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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时问认知 的研究中
,

时间表征是人们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
。

在人 的记忆来统

中
,

人们是如何表征并储存时间信
.

么的呢 ? 对此心理学家提 出 了不 同的看法
,

归结起来大约

有四种理论观点
:

记
·

!乙组织理论 ; 记
.

忆强度理论
、

顺序编码理论和重建理论
。

J
.

P
.

w illi am
,

把

心理时间分为三种
,

即逻辑时间
,

经验时间和习俗时间
。 、

而 习俗时间 (诸如年
、

月
、

日等)与人

们的关系最密切
,

他认为
,

人们主要有两种习俗时问的表征方式
,

即词表 目录表征和意象表

征
,

前者是言语编码
,

后者是表象编码
,

并且儿童习俗时问表征的发展也是从词表 目录表征

过渡到意象表征
。

在认知心理学 中
,

人们研究的问题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
,

一个是信息表征问题 ;一个是

信息加工问题
。

我们知道
,

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
,

也是人们认识的对象
,

那么
,

人

们是如何表征时间信息 ? 又是如何提取和利用时间信息解决实际间题 ? 对此
,

心理学家提出

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加工模型
,

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l 记忆系统中有关时间信息表征的理论观点及研究

有关时间记忆的信息加工观点可 以追溯到 w
.

Jaj n es 的时代
。

(例如
: G u

yan
18 9 。;见

杨c ho
。 ,

Pon th as & Ja ck so n ,

19 8 8) 而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的研究却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

始
。

当前
,

有关时间记忆的理论观点可以归结为四种
:

记忆组织理论 (M e m
ory or gan 俪tjo n)

,

记忆强度理 论 (M
e m o ry s tre n s th )

,

顺 序编码理论 (o r d
e r e记

e
)和 重建理论 (R ec o ns tn , e tiv e

山e o叮 )
。

(见 色 te s 1 9 8 5 ; F r i记m an 1 9 9 0 a ; H iz tz m an
, B loc k & s u

mxn
e rs 1 9 7 3 ; T z e n g & co tto n

19 8 0 ; u n d e r w o

团 1 9 7 7 )
。

记忆组织理论认为
,

记忆本身是按储存信息的顺序来组织的
,

M ur d oc k (1 9 7 4 )认为
,

储存

加工就象在不断向后运动的传送带上摆放包裹
,

时间信息就是关于其包裹有多远的判断
。

记

忆强度理论〔例如
,

H 的r ich
s 1 9 7 0 )认为

,

在记忆中有用信息的强度及总量随时间的推移而减

弱或下降
,

这样就提供了这些信息的时间先后的线索
,

一个生动的记忆比弱的或拥有少量细

节的记忆显得更新异或更接近现在
。

顺序编码理论认为
,

许多成对的事件的顺序被先后编码

并储存于记忆当中
,

当第二个事件发生时
,

第一个事件将会自动回忆 (T ze ns 乙 C ot ton 19 8 0 )
。

重建理论认为
,

有关记忆时问先后的直接线索或顺序编码对在时间上记忆事件很少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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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化d m an & w ilk ins 198 5)
。

相反
,

时间记忆必须通过有关信息来重新组织建构
,

而这些信息

与时间模式的一般知识相联系
。

以上的理论观点强调两个方面的信息
,

一个是
“

时间距离
”
的信息

,

一个是
“

时间位置
”
的

信息
。 “

距离
”

是指从事件发生开始所经历的时间总量 , 而
“

位置
”

是指一个事件与个体时间模

式中的点之间的联系
.

这两种记忆在成人中有较强的相互作用
,

记忆组织理论
,

记忆强度理

论及顺序编码理论假定
:

时间记忆的基本信息是从现在算起的时间距离或相对时间距离
.

而

重建理论假定
:

人们利用的是情境的信息而不是距离的信息来确定事件的时Ib1 位置
。

尽管时间作为距离记忆和作为位置记忆在许多成人的实验中和每天的经验中很难探

查
,

但是二者的区别可能是理解儿童时间记忆发展的基础
。

有关发展的探索可能支持这种观

点
。

例如
,

如果记忆组织
、

记忆强度和顺序编码理论正确的话
,

一个人不需要知道时间模式和

习俗的时间系统就可能知道过去事件的距离
,

这样
,

即使是很小的儿童
,

对较长的时间模式

知道得很少
,

仍然可以对他们过去许多事件的相对距离有感觉
。

相反
,

重建理论认为
,

一般的

时间知识往往用来把一个过去事件和一个特定时间联系起来
。

儿童通常到 5 岁以后开始学

习长于一天的时间模式 (Fr i仪如l
an 1 9 7 8

,

1 9 8 2)
,

时间记忆在这时会开始有很大的发展
.

以前

有关儿童时间记忆的研究方法与成人字词学习的实验相似
,

对不同年龄的儿童呈现一系列

图片
,

问被试哪一个是最后呈现的
,

绝大多数实验表明
:

在 5 一 12 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年龄

差异
。

但有人研究表明
:

即使 5 岁儿童也可以对猜测水平以上的事件的时间先后作出判断

(J a ek so n
等 1 g s d , v o n

wr ssh t , 1 9 7 3 )
.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
:

随年龄增长
,

练 习效应不断增长

(几e

枷
n
等 2 9 5组;呱

th o rs 乙凡左甘d 1 9 7 0 )
。

vo
n

“3 h t(1 9 7 3 )发现 5 岁儿童仅仅在几秒钟之

内呈现的一对事件可以进行准确的非猜测的判断
,

所以很难推论年幼儿童可以判断更长规

模的时间事件
。

st ab le & w
e ber (l , 8 8 )研究表明

:

幼儿园儿童可以进行时间距离判断
,

而不能

进行时间位置判断
。

wi lliam (1 9 8 5) 研究了在不同时I’0l 单位
.

上记忆事件发生时间的效应
,

探讨人们是如何记

忆过去事件发生的时间
。

刺激变量是发生于 6 个月以前到二十年以前的新闻事件 10 则
。

要

求被试在不同的时间单位上判断事件发生的时间
。

时间单位包括年
、

月
、

日
、

星期和小时
。

如

果时间判断依赖于时间记忆的直接信息
,

那么回答的准确性将随时间单位变得越精细而降

低
。

如果被试依靠与事件相联系的信息片断来重建时间信息
,

那么时间单位越精细
,

准确性

会越高
。

另外
,

个人报告的回忆线索大部分是个人的经验和与刺激变量相近的事件
。

这 一实

验结果支持了时间记忆的重建理论
。

在 Fr ied m an (1 9 9 1 )另外的一个研究中
,

探讨了时间的距离记忆和位置记忆的区别及其

随年龄发展的情况
。

让 」岁
,

6 岁
, 8 岁儿童在不同的时间单位

_

上(季节
,

月份
,

星期
,

天 )判断

过去的两个事件发生的相对时lbl 顺序
,

并在不同的时间单位 七确定较早发生的事件的位置
.

结果表明
:

即使 J 岁儿童也能判断过去两个事件发生的相对时间顺序
,

并能在
“

天
”

这样的时

间单位上定位事件
,

但只有 6 岁和 8 岁儿童才能在较大的时间单位上定位事件
.

人们可以

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判断过去事件发生的时间
:

一个是从现在算起的时间距离
;
另一个是在

时间模式中的时间位置
。

这一实验结果支持了时间记忆的重建理论
。

这一理论认为
:

人们在

时间上定位事件需要两种不同的信息
:
(l) 人们必须能够联想到那些 可能具有时间价值的事

件
。

(2 )人们必须拥有一般的时间知识
,

包括时间模式的表征
,

在这一时间模式中
,

事件被确

定在一定的位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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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俗时间的表征模型及有关的研究
Fr i司n l

an 把心理时间分为三个方面
:

逻辑时间 (1呼ca l t如
e )

,

经验时间 (e
x Pe r

咖
tial t加

e

)

和习俗时间 (co
n v en tion al t加

e )
。

习俗时间是对时间的社会表征的认识
,

是由一定的体制和具

体的装置合法表征的时间系统
。

诸如年
、

月
、

星期等等
。

我们的生活环境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就是它的时间结构
,

我们生活的世界有昼夜交替
,

日月运转
,

季节温度的循环往复的变化
,

对

这些变化的生物学适应
,

实质上就是对习俗时间表征结构的文化适应
。

那么
,

人们是如何表

征习俗时间系统 ? 针对具体问题
,

人们又是如何利用习俗时间系统进行信息加工呢 ?

么 i 习俗时间表征的理论观点

有许多不 同的形式可以加工和表征诸如星期或月份这样的 习俗时间系统
。

R i改加 la n

(19 8 9 )描述了几种可能的习俗时间表征模型
。

(1) 联想网络模型
,

可以想象在一个联想装置

中
,

各种元素以不同的联系强度联系在一起
,

而联系强度与元素在时间系统中相距的距离有

关
,

这些元素也可能与其他有关的概念或命题相联系
。

(2 )命题储存模型
,

许多元素的关系可

以储存在各自独特的命题结构 当中
.

例如
,

有关星期表征的一个命题
,

其信息可能是这样表

征的
:

星期四是在星期一之后三天
。

(3 )语义的 (或范畴的)表征模型
,

在这个模型中
,

每个元

素与一个或多个语言的编码相联系
,

并以此反映习俗时间系统的各部分
。

例如
,

星期一可能

与
“

早
”

相联系
。

星期六与
“

结束
”

相联系
,

星期三与
“

中间
”

相联系
。

这样不同的元素就有着不

同的范畴性的对应关系
。

(4 )数字模型
,

一个人可以简单地建立一个代数数字模型
,

在这里
,

每个元素都与一个数字相联系
,

而加
、

减运算可能用来建立不同元素之间的联系
。

(5 )系列模

型
,

在这个模型中
,

每个元素都与下一个元素相联系
,

而这些元素可以按顺序地系列激活
。

(6 )意象模型
,

在这一模型中
,

元素的位置信息被直接编码
,

人们可以想象时间系统的空间表

象
,

在这里
,

各元素可以同时被激活
,

并可以进行元素之间相对接近性的感知觉探查
。

认知心理学大量的研究表明
,

特定的表征总是置于特定方面的知识之下
。

Fr ie d ln an 通过

大量的研究表明
,

意象表征模型和属于系列模型的词表目录模型是最可能的习俗时间表征

和加工模型
,

可以反映一个人判断
、

理解习俗时间概念的能力
。

,
.

1
.

1 词表目录模型 (v
erb al 一lis t m od el )

词表目录编码是在每天或每月与它临近的天或月之间建立联系
。

这种联系实质上是一

种单向的联系
。

这种加工过程与个体的语音动作有关
,

不管这种动作是出声的还是默默的
。

这个系统模型与 Pa iv fo (1 97 1
, 1 9 7 8 b) 的词语符号系统有许多方面的相似

,

只是其规模有很
·

大的限制
,

这种系统的内容与一定的名字相连接
。

这一系统模型具有以下加工特性
:

(l )一个

元素的激活产生了激活下一个元素的倾向
, (2 )尽管对前一个元素的激活有一个

“

渐弱
”

的滞

留时间
,

但在某一时刻总有一个元素是被最强烈地激活 , (3 )每个元素都有一个最小量的激

活时间 ; (4 )每个元素的激活是可以计数的独立事件
.

根据第一个特性
,

在正向顺序上的元素

激活要比逆向顺序上的激活容易
。

根据第二
、

第三个特性
,

加工时间随着激活元素数目的增

加而增加
.

这一系统的词语加工特性可以通过外部的计数行为
、

主观报告以及词语加工的选
.

择性干扰得到支持
.

,
.

1
.

2 意象模型 (功狠 g
e m od el )

意象模型对习俗时间的各元素的位置信息进行编码
,

从而常常对不同事件发生的相对
一 。

时何建构一个空间心理模型
.

在同时起作用的许多元素的信息中
,

这种表征被假定与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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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内在图解有着功能上的相似性
,

而这种信息是通过知觉加工的手段得到的
.

意象模型

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特殊的效应
:
(1) 如果空间推理或空间探查依赖意象加工

,

则我们认为在

完成空间任务和运用意象系统解决习俗时间问题之 间存在着选择性干扰
.

(2 )意象系统暗含

大量的
“

类比效应
” ,

这种类比效应是指一个人完成一些智力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操作模式

和完成内在知觉任务时所期望的模式之间的相似性
。

例如
,

当比较两个月份间的时距长短

时
,

将会随时距差别变小而比较难度不断增大
。

(3 )可以试图去发现意象经验的报告
。

例如
,

当运用意象系统时
,

有关习俗时间元素的空间结构的描述
。

意象模型具有许多词表目录模型所缺少的结构特征
,

这种系统与几位理论家所描述的

意象机构相似(例如
, K o ss lyn 198 1 ;伴iv fo 1 9 7 8 b)

.

然而这种意象表征系统不仅具有意象产生

机构
,

也具有依靠意象进行的一套运算装置
.

前者是根据自己的习惯储存信息
,

也可能根据

特定任务的信息加工要求产生新异的联想
;
后者包括对探查元素的信息与能进行外部表征

的信息的相对值进行类比运算
。

这种模型可以允许许多元素同时激活
,

而有关逆向顺序的信

息可以很容易抽象出来
。

确定的意象可以成为习惯
,

因为它是编码和表征有关习俗时间结构

的有效途径
。

词表目录模型和意象模型是有关习俗时间结构的两种不同的表征模型
.

二者的区别主

要表现于两点
:

(1) 方向效应(dir ec tio
n 吐fec o

,

在词表模型中
,

元素之间的逆向顺序没有很好

地表征
,

它比正向顺序的关系更难抽象
;
而在意象模型中则不然

,

抽取逆向关系的信息不需

要额外加工
,

当然如果正 向顺序比逆向顺序更频繁使用的话
,

也可能有较弱的方向效应
.

(2 )距离效应 (dis ta Ln c e ef fec o
,

对词表模型来说
,

比较时距的长短所用的时间与时距所包含

的元素的数目有关
,

因为它们都必须被系列地激活
,

而在意象模型中
,

则不必系列地激活每

一个中介元素来加工一段时距
。

以往的研究
,

逻辑的分析 (A nd
e

rso
n 1 9 7 8) 以及当前的研究都表明

,

人们(至少对成人来

说 )并不存在一个有关时间结构的通用的共同的表征和加工模型
,

并以此来解决不同种类的

时间问题
。

人们可能具有不同的时间表征模式
,

并且每种表征都有与之相联系的加工模型
,

这些模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
,

适合于解决不同的问题
,

但信息在各模型之 间可能很容易转

换
,

并且每个人可能自发地选择适合于特定种类任务的时间表征系统及 加工模型
。

2
.

2 有关习俗时间表征的实验研究

Fr i仪In l
an 用选择性干扰的方法来验证词表目录加工和意象加工的 区别

,

这种方法基于

这样的假设
:

运用 同一种加工过程来完成两种任务要困难得 多
。

在这一实验中
,

干扰任务是

大声数数和摆扣子
,

同时设计了两种时间任务以引发出意象加工和词表目录加工
,

意象加工

的任务是给被试呈现两个月份的名字
,

再呈现一个刺激月份
,

让被试判断从刺激月份开始
,

按逆向时间顺序
,

哪个月份先出现
,

词表目录任务是大声说出与刺激月份相差一个给定时距

的那个月份
。

结果表明
,

意象任务在摆扣子时比数数时更难完成
, 而词表目录任务在数数时

更难完成
,

而且两种任务之间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差别显著
。

这说明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加工过

程包含在月份顺序的判断中
,

一种是空间倾向的意象加工
,

一种是词表目录加工
。

认知心理学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
,

人们可以在很广泛的领域内进行规律性的 比较判断
.

然而尚不清楚的是人们如何编码和利用这些信息
,

许多这方面的研究都围绕着
“

符号距离效

应
”

(sym bo l d ist an ce
e ffeC

t
,

简称 S D E
,

Mo ye r 19 7 3) 这个间题展开
。

这个效应指当 比较的两个

符号变得更相似时比较时间更长
。

类比加工模型 (An al os m 司el )和语义加工模型 (se m an 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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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团el) 常被用来解释 sD E
,

类比模型的整合性表征对符号的位置信息进行编码
,

其比较运算

在功能上与比较两个外在刺激相似
;而语义模型对符号的大小信息以独立的语音格式进行

编码
,

其比较运算是从原始资料 中读出信息以确定哪一个更好地匹配正确的标准
。

许多研究

者用 SD E 来研究习俗时间的表征间题
,

F二奄姆m k (1 9的 )让被试判断两个月份中哪一个更接

近年底
,

结果表明
,

反应时是两个刺激月份之间距离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
。

旋yn 1 0 u r (1 9 80 b )

让被试判断某个月份是在
_

七半年还是在
一

「半年
,

结果表明当月份接近 6一 7 月边界时
,

反应

时最长
。

在另一个实验中
,

se ym ou r
让被试判断某个月份是在

“

中央月份
”

(4 一 9 月 )还是在
“

边缘月份
”

(1 一 3 月或 10 一 12 月 )
,

结果发现
,

在范畴边界处反应时最长
。

s
eyn

l
ou

r
认为月份

顺序是以局部范畴性的方式
,

运用
“

第一
” 、 “

早期
” 、 “

中夹
” 、 “

后期
”

和
“

最后
”

这样的形式来编

码的
,

这种编 码可 以解释边界效应
,

但不能对周期性的特征做出合适 的解释
。

FI. ied o a n

(1 9 8钓在他的一个实验中
,

给被试呈现两个月份
,

让被试判断从第一个月份开始到第二个月

份的时距是距正向顺序更近还是逆向顺序更近
,

同时对某校园中十二个建筑特进行类似的

判断
,

计录反应时和正确率
,

结果表明
,

不管是空问任务还是时间任务
,

当第二个月份 (或建

筑物)接近方向(正向或逆向)分界处时
,

反应时最长
,

正确率最低
,

被试所采用的方法和两个

刺激之间的距离是影响反应的显著因素
,

从而表现出
“

符号距离效应
‘, 。

Fr ied
n 、a n

用模拟加工

解释他的实验结果认为
,

被试的比较运算在功能上与比较两个可见刺激的外在差别相似
。

前面已经提到过
,

词表 目录加工过程 包括各元素的顺序激活
。

而且元素之间的正向联系

比逆向联系要强
,

而在意象模型中
,

位置信息对每个激活的元素同时起作用
,

位置 比较不需

要注意中介元素
,

这样逆向顺序判断在意象模型中要比同表 目录模型容易
,

而且距离效应在

词表目录模型中要比意象模型强
。

Fr ied :na n
在他的一个实验中

,

要求被试去完成两种不同类

型的任务
,

一 类是判断两个月份中哪一个与第三个月份相距一个给定的距离
,

他称之为
“

测

量性
”

任务
; 另一类任务是月份的

“

相对接近 性
”

判断
,

要求被试判断两个不相邻月份与第三

个月份的相对接近性
。

在这里
“

测量
”

任务与词表目录加工有关
, “

相对接近性
”

任务与意象加

工有关
。

结果表明反应时和正确率的距离效应及方向效应在
“

泻量
”

任务中比
“

相对接近性
”

任务要强
,

而且距离及方向因素的差别均显著
。

这些研究对所假定的时问表征模型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

似乎很清楚的是
:

单一的加工模

式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任务操作
。

而 Fr ied m an (1 9 8 3 )提出了两种主要的加工模式
,

当任务涉及

到准确的时距判断时运用 同表目录加工 ; 殉当任务涉及到相对接近性判断时运用意象加工
。

但是人们运用 什么手段使两种加工方式与特定的任务匹配起来还不清楚
。

再者
,

其他表征模

型是否运用于其他的任务判断也不清楚
。

3 儿童的时间表征及其加工模式的发展
习俗时间系统可以使成人的生 活结构化

,

也同样对儿童的生活很重要
,

以学前儿童开

始
,

儿童就注意生 日的时间
,

假期的时间以及周末电视剧的时间
,

然而儿童只能渐渐地在这

些系统中定向
。

而人们对儿童的时间结构知识的发展还不甚了解
,

在这一领域中
,

研究者的

任务就是去划分时间系统的概念特征进而去确定所应用的认知加工
,

一旦这种特征和加工

被认识了
,

就可以解释儿童时间表征发展的模式
。

Frie d n 材u l (19 7 8) 为了探讨时间表征和加工

模式的发展情况
,

从一些初步的研究出发提出了一些儿童理解习俗时间的假设
:
(1) 较小的

学龄前儿童知道确定的时间规则
,

尤其在他们学习习俗时间系统之前那些较短的时距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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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学龄前儿童学习习俗时间系统的一些单位的名字
,

而且这些名字与他们各自的行为

和经验相联系
,

他们可以象学习字母表或数字一样学习时间单位的名字 ; (3 )学前儿童可以

依靠习俗时间进行有限的运算 , (4 )6 一 8 岁儿童对时间的了解扩大到一年的规模
,

对较短的

时间单位可以做精细的区分 , (5) 6 一 8 岁儿童可以依靠时间系统进行有限的运算
,

但还不能

整合时间的顺序性和重复性等特征
; (6) 不同的时间系统被同时学 习

,

但只有到了较大年龄
,

也许到了 9 岁
,

儿童才可以进行许多时间系统协调一致的运算 ; (了)在 8 或 9 岁以前
,

儿童的

习俗时间系统与逻辑时间并不协调一致
,

这就限制 了儿童运用 习俗时间系统测量不同时距

的能力
; (8) 运用整个习俗时间系统进行运算是青年初期的能力

。

儿童 习俗时间表征 的发展变化可能与一般的认知发展水平有关
,

而意象表征的发展可

能与空间表象能力有关
,

具体地说
,

Fri
e

dm an 认为有三种因素影响儿童时间表征的发展
; (1)

表 征内容的形式结构 , (2 )时间表征所要求的加工特性
; (3) 一个人完成时间任务的运算经

验
。

儿童最早的时间表征可能是独立的联想编码
,

诸如某人的生 日
,

电视剧的播放日期
。

在

这一阶段
,

实际上没有时间顺序的表征
,

一个人仅仅知道什么时间的名字与给定事件联系起

来
。

Fr i司 1ll
an 的研究表明

,

儿童的习俗时间表征的发展过程主要经过两个阶段
:

较小的儿童

主要是词表目录表征
,

到了童年后期
,

日常生活 中有关时间问题的运算增加了
,

例如常常要

表征事件发生的相对时间
,

而词表 目录不适合表征这样的间题
,

这样儿童可能运用词表 目录

抽取时间信息但把它转变成空间表象以便在记忆中掌握这种关系
,

如果这种表象被足够频

繁地建构
,

时间信息可能储存在一个牢固的表象产生式结构中
,

这样就过渡到意象表征
。

所

以词表目录表征和意象表征是两种主要的表征形式
。

Fr ie d n lan (1 9 7 8) 的研究表明一天中的时间顺序的表征 比星期和月份的表征 出现得早并

有较大的发展
。

4 岁儿童可以表征每天中事件的顺序
, 6 一 7 岁儿童可以表征一年中事件的顺

序性
,

8一 9 岁以前的儿童很难整合习俗时间的顺序性和周期性的特征
,

9 岁儿童可以判断习

俗时间系统中自然时距和主观时距的区别
,

n 岁儿童可以解释这种区别
,

9 一 10 岁儿童 已经

具有了时间表象
,

但还不能灵活运用
,

考虑到时间运算的经验
,

甚至成人对特定的时间现象

也不同在概念上很好地理解
,

诸如夏时制的使用
,

有关 自然时间与人为时间系统的匹配和适

应问题
,

等等
。

这样
,

有关时间关系的适宜的灵活的表征
,

甚至到了成人也没有很好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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