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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导读： 
我们时常会在电视新闻中、报纸上甚至亲眼目睹许多违反道德事件的发生，如暴力犯罪、故意
伤害他人等，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往往诱发了人们负性情绪的产生。那么，人们对违反道德事件
的记忆相对于一般负性情绪事件有何不同之处，经历睡眠会对这些记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
将通过心理学实验进行综合的探究。

摘 要 记忆是信息加工的基础，违反道德事件作为记忆的重要内容，往往诱发了个体较强的
负性情绪。负面情绪记忆的加工是影响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表现出
对记忆主动操纵的失衡，长期处于负性情绪之中会导致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影响。但目前人们
对违反道德的负性情绪记忆进行主动操纵的具体表现仍不为人所知。本文 基于记忆线索操纵范
式，在负性情绪基础上纳入违反道德维度，探究个体对违反道德和一般的负性情绪记忆进行主
动操纵的表现差异。另一方面，睡眠巩固后的负性情绪记忆存在区别于新获得记忆的抑制机制 ，
研究进一步考察睡眠对不同负性情绪记忆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1）人们更愿意主动抑制新
获取的违反道德的负性情绪记忆，而对一般负性情绪记忆则更容易去提取。（2）经历睡眠后，
一般负性情绪记忆的提取效应和违反道德的负性情绪的抑制效应均被削弱。实验结果表明了违
反道德和一般负性情绪记忆在巩固与抑制的主动操纵效应上所存在的差异以及睡眠对两种负性
情绪记忆操纵效应差异的调节作用，增进了我们对于道德情绪记忆经睡眠后储存、提取和抑制
表现的认识。

联系人，E-mail: liuchao@bnu.edu.cn szqin@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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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记忆涉及个体对外界各种不同类型的复杂信息的加工，汇集了方方面面的信息，是个体心
理活动的基础，也是日常学习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每天会从外
部世界接触到成千上万的信息，但是并不会对所有接收到的信息都进行完整地记忆与加工。对
于不同的信息，人们往往会为了建立和管理自身的社会生活准则以及更好地适应外部世界，主
动并有选择性地巩固记忆有用信息与遗忘无用信息。在获取记忆之后，对记忆进行有意地主动
操纵往往能够实现记忆巩固或遗忘的目的。上个世纪，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动机抑制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个体对让自己痛苦的经历或信息会产生十分强烈的遗忘动机，使得这些记忆被主动
压抑在潜意识层面，从而导致了遗忘。因此，当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人、一些地点或者一些物
体与之前的痛苦经历相匹配，人们会主动控制自己的意识，尽量不让相关的信息进入自己的意
识之中，从而减少和阻止信息进一步的接近。

个体出于强烈的动机而遗忘的过程被称为动机性遗忘[1]，这种记忆的主动抑制能力在认知
加工，如语言理解中有着重要的作用[2]。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目睹天灾人祸和疾病等许多负性情
绪事件的发生，但若时时刻刻保留着这些负性情绪记忆，将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产生很大的困扰。
因此，当与这些不愉快或者创伤性的事件相关联的线索出现时，人们不希望回想到这些痛苦经
历和导致悲伤和痛苦重新影响自己，往往会想要去努力地遗忘它。出于强烈动机成功地将不愉
快的经历进行遗忘，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而抑制厌恶记忆的失败，则与许多精神疾病的症
状相关联，包括创伤后压力障碍（PTSD）[3]。抑制控制能力的缺失使得 PTSD 个体不能够像正
常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或通过自主控制而逐渐产生遗忘，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容易触发这些创
伤性的情境并不断进行回想，在脑中一直保持着生动形象的记忆，长期处于负性情绪之中，导
致个体身心受到极大的影响。这种主动控制负性厌恶情绪记忆的能力对于人类认知功能的维护
以及精神健康尤为重要[4]。

情绪与记忆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以往对一般负性情绪的记忆操纵效应研究发现，情
绪的唤醒度和效价会对记忆效果产生影响，人们往往会对情绪唤醒度高的内容，特别是负性情
绪的记忆有着更强烈的操纵动机[5]。记忆的主动操纵效应主要表现为巩固与抑制两个方面。首
先，个体能够对负性情绪产生有效的记忆巩固。研究发现，相比于中性刺激，负性刺激本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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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忆增强的作用[6]。其次，先前研究对于个体能否对负性情绪刺激进行有效抑制操纵仍存在
着争议：一方面，有研究认为新获取的负性情绪记忆能够通过多次反复的线索操纵使得负性情
绪记忆产生抑制效果[7]；另一方面，陈春萍等人的研究则发现了在不同情绪效价上记忆效果的
差异[8]，负性情绪记忆在右侧额中回和额上回上诱发了更小的 LN 和更大的 LPP，反映其对记忆
表征有意抑制过程的控制有效性减弱。因此，综合两个方面的研究结果，相对于主动抑制，一
般负性情绪记忆的巩固提取效应更为突出。

许多创伤性的情境和个体不想要的记忆，我们并不能将其简单地统一概括为一般的负性情
境，有的是自然灾难带来的负性伤害，还有的可能是暴力事件施加的痛苦。这些带有负性情绪
的情境中所包含的违反道德成分，也是个体记忆当中的重要因素。除了一般负性情绪之外，现
实生活中发生的违反道德现象和个体表现出的不道德行为也普遍属于负性情绪范畴，并且以往
对道德的研究也经常与情绪相结合，进而探究情绪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作用。最早在皮亚杰和科
尔伯格的研究中，他们都认为道德判断与行为包含了情绪与认知两个部分,个体在进行道德判断
时还会受到内在情绪的控制，作为对故意违反道德的反应 [9]。情绪唤醒度的高低会对道德判断
产生影响，同时包含有道德内容的刺激同样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情绪唤醒 [10]。来自神经影像学
的研究发现了涉及道德思考的脑区与有关解释和加工社会情绪内容的脑网络存在重叠 [11]，道德
与情绪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然而，目前我们对于在有关违反道德内容的负性情绪情境中人们
对记忆巩固提取和主动抑制操纵的具体表现仍不清楚。本研究首先将纳入违反道德这一因素，
以进一步探究包含违反道德内容的负性情绪记忆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在个体主动操纵的巩固与
抑制效应上的差异。

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目光聚焦在睡眠对记忆的影响上。睡眠是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重要生
理过程，睡眠能够产生记忆的巩固效应，学习后睡眠剥夺损害记忆巩固，而学习后的睡眠有助
于行为改进[12]。柳昀哲等人的研究探究了睡眠对负性情绪记忆的影响，表现在隔夜睡眠之后的
记忆可能经历了在海马和分散式新皮质区域之间功能性组织的显著变化，经过睡眠巩固的记忆
抑制涉及更高的前额叶参与程度，以及更少相伴的海马与杏仁核的分离，同时产生了由海马表
征模式向分散式皮层表征模式的转移[7]，巩固记忆的这种表征方式的特殊性，使得睡眠巩固后
记忆的抑制机制也区别于新获得记忆的抑制机制。睡眠还会影响个体道德观念的相关记忆，胡
晓晴等人的研究利用睡眠削弱了被试先前的社会偏见，增强了刻板印象的训练效果 [13]。因此，
睡眠可能对违反道德内容负性情绪的记忆效果产生影响，我们在探究个体对包含违反道德内容
的负性情绪记忆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进行主动巩固与抑制上表现差异的同时，试图进一步考察
联系人，E-mail: liuchao@bnu.edu.cn szqin@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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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对两种负性情绪记忆操纵效应的作用。
为了探究记忆的动机性遗忘，研究者们在实验室下发明和改进了多种研究范式，包括定向

遗忘范式[14]、白熊范式[15]以及回想/遗忘（Think / No Think, TNT)范式[16]等。回想/遗忘范式是
Anderson 等人在“go/no go”范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他们的研究发现，个体能够通过主动的
执行控制来调节记忆，即随着个体主动提取和抑制次数的增多，对记忆内容产生巩固和遗忘的
有效影响[16]，并且这种通过有意识地主动抑制所带来的记忆遗忘被称为定向遗忘效应。此外 ，
Anderson 等人在 2004 年在之前的实验基础上进行了脑机制层面的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背
外侧前额叶的激活增加以及海马激活的降低能够预测记忆的遗忘程度 [17]，也进一步说明了记忆
能够通过主动控制而产生改变。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对记忆进行主动线索操纵的回想 /遗忘范式，探究个体对违反道德的负
性情绪记忆的主动操纵效应，同时在记忆过程中考察睡眠与道德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假设认
为：首先，与先前的研究一致，一般负性情绪记忆会表现出明显的主动提取效应。其次，违反
道德内容的负性情绪记忆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在记忆的主动抑制效应上会存在差异；最后，睡
眠使得违反道德与一般负性情绪的抑制效应减弱。在实验中，将利用筛选后的包含违反道德内
容和不含违反道德内容两类负性情绪图片刺激，考察记忆内容的获取时间长短，即经历隔夜睡
眠与否，对两类负性情绪记忆的主动操纵效应所产生的影响。

2 实验方法

2.1 被试

实验招募了 30名北京地区的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女生 19名），年龄在 18 至 30岁
之间（M = 22.13, SD = 2.36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并且在最近两个月报告没有睡眠相关的问
题。实验期间特别是第一天记忆训练完成之后当天，被试需要遵循规律的日常作休时间，休息
状态同平时以保证充足睡眠。整个实验任务均为被试在实验室完成，并且要求被试分两天来到
实验室进行两次记忆训练的时间大致相同，以确保训练之间的间隔时间约 24小时，从而尽量减
少时间间隔的差异与其他生活变量的影响。此样本量满足了采用 G*Power 3软件进行的样本量
估计的要求，通过设置中等效应量（η2

p=0.06），一类错误的概率（α=0.05）以及统计检验力
（power=0.8），计算得出最小样本量为 27。所有的被试均在实验之前阅读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
书，实验结束之后每人可获得 120元人民币作为实验报酬。由于在记忆获取训练中，两名被试
联系人，E-mail: liuchao@bnu.edu.cn szqin@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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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图片配对的准确记忆需要超过三个训练周期才能达到实验的要求，与其他被试对部分配
对的记忆程度产生差异，这两名被试被排除在实验之外。

2.2 实验材料

以往研究通常采用面孔、词语、物品和场景图片等的配对形式进行记忆测查[3, 4, 5, 7, 8]。本实
验涉及了多种实验条件设置，若面孔–情境图片配对数量过多，较为考验被试的能力。因此考
虑到被试记忆容量的有限性，我们采用了难度相对较低的物体–情境图片配对的刺激材料，尽
量保证大多数被试在三次记忆之内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准确率。
2.2.1 刺激材料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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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验条件的设置，刺激材料共选取 96 个物体–情景图片配对。首先，96 张物体图片来
自于网站 http://cvcl.mit.edu/MM/，保证刺激材料的一致性。在物体图片筛选时，尽量选择了视
觉复杂度（visual complexity）相近的物体图片[18]，(M ¿2.07 ，SD = .40），如苹果、气球
和杯子等等。所有物体图片均处理为分辨率 150×150 像素的照片。其次，96 张情境图片则来自
于国际情绪图片库（the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19]和网络。先挑选了 120

张负性情绪的情境图片，或一般负性内容，或包含违反社会秩序的不道德内容。随后我们以网
上问卷的形式，针对图片的情绪唤醒度、情绪效价以及道德违反程度分别进行了 9 点量表上的
评分[10]，在情绪效价（愉悦度）上 1代表非常不愉悦，9 为非常愉悦；在情绪唤醒度上为 1代表
非常平静，9 为非常激动；在道德违反程度上为 1代表完全不违反道德，9代表高度违反道德。
依据收集到的 26份问卷结果，从 120 张图片中分别选择了道德违反程度得分最低的 48 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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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3.99, SD = .82）和道德违反程度得分最高的 48 张图片（M = 7.48, SD = .51），以此作为

实验中所采用的一般（Non–moral）和违反道德（Moral violation）的两组情境图片（两种类型
的图片如图 1A）。

图 1 实验刺激图片的筛选。违反道德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两组情境图片示例（A）；在情
绪效价、情绪唤醒度和道德违反程度三个维度下的评分（B）。

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B 中的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Figure 1 Selection of experiment stimuli. Moral-violation and non-moral negative emotion

content picture example (A); Ratings of emotion valence, arousal and moral violation level

(B)

Note: * p < .05, ** p < .01, *** p < .001; The error bars in B represent standard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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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刺激材料的评定

对两组情境图片分别进行情绪唤醒度、情绪效价以及道德违反程度三个维度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两组图片在情绪效价（一般: M = 2.18, SD = .45; 违反道德: M = 2.12, SD = .

45）没有显著差异，t(94) = .62，p = .535，95% CI = [–.12 .24]，在情绪唤醒度（一般: M = 6.33,

SD = .73; 违反道德: M = 6.48, SD = .72）也没有显著差异，t(94) = –1.02，p = .311，95%CI =

[–.44, .14]，都具有高度负情绪效价和高度负性唤醒，而在道德违反程度（一般 : M = 3.99, SD = .

82; 违反道德: M = 7.48, SD = .51）上则存在显著的差别，t(94) = –24.92，p < .001，95% CI = [–

3.77, –3.21]（见图 1B），Cohen’s d = 5.09，效应量较大。因此，这 96 张违反道德与一般的负性
情绪记忆图片符合实验要求而被采纳。96 张物体图片和 96 张负性情绪图片在被试中随机配对
以创建 96 对物体–图片的相关，并且每个被试的 96 个配对均进行了伪随机，即配对内容互不相
同。这些物体–情境图片的相关配对将被随机分配到第 1天和第 2天的训练当中，并且其中 64

个配对用于 Think / No Think任务，另外 32 个配对则作为基线，不进行回想或抑制。
2.3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三因素被试内设计。三个因素分别为（ 1）记忆时间：第一天和第二天，即隔
夜睡眠和新获取；（2）记忆类型：回想、抑制和基线；（3）违反道德与否：一般（不包含道
德内容，Non–moral）和违反道德（包含违反道德内容，Moral violation）。因变量为被试在每
种条件下所报告的物体对应的情境图片配对内容的回忆准确率。

2.4 实验任务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 E–Prime 2.0软件编制、呈现与记录。实验采用以往记忆研究中的经典范式回
想/抑制范式（Think / No Think，TNT），共包含三个阶段：两次记忆获取训练、TNT任务以及
最后的回忆测试阶段（具体流程见图 2）。

（1）记忆获取训练。在 TNT任务前的 24小时（第一天隔夜睡眠）与 30分钟（第二天新
获取）被试进行两次记忆获取训练，每次训练需要完成准确率至少为 70% 的 48 个物体–情境图
片配对的记忆训练，训练中使用 1–3次学习–回想循环进行记忆，每呈现完一遍所有配对后，被
试将仅会被呈现物体来回想对应情境图片中的内容与细节，并进行详细的口头描述，超出 3次
循环仍未达准确率的被试将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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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NT任务。第一天和第二天的训练采用随机顺序呈现 64 个物体，物体周围会随机分
配红色或绿色边框的指示线索，代表“Think”和“No Think”。当物体与绿色边框同时呈现时，
被试需要去努力回想物体对应情境的内容与细节；当物体与红色边框同时呈现时，被试则需要
去努力抑制回想，不要让关联的画面进入意识之中；另外 32 个物体作为基线条件不呈现在屏幕
上。两天训练中回忆、抑制与基线条件下物体对应违反道德与一般负性情绪情景图片数量一致 。
实验程序共 512 个试次，八种实验条件下分别有 8 个物体，每个物体重复 8次。

（3）回忆测查。在 TNT任务半小时之后，通过线索回忆任务对被试进行所有配对的记忆
情况评估。仅呈现物体，被试被要求去回想这个物体相应情境，并尽可能生动详细地口头描述
内容和细节。在被试描述过程中，主试仅可询问“还有更多细节吗？”，不能提供任何其他信
息或询问任何其他相关问题。评估采用三个评分者独立完成的“0–1”计分，减少因主观评分而
产生的误差。只有当被试描述了足够的场景内容和细节，唯一且正确地确定其描述的情境时，
可得 1分，否则为 0分。

（4）其他实验任务与量表测量。第二天在第二次记忆训练和 TNT任务之间，以及 TNT任
务和最后的回忆测查之间的间隔时间中，我们加入了一些其他任务内容。在间隔时间中，被试
完成了与记忆实验本身无关的“看眼读心”任务(Reading the Mood in the Eyes Test, RME) [20]，
任务不涉及记忆与道德内容，仅作为间隔时间内被试的注意分散与转移。在间隔时间中，被试
还完成了一些量表以对个体的心理特质水平进行测查，量表内容涉及：自尊量表（ The self–

Esteem Scale，SES）、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正性负性
情 绪量表 （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 PANAS ） 以 及 人际反 应指针量表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同时也尽量避免被试在这些间隔时间中去回想之前所学
习和记忆或者 TNT任务中的内容，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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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记忆实验流程
Figure 2 Memory experiment procedure

2.5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去除在训练中被试没能记住的配对，随后
对三个评分者的独立评分进行评分者信度评估，并根据评分最终确定每个条件下的回忆准确率。
研究采用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以记忆类型（回想与抑制）、记忆时间（第一天与第二
天）和违反道德与否（一般与违反道德）为三个组内的自变量，以分别减去基线条件后计算的
回忆准确率差值作为因变量进行一个 2×2×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考察三个因素是否存在显著
的主效应以及交互作用，并对交互作用显著的条件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报告方差分析的 η2

p 和单
样本 t检验的 Cohen’s d值，所有方差分析的 p值，首先需要查看是否满足球形检验，若不满足
条件，则采用 Greenhouse – Geisser法进行校正。

3 实验结果

3.1.1 评分者信度

采用肯德尔和谐系数（Kendall's W Test）对三个评分者的独立评分进行信度评估。结果显
示，W = .93，p < .001，因此三个评分者对被试记忆结果的评分较为一致，说明评分质量得到充
分的保证，能够将三个评分者评分的平均值作为被试最终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计算
三个独立评分者对于不同记忆获取时间、违反道德与否的材料下，被试在 Think /No Think 任务
的不同条件中记忆结果的平均准确率，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个因素不同条件下回忆准确率的描述性统计（M ± SD）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call accuracy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three factors

Think / No Think

任务
第一天 第二天

一般负性 违反道德 一般负性 违反道德
基线 .75 ± .18 .67 ± .24 .87 ± .15 .91 ± .11

回想 .79 ± .15 .73 ± .19 .96 ± .07 .91 ± .10

抑制 .73 ± .16 .64 ± .23 .89 ± .16 .84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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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回忆准确率分析结果

研究试图在已有睡眠与记忆控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违反道德内容与睡眠、记忆操
纵方式之间的三因素相互作用下影响记忆效果的表现。因此，本实验首先就三个独立评分者对
被试记忆结果评分的平均准确率，按照记忆类型中的回想条件和抑制条件分别减去基线条件后
计算的差值作为因变量，同时以记忆类型（回想与抑制）、记忆时间（第一天与第二天）和违
反道德与否（一般与违反道德）为三个组内的自变量，进行一个 2×2×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记忆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27) = 12.48，p = .001, η2

p = .32），在减去基线条件后的
回想条件下回忆准确率（M = .47, SD = .10）显著高于抑制条件（M = –.24, SD = .10），表明了
个体能够对记忆进行主动地操纵；记忆时间与违反道德与否的主效应以及交互作用不显著，ps

> .15。对违反道德与一般负性内容和不同记忆获取时间下的回想得分与抑制得分进行比较发现，
对于违反道德的内容，不论记忆时间的不同水平，被试的回想得分均高于抑制得分：第一天经
历睡眠 t(27) = 2.22，p = .035，95%置信区间 CI = [–.18, –.01]；第二天新获取 t(27) = 2.376，p = .

025，95% CI = [–.12, –.01]，对于一般负性内容，新获取条件下回想得分显著高于抑制得分，
t(27) = 2.45，p = .021，95% CI = [–.13, –.01]，而第一天二者没有显著差异，t(27) = 1.31，p = .

202，95% CI = [–.14, .03]。以下将回想条件和抑制条件分别减去基线条件后的回忆准确率称为
回想得分与抑制得分对每个水平进行具体分析，回想得分越高表示记忆提取效应越强，而抑制
得分越低表示记忆抑制效应越强。

首先，针对假设中的主动提取效应即回想得分在各条件下的比较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一
般负性情绪记忆在新获取时表现出的主动提取效应。如图 3A 所示，在不同记忆获取时间和是
否违反道德组成的四个具体条件下，将四个条件的回想得分与 0比较进行单样本 T检验。结果
发现，仅第二天新获取的一般负性内容的回想得分与 0 有显著的差异， t(27) = –2.96，p = .

006，95% CI = [.03, .16]，Cohen’s d = .56，即一般负性内容的回忆准确率显著高于基线，存在
新获取一般负性内容的记忆提取增强效应；随后，对假设中的主动抑制效应即抑制得分在各条
件下的比较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违反道德记忆在新获取时表现出的主动抑制效应。如图 3B

所示，将不同记忆获取时间和是否违反道德的四个具体条件下的抑制得分与 0比较进行单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仅有第二天新获取的违反道德内容的抑制得分与 0 有边缘显著的差异，
t(27) = –1.76，p = .089，95% CI = [–.15, –.01]，d = .331，即违反道德内容的回忆准确率显著低
于基线，存在新获取违反道德记忆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的比较表明了违反道德记忆与一般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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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记忆在回想和抑制两种不同记忆操纵方式上记忆效果的明显差异。
最后分析假设中睡眠对记忆效果影响的表现，我们发现了睡眠对一般负性情绪记忆的主动

提取效应以及违反道德记忆的主动抑制效应的削弱。结果分析发现，仅在第二天新获取条件下，
一般负性内容的回想得分显著高于违反道德内容的回想得分，t(27) = 2.20，p = .037，95% CI =

[–.19, –.01]；第一天睡眠条件下，二者没有显著差异，t(27) = –.39，p = .698，95% CI = [–1.38, .

09]。在控制了 RME任务准确率变量的影响之后，第二天新获取条件下，回想得分的一般负性
与违反道德内容的差异仍然存在且更加显著，p = .014；抑制得分的一般负性与违反道德内容的
差异达到了边缘显著，p = .094；在第一天睡眠条件下，不论回忆得分还是抑制得分的不同道德
类型内容仍没有显著差异，p = .722 与 p = .854。同时，单样本 T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天一般负

性与违反道德回想与抑制得分与 0比均不显著：一般负性回想得分，t(27) = 1.14，p = .26，95%

CI = [–.03, .10]；一般负性抑制得分，t(27) = –.48，p = .64，95% CI = [–.10, .06]；违反道德回想
得分， t(27) = 1.14，p = .26，95% CI = [–.05, .17]；违反道德抑制得分， t(27) = –.66，p = .

51，95% CI = [–.13, .07]，表现了记忆操纵效应仅存在于第二天新获取条件。结合以上结果可说
明，新获取记忆在违反道德与一般负性内容上存在分离的操纵效应，具体表现为个体对一般负
性内容主动回想倾向和违反道德内容的主动抑制倾向。但是经历睡眠后，不论回想还是抑制条
件的回忆准确率均与基线相近，说明了睡眠使得个体对记忆的主动操纵效应被削弱或消除。
联系人，E-mail: liuchao@bnu.edu.cn szqin@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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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不同记忆获取时间和是否违反道德条件下的回想得分（A）和抑制得分（B）。
 注: † p <.099, * p < .05, ** p < .01, *** p < .001；A 和 B 中的误差线为标准误

Figure 3 Recall score (A) and suppression score (B) under different memory acquisition time

and moral violation conditions

4 讨论

本研究在经典的 Think / No Think 范式的基础上，在负性情绪记忆内容中新引入了是否违
反道德这一维度，并且鉴于以往研究的结论与发现，睡眠同时是记忆与道德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因而将隔夜睡眠这一因素也考虑了进来，从而综合探究睡眠与道德情绪对记忆操纵表现的
影响。实验结果首先发现了与以往研究一致的主动操纵效应，在总体上主动回想条件下的回忆
准确率高于抑制条件，正常个体能够通过回想或抑制的线索操纵，即主动的执行控制对习得的
记忆进行有意识地巩固与遗忘[3,16, 17]。随后具体的条件分析在新获取条件下发现了一般与违反道
德的负性情绪记忆之间巩固与抑制的主动操纵效应差异，而这种差异在经历睡眠之后消失。
4.1 违反道德与一般的负性情绪记忆的巩固与抑制操纵效应比较

负性情绪记忆内容本身是否违反道德会影响记忆的主动操纵效果，个体对违反道德与一般
的负性情绪记忆进行主动操纵所产生的效应不同。具体来说，对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更容易被
主动回想，而对于违反道德内容的负性情绪记忆则更容易被抑制。

情绪通常利用效价和唤醒度两个维度进行表征，情绪刺激对外显记忆具有增强的作用，情
绪性材料更容易被记住，海马在编码和巩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1]。有研究发现，相对
于中性刺激，效价为负性且唤醒度高的情绪刺激，往往具有记忆的促进效应 [6, 22]，且随着负性
情绪强度的升高，记忆的回想再认逐渐提高 [23]。在本研究中，由于材料的唤醒度与效价进行了
评分一致性处理而不存在差异性，因此个体对于新获取的一般负性情绪记忆进行主动回想操纵
后的回想准确率较高，使得记忆效果得到了巩固与提升。另一方面，对记忆的直接抑制操纵会
产生记忆定向遗忘效应，但目前的研究对这一效应在负性情绪刺激上的作用仍存在争议：已有
研究结果发现经过线索操纵，新获取的负性情绪刺激得到了有效抑制 [7]，也有观点认为情绪性
刺激会导致这种定向遗忘效应的失败 [24]，特别是高唤醒度的刺激往往会继续保持鲜明与生动，
而低唤醒度的记忆遗忘效应仍然存在。本研究中的负性情绪刺激均具有高负性效价与高唤醒度
的特点，在新获取条件下表现出较强的提取增强作用和较弱的定向遗忘效应。
联系人，E-mail: liuchao@bnu.edu.cn szqin@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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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道德事件往往会诱发负性情绪，除一般负性情绪内容记忆外，研究加入了包含违反道
德内容的刺激材料，且这类内容同样被评定为负性情绪图片，效价和唤醒度与一般负性情绪图
片一致，因此违反道德和一般负性两个条件的记忆在主动操纵效应上的差异，应当与记忆图片
本身是否违反道德有关。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表现不同，实验结果发现在新获取条件下，个体
对违反道德内容更容易遗忘，主动抑制的效应更强。以往研究发现，人们会对于自己所做出的
违反道德行为，如不诚实行为进行辩护，并表现出对那些与自己的不诚实行为相关信息的主动
遗忘，回忆不诚实行为的生动程度低于回忆诚实行为的生动程度 [25]。本实验中，虽然违反道德
的负性情绪记忆内容与被试本身的行为无关，但仍然存在对此类记忆比一般负性情绪记忆更强
的主动遗忘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个体对违反道德行为本身的主动遗忘倾向。个体有关于
道德的记忆往往是基于人类记忆思维活动的意向性而产生的，并且通常表现为一种选择性记忆
活动[26]。包含违反道德内容的图片，是包含存在明显的违反社会秩序行为与过程或者暴力事件
场景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显示出了图片所包含的社会性，可能带来了更多不美好的体验 ，
个体选择对其进行更多的有意遗忘符合了思维的选择偏向。道德行为包含两个可区分但不可分
离的方面：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Greene 等人提出了道德的双加工理论，认为情绪和认知是人
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难以分离的过程，一个过程是由情绪诱发的自动化情绪直觉，而另一个过
程则是由认知过程产生的理性推理，包含认知努力的过程 [27]。在记忆训练的阶段，个体被要求
对新接触的违反道德内容进行准确详细地记忆，因此需要被试针对内容进行细致地判断，需要
认知加工与情绪的加工的共同参与。而在最后的回忆测查阶段，被试对已经形成记忆并进行主
动操纵后的违反道德内容进行单纯地回忆，可能更多的是顺应了被试内在的道德直觉与情感选
择偏向，导致在回忆的过程中提取更加困难。

4.2 睡眠对记忆操纵效应的削弱
人脑记忆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地遗忘，新获取的记忆会比前一天获取的记忆回忆

准确率更高。然而，部分记忆会经睡眠后选择性存储并固化下来 [28]。更重要的是，记忆操纵的
有效性会在经历睡眠之后减弱。我们的实验结果发现，在经历睡眠之后，第一天获取的记忆回
想与抑制条件下的准确率更靠近基线条件，不论是一般还是违反道德的负性情绪刺激，主动的
回想和抑制效应均被削弱。睡眠消除了定向遗忘效应，在 Abel 等人的实验中，被试进行了包括
有规律夜间睡眠的或者始终清醒的 12小时后的定向遗忘任务，结果发现睡眠会使遗忘效应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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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回想与抑制条件之间的回忆准确率没有差异，而始终清醒情况下定向遗忘效应仍然存在
[29]。睡眠使得线索操纵训练效应减弱，而在睡眠中对线索的重激活能够延长训练效果。对于道
德相关的记忆研究发现，睡眠中记忆线索的重激活使得之前反刻板印象的训练效果在一周后仍
然存在，经历睡眠却没有进行线索重激活的个体训练效果则未继续维持 [13]。在本研究中，第一
天训练中获取的线索和违反道德与一般负性情绪图片配对的记忆效果，会在个体经历睡眠之后
有一定程度的消退，从而导致随后没能产生有效的线索操纵效应，而未经历睡眠的新获取记忆
回想与抑制的主动操纵效应依然存在，表现为违反道德记忆的有效抑制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的
有效提取。之前的记忆模型认为，记忆的主动抑制是受到海马调控的过程，而睡眠能够通过前
额叶和新皮层通路以使获取的记忆得到进一步加工和巩固，不依赖于海马的调控 [7]，因此睡眠
弱化了固化记忆的控制，导致记忆的主动操纵效应在经历睡眠后产生了消退。睡眠调节了负性
情绪记忆操纵效应，削弱了违反道德内容的动机性遗忘效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睡眠使得
个体对社会环境的威胁，如危及人身安全的违反道德事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警惕，有助于个体
自身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本文的主要结果指标为被试回忆测查中记忆准确率，是基于被试的回忆，由三个评分者进
行评分并评估了评分者信度，以此结果得到的行为学指标仅能描述表面现象，而无法对行为表
现进行深层次的内在机制的解释。除了行为表现之外，负性情绪内容的记忆可能诱发被试的皮
肤电生理指标的变化，脑成像指标则能够提供行为背后神经机制层面的证据，应当结合多种数
据分析结果以得到较为完整综合的解释。因此，本研究未来将考虑利用生理与脑影像指标进行
内在机制的进一步探讨。本研究试图对违反道德记忆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之间在记忆操纵表现
上的差异性进行探索，但由于本实验存在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如被试睡眠质量的精确控制 ，
以及其他不在本实验中考虑的潜在混淆变量，导致该实验的效应量降低，因而造成了实验在新
获取条件下的违反道德记忆的主动抑制效应结果的边缘显著，这一结果仅能够表明违反道德记
忆主动抑制效应的倾向性，未来仍需更多的证据，如增加被试量以增强效应或通过个体记忆过
程中生理指标的表现来支持实验结果。另一方面，对比第一天睡眠条件下违反道德记忆主动抑
制效应的消失，本结果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违反道德记忆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在记忆操纵上
所不同的主动抑制效应，在本实验中违反道德记忆的主动抑制效应要弱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的
主动提取效应。此外，本研究在被试内纵向考察了在记忆获取后，个体所经历的睡眠过程对记
忆操纵效果所产生的影响，若能够进一步考察个体在获取记忆之后的 24小时内无睡眠状态下影
响记忆操纵效果的横向对比，将对当前实验结果提供一个更加有力的证据来支持睡眠在记忆操
联系人，E-mail: liuchao@bnu.edu.cn szqin@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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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效果上的作用。研究中将刺激记忆内容分为了两个水平，分别是包含违反道德内容以及不包
含违反道德内容的图片，但如这些道德行为和场景记忆与自己相关，或后果涉及到了自身的利
益与代价时，人们的记忆操纵会存在怎样的效应仍然不为人知，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对刺激材
料进行更细致的控制，以及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探究。现有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
人们逐渐学会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会主动抑制无关信息的加工从而提高工作记忆的容量 [30, 31,

32]。而情绪调控能力的失衡，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个体抑制能力较差，不能对已获取
的记忆进行有效的遗忘[3]；具有执行功能障碍的抑郁症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往往也存在很多情
绪控制的问题[31]；抑郁水平高的个体往往处于低情绪唤醒状态，对情绪识别有障碍，且道德认
知能力受限[33]。情绪调控能力与个体的执行功能密切相关，情绪及认知功能障碍或失衡可能会
对于道德记忆的抑制作用产生影响，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探究在情绪与认知障碍的精神疾病个
体上睡眠对道德记忆的影响，为临床诊断与应用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此外，本研究中睡
眠对违反道德内容记忆的抑制削弱作用这一发现，在探究监狱罪犯对自身违反道德行为的情绪
管理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5 结论

本研究在负性情绪的基础上探究包含违反道德内容的负性情绪记忆在回想与抑制操纵上的
表现，结果发现了违反道德与一般的负性情绪记忆在主动操纵效应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具体表
现在相比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违反道德的负性情绪记忆显示出更强的抑制控制效应，而一般
负性情绪记忆则存在明显的提取增强效应。值得强调的是，经隔夜睡眠固化后削弱了违反道德
与一般负性情绪记忆在主动操纵表现上的差异，违反道德的负性情绪记忆的遗忘抑制效应被减
弱。这些结果为理解人脑道德情绪记忆经睡眠后储存、提取和抑制之间交互关系提供新的科学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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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ing of negative emotion memory is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human mental health and

the ability to manipulate negative emotion memory is crucial for mental health. It is beneficial for

individuals to be highly motivated to successfully forget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However, people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often  show  an  imbalance  in  voluntary  memory

manipulation.  They  are  unable  to  regulate  memories  of  emotions  and  are  exposed  to  negative

emotions for a longer time, which over time will lead to greater damage to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itnessing moral violation may induce negative emotions in real life, but it is still unknown if

when faced with memories of negative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moral violation content, whether the

process of suppression and recall manipulation would be different for non-moral content. A previous

study found that overnight sleep could weaken the effect of suppression on memory.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irst  selected  120  pictures  and  recruited  participants  to  rat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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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arousal, valence, and morality on a 9-point scale in an online survey. After selecting and

matching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with similar emotional arousal and valence and distinguishable

morality  (non-moral  vs.  moral-violation)  in  the  online  ratings,  28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remember the stimuli paired with the cue objects after two days’ training (overnight sleep vs. newly

acquired condition) and then they had a think/no-think task (TNT) (recall vs. suppression vs. baseline)

to intuitively suppress and recall these pairs. After the TNT task, a recall test was conducted to record

vocal memory performance, which was scored by three scorers. The scorer reliability was measured,

and showed high quality. We determined the recall score by compu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call

accuracy  and  baseline  accuracy,  and  found  the  suppression  score  to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ppression accuracy and baseline accuracy. Then a 2×2×2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with within-

subject factors of training time, cue manipulation, and morality was performed. The results of the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and the paired t-test  analyses showed that  memory could be adjusted

through  conscious  cue  manipulation,  and  negative  memory  with  different  moral  content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manipulation effects. Specifically, in the newly acquired condition, the recall

score in non-moral memor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th zero and the recall score in moral

violation, while the suppression score in moral violation memory was both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zero and marginally lower than the suppression score in non-moral pairs. Additionally, compared with

the  newly  acquired  condition,  both  the  memory  enhanced  effect  in  the  non-moral  pairs  and  the

memory forgotten effect in the moral violation memory pairs faded in the overnight sleep condition.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both the retrieval of non-moral content and the suppression of moral

violation content in negative emotion memories were significant when newly acquired; and overnight

sleep could eliminate the influences of retrieval and suppression manipulation. These results manifest

the effects  of  morality  on negative emotion memory which can be weakened by overnight sleep

consolidation. The present study exte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moral emotional memories are

stored, retrieved, and repressed after sleep.

Keyword: overnight sleep; moral violation; negative emotion; memory suppression;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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