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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传体记忆一直以来都是记忆研究领域的热点 ,它与人的认知、情绪、人格、社

会性发展等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该综述对近年来自传体记忆研究的一些进展做了

回顾 ,总结了自传体记忆的内容界定、研究方法及其发生发展和影响因素等方面新的

研究成果 ,提出目前在这一领域研究上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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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 which is closely tied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on ,emotion ,

personality and sociality of human beings , has long been a“hotspot”in the field of the research on memory. The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evolvement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 summarizes some new results of the researches ,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s content ,its origin and factors working o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existing in current researches and makes some expect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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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传体记忆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是个体对

过去特定情境中有关自我信息的记忆 ,是个体在特

定时刻经历的重现[1 ] 。自传体记忆是人类记忆的

一种主要形式之一 ,它不仅涉及了我们的过去 ,还

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以及与他人形成人际联系。

对儿童而言 ,自传体记忆的发展是其外显记忆发展

的重要标志。

当前西方对自传体记忆的研究集中在自传体

记忆的出现时间 ,早期事件记忆的发展 ,影响自传

体记忆的因素 ,自传体记忆与儿童语言、认知和社

会性发展的关系 ,自传体记忆研究方法以及自传体

记忆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等领域。国内近年来在这

一方面的研究较少 ,本文主要介绍国外关于自传体

记忆研究的一些进展和新发现。

1 　自传体记忆的内容界定

自传体记忆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它涵盖了所

有个体经历的一般或特殊生活事件 ,其结构也因此

变得相当复杂 ,从 80 年代至今 ,研究者从各个角度

试图对自传体记忆的内容进行划分和界定。

Barsalou (1985)从记忆事件的不同性质来界定 ,

认为自传体记忆包含有关自我的信息 ,情绪记忆和

事件记忆 ,其中事件记忆还有三个组成部分 :特殊

事件记忆 ,一般事件记忆和生活历史[2 ] 。有关自我

的信息主要指描述个人的信息 ;情绪记忆则不仅是

人对情绪体验的记忆 ,还有助于人控制自己的情

绪 ;事件记忆的二个方面是一种层级结构 ,发生在

个体身上的特殊事件随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入一般

事件的情节 (script)中 ,最后由这些一般事件构成了

一个人的生活历史。

Tulving(2002) 则从更抽象的层面进行界定 ,他

对自传体记忆的理解是相对于语义记忆而言的 ,人

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除语义记忆外全都可被视为

自传体记忆。Tulving 用了一个时间行程的比喻来

《中国特殊教育》2005 年第 9 期 (总第 63 期)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Monthly)
No. 9 ,2005 (Serial No. 63)



解释自传体记忆[3 ]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随时间推移

向前运动发展的 ,而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点就

是可以对时间行程进行回溯 ,这就构成了人特有的

自传体记忆。

Conway(2000)等将自传体记忆看成一个独立动

态系统 ,提出了新的自传体记忆的模型 ———自我记

忆系统 (SMS) 。SMS 包含了自传式的知识基础 (an

autobiographical knowledge base)和工作记忆的现实目

标 (current goals of the working self) 。在 SMS 中 ,自传

体记忆被看作是由基本的知识基础激发的一个动

态的结构 ,是知识基础和被激活的工作记忆目标子

集共同作用下的一种激活模式[4 ] 。这个模型的提

出 ,打破了之前对自传体记忆的静态描述 ,将自传

体记忆看作是一个动态过程。而前面的研究者提

及的种种记忆内容在 Conway 看来是自传式知识基

础的内容 ,包括一生各时期的信息 ,一般事件和特

殊事件。

可见 ,不同研究者对自传体记忆内容的界定和

分类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从静态到动态 ,从功能到

形式 ,不同划分方式有重叠和交叉。这种差异也使

得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变得复杂 ,难以形成统一的范

式。但研究者比较认同的一点是将自传体记忆视

为对包含了一定的情境和个人经历的具体事件的

记忆。目前的研究也较多的侧重于通过对儿童个

人经历的具体事件进行测查来研究自传体记忆。

2 　自传体记忆研究的主要方法

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与传统的记忆研究有着很

大的区别。在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中 ,不出现任何刺

激事件 ,被测量的记忆事件都是发生在久远以前的

事件 ,并且通常难以为实验者所控制。自传体记忆

的精确性也难以衡量 ,因为自传体记忆通常受到人

的主观解释、偏见或者遗忘的影响。因此 ,自传体

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事件发生的年代 ( the

age) 、形象化程度 (vividness) 、事件细节 (detail) 、情绪

紧张度 (emotional intensity) 等的记忆的探查 ,以及考

察不同的人群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

对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主要有言语和非言语两

种手段。言语形式的研究手段一般就是常用的访

谈法 ,对象主要是成人和已掌握语言的儿童。主要

研究方法有 :目标事件回忆法、日记技术以及线索

词技术。目标事件回忆法是对特殊事件或者是人

的一生中某个界限明确的阶段进行回忆。采用这

种方法进行回忆的事件一般都是一个人的经历中

较为突出的事件。对这些目标事件的确证主要来

自公共资料的记载或对家人进行访谈。对自传体

记忆准确性的评估会受到这些确证信息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的限制。

相对于目标事件回忆法 ,日记技术对回忆事件

的取样范围更宽广 ,可以包括一般普通事件和特殊

事件。被试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连续性记

录可用于对自传体记忆进行考察。由于这些事件

都被记录了下来 ,并且有它们发生的时间 ,事件更

容易得到确认 ,因此研究者可以对自传体记忆的准

确性做更为可靠的评估。

线索词技术是指向被试呈现一些线索词语 ,要

求被试回忆与每个词语相关联的事件 ,对其进行简

单的描述并作出时间定位 ,以此来探测被试的自传

体记忆。这种方法可以评估自传体记忆的提取功

能 ,以及个人的情景记忆在整个人生经历中的分布

状况。

非言语形式主要用于考察婴幼儿的自传体记

忆 ,例如鲍尔等人发明的“系列动作诱发模仿技

术”,就是用道具演示某一事件 ,让儿童通过模仿来

再现那一事件。现在 ,研究者对非言语方法进行了

更积极的探究 ,设计了更多的非言语方法 ,如 :习惯

化 ,视觉配对比较 ,动作训练 ,延缓模仿等。

3 　自传体记忆研究的新进展

3. 1 　关于自传体记忆出现的年龄段问题 (即自传体

记忆的发生问题)

对自传体记忆的发生问题一直是一个争执不

下的焦点问题。人类究竟在何时开始对个人经历

的事件有了记忆 ? 如何解释这种年幼时期的“记忆

缺失”现象 ?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引出了一个概念

“婴儿期的记忆缺失症”(infantileamnesia) 。

一直以来 ,婴儿期的记忆缺失症被定义为人们

对特定的年龄之前 (一般为 3 —5 岁) 发生的早期生

活事件无法进行回忆的现象[5 ] 。这个概念似乎表

明了早期生活事件是以一种“全”或“无”的形式进

入记忆的。而实际上 ,诸多研究已显示 ,早期的记

忆是更富“弹性”的 ,人们对年幼时期的记忆受很多

因素的影响 ,因而并没有一个很固定的记忆出现的

时间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赞同 ,在由婴儿期向学

前期的过渡中 ,儿童记忆系统的发展是连续的而非

间断的。Rubin (2000)从相关的研究中抽取了 11000

多例成人的自传体回忆进行调查发现 ,不仅 3 —5 岁

阶段回忆出现预期中的加速度增长曲线 ,1 —2 岁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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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也显示出了记忆量的增加[6 ] 。因此 ,只能说年龄

越小的儿童记忆相对困难一些 ,但决不是说记忆在

一个特定的年龄段以前被完全的切断了。此外 ,早

期记忆出现的年龄个体差异还与一些独立于基本

记忆技能的因素相关 ,如种族 ,性别 ,出生顺序 ,事

件内容等。

West 与 Bauer (1999) 给出了另一种婴儿期的记

忆缺失症的定义 ,将其看作是成人对发生在 4 岁生

日以前的事情保存在自传体记忆中相对只有极小

量的现象[7 ] 。Fivush 进一步指出 ,把这种现象视为

一个必经的过程更合适 ,而不是一种障碍。这里指

的是它们不仅在回忆的数量上较少 ,而且回忆的时

间较短 ,内容也更零碎。

对婴儿期的记忆缺失症已有的解释有 :神经生

理上的成熟 ;记忆编码和存储的处理过程 ;语言能

力的发展 ;儿童关注的事物特性的转变 ;知识结构

或对事件理解的改变 ;以及缺乏关于早期记忆的一

种叙述性或类似故事的结构。目前一些新的研究

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社会交流 ,儿童自我概念的

发展和元认知技能的发展上。该现象有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而产生 ,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还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要证明。

3. 2 　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因素

3. 2. 1 　内在机制

对自传体记忆机制的探讨曾把焦点放在自我

图式和生活脚本上 ,而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

注认知自我的出现对自传体记忆产生的影响。作

为存贮有关自我信息的自传体记忆 ,具有自我特征

的知识系统就成为自传体记忆存在的重要标准。

Howe 与 Courage (2002)发现 ,2 岁末以视觉自我

再认为标志的“认知自我”的出现是自传体记忆的

基础[8 ] 。早期的自传体记忆在积累过程中从 2 岁

起受到的限制逐渐减少 ,这种显现与儿童信息存储

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

对特殊儿童的研究也发现 ,特殊儿童自传体记

忆的出现与年龄没有直接的相关 ,但与认知自我出

现的时间却存在密切关系[9 ] 。

认知自我的出现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自我再认 ,

还涉及更为复杂的社会认知发展。认知的自我不

仅是一种知识的增加和一定的意识水平的反映 ,更

是一系列相关联认知发展的部分 (如 ,语言 ,象征游

戏 ,计划 ,客体永久性等) ,这些发展使得幼儿可以

同时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表征 ,且可以进行自我

评价和修正 ,在此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发展 ,

自传体记忆便是其中之一[10 ] 。

3. 2. 2 　外部影响

第一 ,父母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 ,父母对过

去事件的描述方式会影响儿童自传体记忆的能力

发展。父母以详细、高精确度的方式描述过去的事

件 ,且在讲述过程中提出一些包含新信息的问题 ,

对儿童的回答进行丰富和补充 ,那么他们的孩子以

后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也比较详细精确[11 ] 。

Lewis (2000)测查了 16 位有 2 个孩子 (一个 3 —5

岁儿子和一个 3 —5 岁女儿)的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关

于记忆的对话 ,发现母亲对不同年龄的儿童使用同

样详细的叙述方式 ,但对年幼孩子的复述较多。不

同于前人研究的是 :Lewis 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教养方

式与儿童性别无关 ,女孩在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中也

没有比男孩表现更好。但是母亲教养方式与儿童

的气质有关 ,儿童的活动性水平和接近 —退缩 (社

会性)与母亲在谈话中的重复和评价的数量呈负相

关[12 ] 。

Haden 等人 (2002)证实了母亲在儿童 40 个月时

对过去事件描述性评价可以预测出儿童在 70 个月

时对过去事件的独立描述情况 ,而父亲的描述则没

有这样的预测效果。作为主要照顾者的母亲在促

进儿童的回忆中比作为次要照顾者的父亲起着更

重要的作用。且母亲的回忆方式具有跨时间和跨

情境 (参与的过去事件与非参与的过去事件) 的一

致性[13 ] 。

第二 ,依恋的影响。早期依恋关系也是影响母

亲的回忆方式和儿童自传体记忆的一个潜在因素。

安全型依恋关系往往导致母亲的叙述方式更精细

化。对于与早期依恋特征相关的重要事件 ,母亲的

精确化叙述有助于儿童形成内在的依恋关系运作

模型 ,进而形成内在的自我运作模型[14 ] 。因此 ,安

全型依恋的儿童被预测拥有更丰富的记忆内容。

第三 ,事件特征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初步发

现 ,高情绪强度和对个人意义重大的事件可以激发

出详细的、高回忆度的且相对不易遗忘的自传体记

忆。这些记忆为进一步的社会交互作用和动态的

自我概念的保持奠定基础 ,并且在概念意义的表征

中起更为广泛的作用。相反 ,对于常规和经常重复

的低情绪唤醒的日常事件的自传体记忆在记忆表

征中并不详细[15 ] 。

第四 ,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背景也是外部影

响的一个方面 ,但相对于前面提及的各种外部因

素 ,它的影响是宏观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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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等人 (1998) 对中国、美国和韩国进行了自

传体记忆和故事回忆的测查发现相对于亚裔儿童 ,

美国儿童在回忆时更多地提及特殊事件 ,对事件的

描述性也更强 ;回忆时更多地涉及个人的内部状

态 ,诸如情绪 ,喜好等 ;相对于他人 ,美国儿童更多

地提及自己。亚裔儿童的自传体记忆表现出了年

龄差异 ,而美国儿童则表现出性别差异。故事回忆

的成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基本无差异[16 ] 。这说明

文化差异的影响主要是在进入自传体记忆的事件

内容上体现出来。

Qi Wang(2001) 对中美母亲与儿童关于共同经

历的情感性事件的交谈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

现 ,美国的亲子交谈呈现出一种“情感一解释”风

格 ,母亲和孩子对特定情绪的产生做了详细的原因

解释 ;中国的亲子交谈则呈现出“情感 —批评”风

格 ,母亲更多的关注塑造儿童的良好行为 ,而对情

绪本身解释很少。较中国的亲子交谈而言 ,美国的

亲子交谈更倾向于以个人主题为中心 ,更加详细精

确 ,更注重孩子的作用和偏好。情绪性知识的获得

成为导致中美儿童最早的童年期记忆出现的时间

和内容差异的主要原因 ,并且也是一种自传体记忆

出现的解释性机制[17 ] 。

另一项中美比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自传体记

忆的跨文化研究 ,探究了造成中美儿童自传体记忆

的差异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受一

种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文化影响 ,更多的关注社会

环境 ,以及自己和他们的需要和行为。研究结果也

证实 ,中国人对可见行为 (公众行为) 的记忆要好于

美国人 ,且发现相比于在相互独立的文化中的人们

而言 ,在相互依赖的文化里的人们存储了更为详细

的对一般行为的表征。而且不同的文化规范可能

会鼓励人们重复不同的记忆信息 ,这些都造成了不

同文化背景下人们自传体记忆的区别[18 ] 。当然在

相互依赖和相互独立的文化下人们自传体记忆组

织的区别可能不仅在于对自己和他人可见行为的

认知上的差异 ,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与考

察。

3. 3 　解释自传体记忆发展的有关理论主张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足于孤立地对各种影

响因素进行探讨 ,而是试图提出理论模型 ,将影响

自传体记忆发展的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来解释自

传体记忆的发展。整合的理论模型成为自传体记

忆研究的新趋向。

Melissa 等人 (1995)提出了自传体记忆发展的整

合模型 ,强调影响自传体记忆发展的三种基本因

素 :儿童元认知能力 ,父母叙事的社会性结构 ,自我

概念的发展[19 ] 。

Howe 与 Courage (1997) 提出的一种理论框架整

合了自传体记忆与其他早期发展 ,如动作、言语发

展、概念形成等 ,认为自传体记忆的形成和早期发

展不需要专门的神经机制和多重记忆机制的支持 ,

而是相关领域 (包括驱动一般记忆功能领域) 发展

的结果[20 ] 。

Reese(2002) 的研究检验了社会 ,认知 ,言语因

素对 2 —2. 5 岁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同时性影响[21 ] ,

发现除了自我认知 ,所有其他变量都独立的起作

用 ,儿童自我认知则通过与母亲教养方式的联系间

接地影响儿童的自传体记忆。那些拥有较强的语

言能力 ,安全型依恋 ,对参与回忆性谈话表现出高

兴趣以及母亲在叙述过去事件时采用精细化方式

的儿童在实验中对母亲报告出更多的记忆信息。

因此 ,社会 ,言语与认知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

儿童自传体记忆系统的形成。目前这个研究还在

继续 ,主要是对 3. 5 岁后的样本做追踪研究 ,以期探

查儿童心理理论和延伸的自我发展对自传体记忆

的影响作用。

4 　不足与展望

自传体记忆一直是外显记忆的一个重要研究

部分 ,几十年来各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也得

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结果。但可以看到新的关于

自传体记忆的模型不断被提出来 ,我们对自传体记

忆的了解仍在探索阶段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方法

上难以突破。自传体记忆的个体差异很大 ,影响因

素多 ,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 ,对变量难以

进行控制。目前对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大多采用访

谈或问卷的形式 ,实验室研究很少 ,这也影响结论

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使得大多数的研究结果仍停留

在描述性的水平 ,而解释性较差。

尽管如此 ,新的模型新的研究方法又为我们带

来了新的课题 ,最早与记忆相关的动作是在何时出

现的 ? 自传体记忆能保持多久 ? 与记忆相关的行

为是否对智商有预测作用 ? 自传体记忆与成人各

种记忆成分的关系是怎样的 ? 各种影响自传体记

忆的因素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 自传体记忆对

儿童认知 ,情绪和社会性的发展起着怎么样的作

用 ? 自传体记忆与精神疾病有何联系 ? ⋯⋯这些

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此外 ,自传体记忆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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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础也是目前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 ,哪个脑

区主管自传体记忆 ? 特定的脑区专门负责自传体

记忆还是有几个脑区共同负责 ? 如果是多个脑区

共同作用 ,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何关联 ? 从发展心理

学角度讲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自传体记忆又表现

出怎样的年龄发展趋势 ,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深入探

讨的问题。

对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行为层面 ,

我们要进一步探究记忆机制的问题 ,以便更全面更

深入地来认识自传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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