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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哈佛大学心理系系主任的夏克特．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将目光聚焦到了记忆这一神秘而又
捉摸不定的研究领域。
他的研究成果构成了今天各种心理学教科书中记忆章节最主要的内容。
课本上那些简而言之的规律在夏克特笔下成为一条延续不断的河流，推理过程丝丝入扣。
　　在书里他为你解答了什么是内隐记忆?语义记忆?海马?究竟什么是知觉表征系统，失忆症又是怎么
回事?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催眠下的儿童期性侵犯受害者?多重人格究竟和记忆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
系?从而使我们能够领悟到记忆在生命中的重要性。
　　如果你想了解你自己，想了解心理学，想了解记忆，就让严谨执著的夏克特帮你打开这扇大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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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我们回首往事时，这三个层次的回忆通常都是相互交错的。
例如，、在艾伦德的自传中，她回忆起在黎巴嫩的那段时光。
对这段时光，她又回忆起许多我所说的一般事件，如经常去苏克斯——那是一个狭窄而拥挤不堪的商
业区。
在这同时，她又回忆起各种具体的特殊事件，如在她回忆那个商业区时，她想起有一次，母亲劝她买
了一件婚礼服，虽然那时她还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婚。
实验室研究已经揭示，这三种类型的自传知识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且是以大脑的不同组织系统为基础
的。
从实验结果看，一般事件是我们产生自传回忆的切入点。
当被试在实验中被要求就他们的往事经验进行回忆时，他们所报告出来的大多是一般事件水平上的往
事。
一般事件之所以具有回忆的优先性，是因为它们得益多次的重复。
一般事件集中体现了我们某一生活阶段的经验的一般特征，并通过多次重复的强化作用而易于被忆起
。
对回忆而言，生活阶段的划分具有另一种功能。
如果我要你对一生中的任何往事进行回忆，那么，我想你不会先想起某一个生活阶段，如“在我上中
学时如何如何”，因为这个信息过于泛化而不能传达有关自传的知识。
相反，你的回忆会在想起某一阶段的同时想起那一生活阶段的一般事件。
生活时期的划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回忆起有关一般事件和特殊事件的自传知识，它们为我们的自传回
忆提供了大体的框架结构。
这些事实导致康威和鲁宾就自传回忆的性质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记忆中所贮存的，并不是与我们对往事所产生的回忆经验一一对应的单一的表征或记忆形
象。
相反，回忆所产生的记忆经验，是通过将自传知识三个不同水平上的各信息片段加以组合而建构出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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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人文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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