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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艾宾浩斯 记忆实验心理学研 究整整一个世纪 了
。

本丈简溯并试评记忆脑

机制研究的 简史
,

特别是本世纪 内的 两场学术辩论及代表假说
。

有关心与脑的争论

古希腊公元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亚里斯多德
,

认为心脏至高无上
,

而脑是无关紧要的

凉血器官
。

然而
, 。

同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

希波克拉底则 明确指出 脑是人体中最重要

的器官
, ,

思维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脏
。

二者的学术见解针锋相对
。

由于 中世纪文明的进步
,

医学事业及大脑解剖技术的发展
,

有关心与脑的争论日益明

朗化
。

年
,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所著
《

西国纪法
》

一书中
,

始见 明确记载了西方国家已

流行
“

脑是记忆的器官
”

这一科学见解帕
。

研究者对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
。

年
,

威廉斯的专著
《

大脑 解 剖
》

问世
。

十八

世纪末 加尔首先提 出脑定位的概念
,

迄今二百来年了
。

这期间
,

争论反复了 多 次
。

到十

九世纪中叶茄
“

布洛卡语言中枢
”

的发现与证实
,

以及现在已列入教科书的
“

大 脑 功能定位

图谱
”
帕

,

证明作为智能器官的脑
,

确实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解剖与功能器官
。

反射论与整合说之争

年
,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 艾宾浩斯的专著
《

记忆
》

一书出版印
,

标志着探索记忆实

验心理学研究方向的真正确立
。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苏 俄 美两国出现了记忆脑

机制实验研究的高潮
。

苏联以 巴甫洛夫为代表 包括先驱谢切诺夫
,

代表理论是

条件反射学说那是本世纪三十年代记忆脑机制学术辩论中的一个营垒
。

辩论的另一方的

代表人物是著名心理学家
、

三十年代美 国心理学会主席 拉希莱
,

代表理论是他的整

合学说
。

双方矛盾 日益尖锐
,

最后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

这场辩论的挑起者是拉 希 莱
。

当时

他以会长的名义向第 届国际心理学代表大会发表了一篇题为
“

行为的基本神经机制
”

的

木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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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
,

后来刊于
《

心理学评论
》 。

文中
,

他集中火力攻击巴甫洛夫的反 射 理 论帕
,

巴甫洛夫

立即还击
,

为了捍卫 自己的学说
,

明确提出了反射论三原理
,

于同年的
“

心理 学 评论
》

上发

表了巴氏的
“

生理学者对心理学者的答案
”

一文
。

其实
,

反射概念的提出
,

可以追溯到 牙年法国的笛卡尔
,

他认为 机体活动系由外

界刺激所引起的必然反应
,

这种
“

束臼激一反应
”

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因果关系
。

那么
,

何以联

系两者 十九世纪
,

谢切诺夫精心研究过
“

大脑反射
” ,

他从中枢抑制现象入手
,

阐

明了脑是心理活动 的物质器官
,

心理活动的本质也是反射活动
,

是大脑的反射活动
。

巴甫洛夫继承 了谢切诺夫的概念和研究成果
,

以 及著名俄国医学 家 波 特金 的
“

神经

论
”

思想
。

他从
“

心理性唾液分泌
”

现象入手
,

终于在  年西班牙首都举行的国际性医学

会议上所作的题为
“

动物实验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
”

的报告中
,

明确提 出
“

条件反射
”

的概

念
,

最后
,

提出了系统的
“

高级神经活学说
” ,

为生理心理学研究揭开了新的 篇 章
,

成了
“

科

学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

有机体固有的反射叫
“

无条件反射
” ,

机体先后通过学习训练获得的
、

有条件 性 的
、

暂

时性的经验即条件反射
。

条件反射可以保持与再现
,

这就是记忆
,

即痕迹作用
。

与巴甫洛

夫提出条件反射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同时
,

美国行为主义学派采用着操作性条件反射 又叫

工具性条件反射或条件化作用 的研究技术帕
。

拉希莱继承了操作条件反射技术
,

又精心

吸取了当时的脑损毁技术
,

对记忆痕迹的
“

脑中枢
”

进行探索
。

但最后他失 望 地总结说
“
不可能说明在神经系统内任何部位有记忆痕迹的孤立定位

” , “

所谓的 脑 内的前
、

后 联

合区
,

并不是特殊的记忆仓库
”
帕

。

因此
,

他明确地指出
“

被
,

明白划分的条件反射通路
,

⋯是错误的
” ,

年以后
,

拉希莱提出了
“

等能
”
与

“

整体活动
”

的概念
,

用来说明在皮层中

缺乏精确的或持久的机能定位
,

这就是著名的
“

等能假说
”

或
“

整合学说
”

的来源价

著名的心理学史家波林指出 拉希莱与巴甫洛夫辩论之后
, “

拉希莱继续做了不少实验

并写了不少文章支持和发展他的观点
” , “

他的机械主义的行为主义观点在 晚 年已愈来愈

和裕式塔学派趋于接近了
。

但无论如何
,

由于他的研究涉及许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

并且由于他俨然自成一派
,

对心理学影响很大
,

所以他的实验事实和理论观点值得我们注

意
” 。一“。

不过应 当指出
,

拉希莱在 。年
“

记忆痕迹的探索
”

一文中悲观地指出
“

对记忆

迹象的真实性质
,

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发现
,

在追述记忆痕迹的脑定位的证 据 时
,

我有时感

觉恰当的结论应该是 学习简直是不可能 理解 的
”
闭

。

虽然脑功能定位争论两百年
,

最后绘成了脑功能定位的图谱卿
。

不 幸 的 是
,

寻觅
“

记

忆中枢
”

的努力终告失败
,

这不能不引起各派学者的深思
。

进一步的研究
,

在近十多年才出

现了可喜的转机
。

如 拉希莱的学生 的记忆 痕 迹 的
“

全息
”

假

说“, 以神经解剖学先驱雷蒙
·

卡恰命名的西班牙研究中心最近 指出
“

经典

的脑中枢概念现已被更实际的
‘

星座
,

或
‘

星群
,

假设所取代
”
巾

。

这些假设 构 思 新 颖扩合

理
,

很有希鱼演进为相应 的理论
,

因此
,

值得研究者们深思与瞩目

相关论与编码说之争
·

本世纪四十年代
,

被誉为
“

二十世纪 自然科学第二次革命
”

的分子生物学 诞 生了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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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
,

分子生物学及神经化学研究突飞猛进
,

先后确认 了遗传信息携带者—
核酸与蛋

白类生物大分子
、

信息的编码机制
,

神经系统的突触
、

生物膜
、

受体
、

胆碱类单 胺 类及氨基

酸类神经递质系统
,

有关的各种酶及调节因素
。

这些激动人心的重大发现及研究成就
,

确

实是本世纪神经与分子生物学上了不起的进展
。

它们强烈地冲击着当代生理心理学的有

关研究
、

启发并渗透到学习记忆的脑机制的研究领域
,

以至于五十年末产生了记忆脑化学

机制的研究
。

有关脑内以化学方式贮存信息的见解卿甚至可 以追溯到上世纪末的一些 思 想家
,

如

里邦 与詹姆斯  !
。

年
,

西蒙第一个创造了记忆的
“

痕迹
”

概念
,

并定义为是
“

刺激作用 中止后脑组织应激部留下的变化
” 。

可是
,

对记忆痕迹
,

并没有 提 出 专 门的脑

化学解释
,

四十
、

五十年代分子生物学诞生后
,

这种解释才成为可能
。 “

信息
”

概念提出后
,

迅速成为分子生物学及有关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

研究表明
, “

任何有序系统都存在记载

信息的可能性
” , “

生物大分子中尤以蛋 白质分子为代表
” 。

二十多种氨基酸单元在质与量

上构成变化
,

表明蛋 白类可能是迄今已知的一切分子中具有最高 信 息 容 量 的 生物大分

子
。

于是
,

脑化学研究的先驱们先后提出了种种假设石继福斯特
、

蒙纳 之后
,

卡茨

与霍尔斯特德 提出了第一个痕迹贮存的分子假设
,

认为记忆贮存的
“

执 行 分子
”

可

能就是蛋 白质类大分子
,

也可能涉及核糖核酸
。

不过
,

当时这种思想缺乏实验证

据
。

第正届 国际生化会议上
,

瑞典神经生物学家海登 提出了开拓性的实验

结果
。

他用精湛的细胞学技术
, ’

证明学 习训练过程中脑内  量的变化
,

甚至发现其碱

基组成比率的变化  卿
。

学 习记忆脑化学机制研究方向的真正确立
,

应 推 海 登的报

告
,

他成了近代探索史上又一座高大的里程碑及转折点
。

六十年代开始的第二场辩论
。

一方是非特异性观点或称代谢观点
,

即“相 关 论
” 。

这

类观点源远流长
,

其阵营庞大而松散
。

他们认为 学习记忆过程中所见的 那 些分子变化

是 以一种非特异方式使神经细胞之间结成新的联系或破坏着原有的 联 系
” ,

认为
“

心理信

息的贮存根本不会发生于分子水平
” 。

此类解释可以很好地说明那些量上的 化 学变化及

代谢抑制剂与多种药剂效应的作用原理
。

无论涉及大小分子
、

酶系统
、

递质 系统的种种消

长
、

活性变化或区域性分布
。

这一方的代表应推美 国著名心理学家 为

代表的贝克莱研究组咖
一‘, 。

他们早期的著名的
“

贝克莱计划
”

主次相关分析研究
。

正如澳

大利亚著名心理学家 罗素指出的那样
“

这项计划的贡献在于曾激励 研 究者对

行为神经化学基础领域 的兴趣与讨论
。

研究认为 脑化学变化是正常个体适应性行为神

经化学变化中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 〔, 。。

反对相关论的一方则认为 获得信 息的贮存可能指示神经冲动的传递 路 线
,

这种称

为
“

路标
”

或
“

编码分子
” ,

当然
“

只有存在于某种业已组织起来的神经网 络 基 础上
”
卿

。

事

实上
,

诚如海登指出的那样 没有资料支持脑细胞 内存在机械的录音带或贮存信息的
“

记

忆分子
”

这种 机械 观点
。

但是
,

脑内相随的化学变化被一概解释为非特异性的代谢变化

或相关变化
,

决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获得信息与回忆的选择性及特异性事实
。 “

神经编码

说
”

的代表人物应推美 国著 名药物学家 昂格但所谓
“

神经编码分子
”

究竟属性如何
,

并

无定论
。

昂格关注的是神经肤或称行为活性肤一类的小蛋白质分子卿 西拉德认为是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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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膜蛋白分子
”

 !
,

罗森布拉特
、

阿格拉诺夫等认为它们存在于突 触 前与突触后膜

部位
,

贝斯特认为可能构成
“

神经原的鉴别密码
”

等等臼〕

这场大辩论起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

但海登第一份实验 报 告  ‘的中曾盲目

倾向于脱氧核糖核酸  分子的可能作用 后来为他自己发觉并加以纠正 了
。

美国心理学家 麦康纳的研究结果 卿
,

曾引起不少探索者的兴 趣 与质 疑
,

又
“

虫品虫是否具有学习能力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
” 。幻 。

年
,

同时有四个实验组报告
,

宣称他们在哺乳类啮齿动物中获得了获得信息迁移

的阳性结果
。

其中
,

美国的巴比奇与瑞典的弗杰丁格斯塔特两文报告 系  的活性作

用
,

而美国的昂格与捷克的雷因涅斯则报道诱导因子是蛋 白 质 的 组 成
。

次 年
,

美 国 的

等二十余人联名著文
,

宣称他们的实验室内场 不 能 重 复 巴 比 奇  的研究结

果佃
。

但 年
,

他们的批评质疑措辞上是谨慎的
,

他们 曾留有余地地 指 出
“

在研究的

早期阶段
,

当所有的有关变量至今还不清楚时
,

重复结果失败是不足为奇的
”

涌
。

年
,

在匈牙利举行 的
“

记忆生物学
”

国际会议上
,

美国昂格与观点稍异的弗杰丁格 斯 塔特发表

了他们的协作研究结果
。

结果表明 诱导因素确实不是
,

而是一种分 子量较小的蛋

白质分子
—

肤加
,

后来
,

被昂格实验室提取
,

叫着
“

行为诱导因子
”

一一
“

暗回避因子
”〔
叱

这样
,

争论的焦点转到昂格实验室的工作上来了
。

昂格有关暗回避因子结构分析的论文
,

被
“

自然
》

杂志扣压到 年
,

发表这一论文时

附上了斯脱瓦特的质疑性批判文章临
,  

。

年
,

美国
《

科学新闻
》

为此专门 采 访了这位

批评家
。

但斯脱瓦特回答说
,

他是希望人们更加重视昂格等人的工作
,

并 认 为
“

他们完全

能改变我的看法
” 〔 

。

这一场辩论涉及到许多学科
、

许多研 究 者
,

但 焦 点 多 在 第 一 个 行 为 诱 导 因 子
。。 。 。 。

后来
,

昂格及其同事们从受训动物的脑组织中又 分 离 出了四种以上脑

肤
,

将这些脑肤注入未经训练的动物时
,

也能显示出原有习得行为的某种
“

迁移
” 。

一种受

训大鼠脑提取物称为
“ ” ,

它能产生对声音刺激的习惯化
,

另两种 肤 提取 自金

鱼脑组织
,

命名为
“ ” ,

它们能诱导回避行为
〔 

。

此后
, “

脑啡肤
”

及
“

睡眠促

进肤等行为活性肤
”

相继发现与提纯
,

乃至人工合成
,

使探索者感到振奋
,

就是争论不休的
“

暗回避因子
”

近年也得到进一步的积极的分析研究涌
。

因此
,

有人主张所 谓 传递实验为

行为诱导
,

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洲
。

不过
,

迁移或转移概念至今仍然 被 一 些 研 究 者 使 用

着伽
, ,

最近
,

加拿大的 等 年 的研究指出
,

采用味觉厌恶方法
,

不仅能为

动物间的行为转移提供有益的研究模式
,

而且有助于分离
“

拟行为因子
” ,

即
“

行 为 诱导因

子
” 。

现在
, “

许多制药公司看到了这种 制药 的可能性
” ,

或许
,

这 ,’正是运用 脑 肤更好地

改善心理和行为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 〔,。 。

兼 听 则 明

探索记忆脑机制的种种研究及三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两场辩论充分 表 明 今天
,

脑

机制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各种学术思想显得十分活跃
,

各个水平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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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叉
。

若能相互配合
,

则有可能较快地揭示其规律与机转
。

如果说拉希莱数十年研究生涯说明
“

虽然他们在科学实验上卓有成就
,

而且他们的

工作在客观上是支持唯物主义的
,

但是
,

在自然科学理论上
,

他们最终走上了唯 心 主义道

路
”〔 

。

其原因诚如列宁所说
“

没有能够直接立刻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

物主义
” 。

多层次的崎岖的研究探索史实表明
,

记忆痕迹脑机制至少应从三种不同水平上

深入探讨
,

即 电密码
、

化学密码与结构密码‘
一翻 其中

,

神经网络及突触一膜一受体可能

是这些不同编码系统作用的汇集处与焦点

回顾两场辩论的史实
,

除了必须端正思路
、

把握研究方法之外
,

就研究 结 果的学术而

论
,

究竟谁战胜了谁呢 因各学派均握有部分真理
、

但仅仅是部分真理
,

由于 自信
、

求索
,

不断修缮其不足与偏差
,

发扬其特长与精髓
,

他们终将发展壮大成为不同学派
。

问题好比

瞎子摸大象
,

既然各执偏见
,

怎能不争论不休呢

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

有关研究的特点显然是 多学科交叉渗透 心理学越来越有求

于其他兄弟学科
,

以共同探索脑机制的不同层次及不同水平上的机转
,
在多水平的脑机制

的研究上
,

已越来越暴露出专题技术工作的局限性及相互依赖性
。

最后
,

建议 用 恩 格斯

在
《
自然辩证法

》
中的一句话作结语

“

终有一天
,

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淮
‘

归结
’

为

脑子 中的分子和化学运动
,

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惟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
”

自然科学

工作者
,

应当学习辩证法
,

开阔思路
,

以便更有意识地
、

更全面
、

更客观地去探索真理
、

接近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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