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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绪和记忆的关系是心理学的重要课题，心境一

致性记忆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以往心境一致性记忆的理论

针对性不足，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现阶段研究变量选取亦缺

乏理论支撑。未来研究可统一规范实验程序，拓展研究外部

效度，采用更为精确的测量方法减少研究结果分歧，以构建

更完善的理论。

关键词：心境一致性记忆；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

内容

记忆与情绪的关系已逐渐成为信息加工领域的研究热点。

个体在编码、存储、提取信息时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情绪的影

响——悲伤心境下的个体在信息加工时存在注意范围窄化、积

极心境下个体存在注意范围拓宽，从对编码过程产生影响。心

境一致性记忆（mood-congruent-memory）是指，个体当前加

工的信息与其心境状态存在高度匹配时，出现一种记忆效果的

优化效应。

一、心境一致性记忆的理论模型

（一）联合语义网络模型

Bower（1981）提出的联合语义网络模型认为，记忆系统

是由以节点形式相互联结的网络构成的，节点是该记忆系统的

最小单位，代表概念或事件，节点的集合即命题。当命题被激

活时，对事件的记忆则顺利完成。节点之间存在联系。当学习

和提取阶段的心境一致时，作为附加线索的有情绪代表性的节

点就会易化提取过程，所以记忆效果也会更加突出。

（二）编码特异性理论

Tulving（1976）的编码特异性理论认为，遗忘体现在信息

的提取失败，其原因在线索的缺失，例如外部的如环境线索、

自主编码线索、与内部线索如编码时所伴随的情绪等。当个体

在编码过程时，如伴随着一定的情绪体验，则记忆痕迹特殊且

得到加深。当提取阶段的心境状态未能满足编码阶段一致这一

要求，则当前信息与编码时所产生的记忆痕迹不能很好契合，

故提取失败。反之，当前信息与记忆痕迹良好契合，易化提取，

记忆效果更好。

（三）认知图式理论

贝克（1976）认为，认知图式的结构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

部分，运作方式包括表层的自动化思维以及深层的以后天形成

为基础的思维。个体的认知图式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若当前

信息与个体的认知图式相契合，则信息得到易化加工。贝克认

为，心境和认知图式存在同样的特性，如果当前信息的情绪效

价与心境不一致，个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该信息的加工产生

抗拒或扭曲。例如，抑郁症人群在对待一些积极或中性信息时

会倾向于将其解释扭曲为与其抑郁心境一致的负性事件。

在对心境一致性记忆效应文献总结的基础上发现，多数研

究并未直接验证以上理论的合理性。联合语义网络模型与特异

性编码理论对心境一致性记忆的解释并不完全的匹配，更加倾

向于对心境依存性记忆的解释。由于认识图式理论是基于临床

治疗经验发展而来，较适合用来解释抑郁症或焦虑症等特殊群

体，对普通被试的心境一致性效应解释欠佳。所以，当前对心

境一致性记忆的理论解释存在针对性不足。

二、心境一致性记忆的研究方法

心境一致性记忆的相关研究发展至今，并未有统一的范式。

在以抑郁症人群为被试的研究中，外显心境一致性记忆常采用

自由回忆或再认的方式考察，常用的考察内隐心境一致性记忆

的任务有四种：词汇选择、残词补全、词干补笔和字词联想（王

恩国，姚俊娜，2009）。

错误心境一致性记忆常采用错误记忆的 DRM 范式进行研

究。心境一致性记忆的心境状态主要采取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是基于个体既有的心境特质开展实验，如抑郁或焦虑个体；

另一种是采用情绪启动的方法，如基于带有情绪效价的刺激图

片的视觉刺激诱发、具有情绪效价的音频材料的听觉刺激诱发

以及多通道诱发的方法。所以，在不同细化的研究方向下心境

一致性记忆的研究方法有待规范。

三、心境一致性记忆的研究内容

（一）特殊人群的心境一致性记忆研究

有研究认为，抑郁症人群存在负性认知图式，更倾向于加

工与当前抑郁心境一致的内容，导致环境中更多的负性信息得

到优先加工，使得抑郁情绪得到强化，如此反复恶性循环，病

情持续恶化。

随着研究的深入，Beck 等发现，心境会以外显或内隐的

加工过程对记忆过程产生影响，外显与内隐的心境一致性记忆

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前者的研究较多，研究结果相对一致；而

后者的研究较少，结果也存在较多分歧。

Bradley 发现当被试为非临床抑郁个体时，以情绪词和中

性词为实验材料，在词汇选择任务中呈现阈上和阈下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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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显示受到抑郁相关词汇阈下启动的为高分组，以此证

明了心境一致性记忆是内隐的（王恩国，姚俊娜，2009）。

我国学者张蔚蔚等人发现采用预警的方式提前告知被试心

境一致性记忆的存在并不能有效的预防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

产生，说明心境一致性记忆的产生是内隐的、自动化的（张蔚

蔚，高飞，蒋军，张继元，张庆林，2012）。

然而，有研究发现在词干补笔任务中，以正性和负性的

词为实验材料，采用自由回忆和再认的方式，抑郁组与对照

组之间的成绩并无显著的差异，说明无论在外显还是内隐中

抑郁个体都无心境一致性记忆。（Danion，Kauffmannmuller，

Grangé，Zimmermann，＆ Greth，1995）。

然而，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区分并不是纯粹的，内隐记

忆中与外显记忆两者可能相互包含。且 Paller 认为内隐记忆的

发生并不一定能通过外显的行为进行测量，故在实验过程中对

于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分离不彻底可能是产生以上差异的一

个原因，所以有关行为学测量的指标的选取也有待商榷和规范。

（二）正常人群的心境一致性记忆研究

以特殊人群为被试的心境一致性记忆的研究外部效度不

高，视角单一，结果难以得到推广，相关机制的解释具有局限

性。所以，越来越多的研究渐渐关注到心境一致性记忆在正常

人群中的作用及其加工机制。

有研究发现，以正常群体为被试，无论是积极的刺激材料

还是消极的刺激材料都会产生心境一致性性错误记忆，且预警

的方式无法消除这一记忆效应的产生，说明该效应在正常人群

中同样是稳定存在的。

此外，还有研究者考察在不同情绪状态下是否存在色彩的

心境一致性的记忆优化效果，结果显示未出现该效应（燕小辉，

许远理，2012）。

由此可见，在有关心境一致性记忆的研究中，伴随着研究

视角的多元化，研究结果的差异化也越来越突出，如在不同角

度下心境一致性记忆是否稳定存在，积极情绪在正常和特殊人

群中的心境一致性记忆作用机制是否相同等。

研究结果的差异化，可能说明该领域在此阶段的研究有着

巨大的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深入完善。心境一致性记忆的研

究从一开始的单一视角到现在的多元化拓展取得了重要进步，

但研究视角与理论内容的分离，使得相关研究对心境一致性记

忆加工机制缺乏解释力。

四、未来研究展望

一方面，心境一致性记忆与心机依存性记忆是两种具有一

定相似性又相对独立的情绪与记忆相结合的产物。在实验研究

的提取阶段，若采取再认的方法，可能会重新激活与刺激图片

一致的情绪，个体当前的情绪状态的得到短暂改变。此时可能

出现心境依存性效应，使得再认的正确率不纯粹受到心境一致

性效应的影响。所以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加规范的提取方式；在

理论研究过程中，联合语义网络模型与编码特异性理论对心境

一致性记忆的解释欠缺针对性，认知图式理论则更加关注抑郁

症人群的心境一致性记忆的解释。所以，后续研究可致力于较

完整的理论构建。

其次，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无创性脑成像技术的

进步，为研究个体记忆的神经基础提供了条件。如 ERP 技术

具有较高的时间精确度，可以对记忆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某一

个或某几个时间窗口进行研究（罗跃嘉，黄宇霞，李新影，

2006）。由于在很多情况下内隐记忆的测量无法通过外显的行

为学实验进行测量，且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电位与部位存在

差异，所以未来在心境一致性记忆的内隐与外显的差异性研究

中，可在规范实验程序的条件下运用 ERP 技术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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