" 引用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4--0’5$-’45）的

论述：古人之所以总以为太阳围绕着地球运动，是因

为他们认为太阳的“目的”或“功能”就是为大地提供

光和热———但这其实根本不是太阳的本质特征，人

们只是想当然地把那些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部分，

错判为太阳实际上的情形。L;4--&’$’" 认为，所谓记

忆系统的本质其实也不应该是回忆过去或者知晓以

往，尽管回忆功能看起来对人们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记忆系统的基本功能在于“将刺激环境组织成为心

理模型”，而不论外显或内隐的测验任务，都是这一

基本功能的不同形式的产品。

在 L;4--&’$’" 提出的 ?P+Q7 模型中，记忆的间

接测验和直接测验都可以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记

忆被分为连续的心理事件以及此后对该事件的主观

评价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的差别导致了回忆任

务和分类任务的区别，而后一阶段的差异则产生了

有意识地利用过去经验，或是无意识地受到经验影

响这些内隐、外显的差别。L;4--&’$’" 试图重新回到

一种统一的对记忆现象的理解———不仅仅是对内隐

记忆，而是重新解释整个人类记忆系统的运作。在

这种理论框架下，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都将被赋予

新的内涵，当然也就解决了此前提及的内隐记忆遭

遇的 挑 战。无 独 有 偶，除 了 在 认 知 机 制 层 面 的

?P+Q7 模型以外，一些研究者基于神经网络模型对

学习和记忆任务的分析，实际上也在做着类似的工

作。

R 心理学探新 <==R 年



! "# 内隐记忆的方法学进展———神经网络模型

另一个可能帮助内隐记忆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

方向，是联结主义的内隐记忆研究，也就是通过建构

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来探索内隐记忆的底层机制。

神经网络模型借鉴了神经系统的基本工作原

理，在一个预先设定的固定层数、固定神经元数量、

固定联结形式的模型中，应用简单的权重变化规则，

对模型进行训练，并尽可能拟合真实被试的表现。

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采用了不同于认知层面

研究的切入角度，它们并不特别关心一个任务属于

内隐记忆还是外显记忆，而是考虑表面上各不相同

的任务是否能用同样的一套规则进行解释。这一研

究取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弥补了当前研究者对内

隐记忆进行细化分类研究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即：

所有不同种类的内隐记忆任务的共性在哪里？它们

共享了怎样的深层机制？如果这一问题无法得到有

效回答，那么内隐记忆研究在走向细化和深化的同

时，其作为统一的科学概念的基础就面临着挑战。

比如 $%&’( 和 )*+,-（#../）建立了一个简单循

环网络（012&3, 4,5%66,-’ 7,’8*69，047）模型，在这个

神经网络模型中，包括 :. 个神经元的输入层，:. 个

神经元的隐藏层，:. 个神经元的环境层，和 /. 个神

经元的输出层［#;］。屏幕上的数字串被输入层表征，

传递到隐藏层；隐藏层向环境层传递信息，并且又接

受来自环境层反馈；然后隐藏层依次传递 : 个输出

值到输出层。在 $%&’( 和 )*+,- 的研究中，这一模型

可以同时很好地拟合真实被试在数字输入任务中技

能学习和重复启动的实际数据。这一结果为某种可

能的跨任务共享的底层机制，提供了联结主义模型

水平的支持。

随着新的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不断增加，

人们将有可能会逐一找到不同内隐记忆任务，甚至

是各种学习和记忆任务（包括外显记忆、内隐学习

等）所对应的联结主义模型。如果这些量化模型中

的某些在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类似的特征，那么人们

就可能较有信心地将它们归入同一类认知加工过

程。按照这样的程序，人们可能回答有关内隐记忆

的一些难题：它确实是一类记忆吗？它反映了哪种

独特的认知加工，或认知加工的特征？

; 小结

在内隐记忆提出后的 #. 年间，对其进行的实验

研究和理论阐释不断进步，由此也引发了对这一概

念及其所描述的现象本身的深层思考。不断深入的

研究促使内隐记忆的理论内涵从模糊粗放走向清晰

细化。内隐记忆的研究的深化，甚至促使人们超越

内隐记忆的理论框架，在更高的层面上要求对整个

记忆理论进行革新———建立一个能够妥善容纳记忆

的意识过程和无意识过程的完整理论体系。

目前已经有过一些研究者的努力，诸如对记忆

本质的重新定位，或从联结主义角度探讨内隐记忆

的机制等，都是大有可为的方向。可以想象：如果人

们最终能够建立对学习和记忆现象的完整的理论理

解，那么内隐记忆将会在人类学习与记忆过程这一

清晰的背景上确定自己的位置，并成为学习和记忆

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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