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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心理系 (北京 1 00 8 71 )

〔摘要〕本文详细介绍了记忆过程分离的实脸范式
,

特别是详细介绍了当前对过程分离实验程序的修

正意见
,

以及对随机独立假设的质疑
.

最后提出对过程分离实脸范式的一些初步的思考
。

关健词 内隐记忆
,

任务分离
,

过程分离
,

随机独立假设

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
,

记忆研究领域产生 了一个新的分支— 内隐记忆 (加 ilP 改 m o m -o

r y )
。

内隐记忆是相对于外显记忆 ( e x p uc i t m e m o r y )而提出的
。

s e hac t e r
等人 ( 1 9 8 9 )用提取

意向标准 ( t h e r e t r i e va l in t e n t io n a o t y e r i t e r i o n
)来说明内隐记忆测验和外显记忆测 验的区

别
:

在外显记忆测验中
,

被试是有 目的地提取先前经验的 ,而在 内隐记忆测验中
,

被试是不

自觉地提取先前经验的
.

因而
,

内隐记忆是指先前经验对当前作业的无意识影响
;
而外显记

忆是指先前经验对当前作业的有意识影响
.

所以
,

研究者又把内隐记忆测验称作间接测验

( in d ir 二 t t es t )
,

把外显记忆测验称作直接测验 d( ir ec tt es t )
.

本世纪 80 年代早期
,

研 究者们才开始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
,

但

时至今 日
,

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层 出不穷
,

令人应接不暇
。

1 过程分离的实验范式

过程分离程序 ( p r o e e s s 一 d ` s o e o t : o n p r oc e d u r e )是 J a co b y 等人 15 9 2年提出
,

并于近几年

逐步完善而成的一种新的研究内隐与外显记忆分离的实验范式
。

它与任务分离法相对立
。

aJ co by 等人认为 lj[
,

过程分离程序能够 区分对过去经验的有意识回忆的记忆过程和意识缺

乏时自主影响行为的过程
。

这个实验范式的提出
,

部分原因是由于直接 (外显 )和 间接 (内

隐 )记忆任务之间功能分离分析的局限性
。

Jac ob y 等人认为 lj[
,

直接和间接记忆任务的功 能

分离是意义不明确的
。

因为记忆任务很少提供内部过程的纯粹的测量
,

特别是
,

象词干补

笔 ( w o r d 一 s t e m e o m p l e t fo n )和知觉辨认 ( p e r e e p t u a l i d e n t访ca t i o n )这种间接测量不是对无

意识的
,

自主记忆过程的纯粹测量
。

因为这些记忆任务 中的操作也受到意识的控制
。

同样
,

线索回忆 ( C u ed : e ca ll) 和再认等直接记忆任务也不是意识控制过程纯粹的测量
。

因为这些任

务的操作也受到无意识过程的影响
。

过程分离程序寻求对单一记忆任务操作中意识控制和 自主过程独立作 用的测量
,

而不

本文于 1 9 96 年 l 月 7 日收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子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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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依赖于意识和 自主过程的不同记忆任务的 比较
。

Ja co b y ( 19 9 1 )认为阅
,

过程分离程序的

主要优点是不儒要把任务和过程等同起来 (即使过程是纯净的 )
.

过程分离程序类似于信号

检测论
,

是为了区分某任务操作中不同种类过程的作用
。

主要是区分无意识过程和有意识过

程对某种任务的作用
.

acJ ob y 等人假设 s[ 一目 ,

无意识过程和意识过程是相互独立的
。

他们提出两种实验模式
,

包含模式 ( nI cl us fo n) 和排除模式 (E xc lus in n)
,

来计算有意识影响 ( R )和无意识影响 ( A )
.

在

包含模式中
,

要求被试以偏旁为线索回忆刚才呈现过的单字 (有意识影响 R )
,

如果回忆不出

来
,

则依照偏旁填出第一个想到的汉字 ( 排除意识影响后的无意识影响 A (1 一 R ) )
。

因此
,

在包含模式中完成词干补笔任务藉要无意识影响和有意识影 响两种过程
,

其测验成绩等于
:

nI cl us io n = R + A (l 一 R ) = R + 人 一 A R
. . . . . . . . . . . .

… … ①

也就是说
,

对于某词干 的正确补笔
,

既可能是由于被试对呈现过单字的有意识提取

( R )
,

也可能是即使在有意识回忆失败的情况下 (1 一 R )
,

无意识作用的效果 (A )
。

在排除模式中
,

要求被试以偏旁为线索 回忆刚才呈现过的汉字
,

但不要写它
,

而要写出

一个未学过的汉字 (如果写 出的是呈现过的汉字
,

则表示排除意识影响后的无意识影响的

作用 A l( 一 R ) )
。

所以
,

在排除模式中
,

测验成绩等于
:

xE clu iso
n = A (l 一 R ) = A 一 A R

· · · · · · · · · . . . . . . . . .

… … ②

根据公式①和②得
:

R = 玩 cl us io n 一 E x c lu is o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③
A = xE clu iso n/ (l 一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④

aJ co by 等人对意识作用和无意识作用的区分依靠三个重要假设
:

①
.

在包含和排除模式

中
,

无意识或自主提取 ( A )都将产生稳定的促进作用
。

即
,

在包含和排除测验条件下
,

无意

识或 自主影响基础上反应的标准是相同的 (人 in = A ex )
`

②
.

有意识提取的概率在产生促进

作用的包含模式与产生抵制作用的排除模式中是相同的
.

即
,

在包含和排除条件下
,

被试回

忆 以前学 习过信息的努力程度是相等的 ( R in = R ex )
。

③
.

自主提取过程和有意识回忆是随

机独立的
。

也就是说
,

如果 A 的概率不依赖于 R 的概率
,

那么就可以从给出的非回忆的条件

概率来估计 A 的概率
,

如公式④所示
。

这三个假设得到大 t 实验证据的支持z[, ,司
.

然而
,

过程分离程序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
.

主要问题集中在对过程分离公式的批

评和对最有争议的随机独立假设 的批评
。

2 对过程分离的批评

2
.

1 对过程分离公式的修正

^ lan R ie h ar d s o n 一 K 一a v e h n 和 J
.

M
.

o ar d in e r ( 1 9 9组)对 acz
o b y 等人的工作提 出 T 不同的

意 见
。

o ar d山 e r
等人承袭 T E b b m g h a u s ( 1 8 8 5 )对有意的意识记忆 ( v o lu n t ar y co sn e i o u s

m 。 m o r y )和无意的意识记忆 ( in vo 一u n t ar y C o n s e i o u : m e m o yr )的 区分
,

这两种记忆形式都不

同于无意的无意识记忆 ( 仇 v o 一u n t ar y u n e o n s e io u s m e m o yr
,

xu M )
.

他们认为 [`〕
,

在过程分离

模式中
,

aJ co by 等人把意识记忆与有意提取
,

以及无意识记忆与自主提取等同起来
,

而 G ar
-

d m e :
等人则认为

,

有必要区分意志性 ( 迈 t e n t i o n汕 t y ) ( 有意 in t e n t io n a l 相对于无意 m vo l
-

un t ar y )和意识 ( a w ar en es s )( 有意识记忆相对于无意识记忆 )
。

特别是在过程分离程序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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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考虑无意的
,

但却伴随着对过去经验意识的记忆的影响
,

即无意的意识记忆 ( in vo lun
t ar y

co sn c io u s m e m o r y )的影响
。

G ar d in er 等人认为
,

在包含测验中
,

被试有时在无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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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R 一 r e e o u e e t oi n ; ^ = a u t o m a t ie 迈 r lu e n e se )

其次
,

比较 x l 和 x Z
。

因为 x Z 中的 R 较高
,

观察到的非 回忆样本比 x l 的偏差更大
。

这

表明
,

由于 R 和 A 之间正相关导致的对 A 的低估将随着 R 的增加而扩大
.

在这种情况下
,

过程分离程序将错误地导 出 R x l < R x Z ; A x l > A x 2
.

据此
,

违反独立假设有可 能产生纯粹

人为的交互作用
。

交互作用引起 人们很大兴趣来寻找自主和意识控制记忆过程之 间量的差异
。

aJ co by 等

人 ( 1 9 9 3 )描述了不同实验操作之间的交互作用
,

使人们从理论上认识到
,

回忆不只是由概念

驱动的
,

而 自主影响也不 只是由知觉驱动的
。

然而
,

它也 只是如上面所描述的一种人工制品
。

在 c ur r
an 和 H in t

mz an 的实验中
,

他们企图通过产生交互作用表明违反独立假设的结果
。

图 2 中的分布和图 l 中的分布稍有不同
。

Y I 和 Y Z 分布的 人 和 R 都增加
.

从图中可以

看到
,

由于 A 和 R 相关
,

对 R 和 A 有平行效果的变盆看起来对 A 投有作用或有很少的作

用
。

从 Y I 到 Y Z 时 A 的增加将被掩盖
,

因为对 A 低估的程度也将增加
.

由此
,

从非回忆观

察条件下计算的 A Y I 和 A Y Z 大致是相等的
,

即使它们的平均数不相等
。

能够表明对 A 低估效果的理想变量应该对 自主记忆过程没有影响
,

类似于图 1 中的 x

变量
.

以前的研究表 明
,

呈现的时间间隔就符合这种标准
.

呈现时间间隔可以提高外显记忆

测验的成绩
,

而不能增加内隐记忆任务
,

如视觉单词辨认 ( J ac ob y & D a ll aS
,

1 98 1 )
、

听觉单词

辨认 ( R i e h ar d s o n 乙
.

B J o r k
,

1 9 8 2 )
、

词干补笔 ( N e川
,

B e e k
, B o t t乙 ic o 衣 M

o l一o y
,

1 9 9 0 )
,

的启动

效应
。

正如假设的 x 变量所示
,

当回忆和 自主影响有正相关时
,

如果呈现时间间隔增加回忆

的成绩而不增加 自主影响的成绩
,

那么对 A 的估计将人为地降低
。

当呈现时间间隔增加时

而 自主影响 A 降低这在理论 上是自相矛盾的
,

但是
,

对于违反独立假设 产生的人为作用的

理解将是有意的
。

因此
,

c u r r an 和 H in t

mz an 通过操纵学 习间隔来确定是否可以观察到这种

自相矛盾的结果
。

c u r r an 和 H in t z m al l

设计五个词干补笔 实验并通过计算每一个实验中基于被试和基于

项 目的 R 和 A 之 jI[J 的相关米更为直接地测查独立假设
。

如图 1 中所示
,

产生 R 和 A 相关有

三个可能的协方差来源
:

被试
、

项 目
、

和被试一项 目的交互作用
。

例如
,

如果被试词干补笔时

有意识回忆的成绩较好
,

那 么 自主的启动效应的影响也将很大
,

就产生了被试差异
。

项 目差

异产生于 目标项 目的语言频率效果和词干线索效果的特性差异
。

被试一项 目的交互作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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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被试之间项 目差异的不一致
。

例如
,

呈现词干 M u s 一
_
时

,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常用

M U sl c 来补笔
,

而不是用 M u s c L E 来补笔
。

但是对于物理治疗专业的被试来说情况刚好

相反
。

当从总体数据估计 R 和 A 时
,

如果没有首先计算单个被试或单个项 目的平均数
,

则所

有三个来源的协方差都有可能起作用
。

C ur r
an 和 H in t

mz an 的实验结果支持他们上面的分析
。

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

违反随机

独立假设能够产生 R 和 A 估计之间人为的分离
。

这种人为的分离可以从他们一系列词干补

笔实验中得到
: R 值随项目呈现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

而 A 值随项 目呈现时间的增加而降低
。

非独立的直接证据来自于每一个实验中观察到的 R 和 A 之间的相关
。

说明违反自主记忆过

程和意识回忆之间随机独立假设将使得过程分离程序无效
。

虽然 c u rr an 和 H in t
lzn an 承认

他们的实验结果并不能推翻过程分离程序
,

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过程分离的局限性
。

3 对过程分离的思考

过程分离实验范式使区分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的实验研究前进了一步
。

自从 J
aco by

等人 199 ) 年提出过程分离程序之后
,

该实验程序已被应用到大量的内隐记忆实验中
。

为内

隐记忆研究的理论解释提供大量实验证据
。

另外
,

单独使用过程分离实验范式中的排除模式

研究无意识知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匡
.

但是
,

通过 G ar d in er 等人和 C ur r
an

、

H in tz m an 的分析可以看得
,

过程分离程序的实验

程序和基本假设也存在局限性
。

同时根据我们自己所做的过程分离实验的经验认为
,

的确

存在 o ar d协 e :
等人所强调的无意的意识记忆 ( m vo lu n t ar y 。 o sn e s o u s m e m o r y ) 的影 响作用

,

以及 R 和 A 之间的相关
。

刘嘉 ( 1 9 95 l)[
。〕用实验验证了随机独立假设

,

即意识过程和无意识

过程是否相互独立
。

实验结果没有证明意识过程和无意识过程是相互独立的
。

因此
,

有必要进一步修正过程分离的实验程序
,

使其能够建立一些客观标准
,

来区分实

验 中的每一种记忆成分
。

另外
,

由于心理学实验被试的特殊性
,

所以对被试的控制也是过程

分离程序所需要考虑的
。

被试在实验中是否完全遵从主试的实验指导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很

大
,

因此在实验过程 中应加入这方面的测查程序
,

以便使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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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信息
。

另一面
,

尽管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如行为表现测评和跨文化比较 )正在开拓
,

技术上也取

得了进展
,

但总体上看
,

与 80 年代相比
,

并没有根本突破
,

尤其理论上的进展显得薄弱
。

认知

心理学及相关领域对教育评价的期望并未完全转变成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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