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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主要考察不同性别及有无失恋经历的个体在不同类型积极事件记忆上的差别问题。研究采用2（性

别：男、女）×2（失恋经历：有、无）×3（图片类型：与爱情有关、与爱情无关及中性）的混合实验设

计，实验任务是让有无失恋的男性和女性记住三种类型的图片后进行再认任务。当个体无失恋经历时，男性

和女性对于与爱情有关、无关以及中性事件的记忆正确性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失恋经历会改变不同性别个体

对相关事件的记忆模式，使不同性别个体在与爱情无关的积极事件的记忆正确性显著变差。个体的性别和负

面经历会影响积极事件的记忆，而这种影响会随着积极事件内容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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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事件，尤其是带有情绪色彩的事件，会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编

码存储到大脑中。根据不同的效价，可以把情绪事件分为积极事件、中性事件和消极事件。积极事件能

够调整个体当前的生活状态和情绪感受，在个体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积极的事件能多

大程度地被记住，与个体特征及个人经验等因素密切相关。例如，不同性别个体在积极事件的记忆能力

并不完全相同［1，2］。而在经历创伤事件后，人们对于积极事件的记忆可能发生变化，导致他们对相关积

极事件的记忆能力相比于经历创伤事件前会有所不同［3，4］。然而，以往研究并没有同时考察个体特征与

经历是否同时影响个体对积极事件的记忆。由此，本研究以失恋作为负面经历，考察相关经历对不同性

别个体积极事件记忆的影响，以回答个体特征及个人经验等因素对积极事件记忆的影响问题。

情绪记忆的增强效应认为，带有情绪性的刺激（如积极刺激）更容易被记住［5-8］。这是因为个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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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更多地认知资源编码和加工积极和消极的刺激，以至于它们有更多的细节或者片段被记住，从而能

更好地被检索［9-11］。可是从实证层面上，却发现并非所有情境都存在情绪增强效应。一般而言，研究者

采用学习—再认范式，让被试学习积极刺激（如图片、面孔、词语、声音等）及其他情绪的事件（如消

极事件和中性事件），而后比较积极事件与其他事件在记忆上的差别。使用该范式，阿德尔曼（Adelman） 

和埃斯蒂斯（Estes）在研究中发现，与中性效价的事件相比，积极和消极的情绪效价的事件记忆效果更

好［12］。凯特利（Keightley）等人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果［13］。可是，韦默（Weymer）等人发现，虽

然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的击中率比中性图高，可是消极图片的击中率比积极图片的击中率高［8］。这可

能与积极和消极图片的唤醒度有关，情绪效价相同的刺激材料，在唤醒度不同的情况下所导致的个体对

信息的加工机制会不同，从而影响记忆效果。

除了记忆效果以外，研究者还考察了情绪效价对事件细节和事件主旨的记忆影响。有研究发现，积

极事件与中性事件相比，若事件项目数是多个时，积极事件的记忆往往优于中性事件［14］。但是记忆任

务一旦涉及一些细节（如时间顺序、事件的具体决策等），相比于中性事件，积极事件记忆的优势就不

再明显了。以上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积极事件的即时记忆，即在记忆任务完成后，立即测试记忆效果。部

分研究还关注延时记忆，即在记忆任务完成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测试，而是在相隔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记

忆效果的测试。有研究发现，在延迟 4 周后的测试任务结果中，相比于中性图片，积极图片的记忆效果

显著增强［15］。可是，布克班德（Bookbinder）在一周后的延迟测试中发现，虽然积极的图片再认准确率

比中性的图片要高，可是在同一类别中展示更多的图片会增加对消极内容有关细节的记忆，会降低对积

极内容和中性内容有关细节的记忆［16］。

总体而言，虽然以往研究总体上发现情绪，尤其是积极情绪的记忆增强效应，可是部分研究发现这

一效应的显著与否还与其他因素（如刺激的唤醒度、刺激的背景及回忆的内容等）有关。

以往研究曾考察不同性别个体对于积极事件记忆的差异性，但是结果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在自由回

忆任务中，有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回忆积极情绪事件［1，17］。但在其他研究中，却没有发现相似

的结果［18，19］，如与自我实现有关的积极事件（如参与志愿活动、提升个人才艺）的记忆也没有性别差

异［20］。这些结果可能暗示，研究范式会影响积极事件记忆的个体差异。而安东内拉（Antonella）等直

接考察相关问题［21］。他们在同一研究中分别采用自由记忆和再认任务探究积极事件记忆的性别差异，

结果发现在自由回忆任务中男性的回忆量受情绪材料的影响，相比于中性故事材料更容易回忆起唤醒度

高或低的故事，而女性被试不受影响；在再认测试中没有得出性别差异的结果。

另外，事件的效价和唤醒度都会影响积极事件的有关记忆。因此，格拉泽（Glaser）等人在控制唤

醒度的背景下考察积极事件记忆的性别差异问题［22］。结果发现，在高唤醒度的前提下，男性和女性都

对积极图片的记忆效果较好，可是在低唤醒度的情况下仅有女性对积极图片的记忆比消极图片更好。

在有关负面或创伤性经历的研究中发现，这些负性经历会损害个体的记忆，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抑

制带有积极色彩的事件的记忆［3，4］。如波斯特（Poster）和伯特（Birt）发现，经历了创伤后的个体在一

段时间内很难回忆起积极的生活事件［23］。近年关于童年时期负面经历的研究得出，童年受到虐待（包

括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被试在对积极事件图片的再认任务中表现不如没有受到童年虐待的被试［24］。

这些研究都表明，负面经历会损害个体对积极事件的记忆。

虽然以往研究已经考察负面经历对积极事件记忆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特、伯特［23］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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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薇［24］提到的积极事件可能与负面经历有关联（如童年受虐待的被试，记忆的积极事件可能是虐儿事

件受到社会关注），也可能是没有关联的（如记忆的积极事件是考试取得满分）。因此，目前的研究结

果尚不清楚负面经历与积极事件的关联与否是否影响对积极事件的记忆。

总体上，事件的积极内涵会影响个体的记忆，而这种积极事件的记忆效应会受到个体特征（如性别）

和经历（如负面经历）的影响，虽然这种效应还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唤醒度和实验范式等）。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言，虽然以往研究曾考察负面经历对积极事件记忆的影响；可是，在这些研究

当中，负面经历与积极事件的关联性是不明确的。目前尚不清楚负面经历影响的是与之有关联的积极事

件的记忆还是影响与之无关的积极事件的记忆。

另外，虽然以往研究曾分别考察个体的特征（如性别）及经历（如以往负面经历）对积极事件记忆

的影响；然而，据笔者所知，并没有研究同时考察这两个因素是否共同影响积极事件的记忆。同时考察

这两个因素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个体的内部特征与经历对积极事件记忆的影响问题。

由此，本研究主要考察个体的特征及经历对与经历无关的积极事件记忆的影响问题。为此，本研究

将通过观察不同性别个体在积极事件上的记忆了解个体的特征对积极事件影响的问题。关于以往经历，

本研究将以失恋经历为例，给被试呈现与恋爱有关和无关的积极事件考察负面经历对积极事件影响问题。

采用失恋经历作为负面经历的原因有二：第一，处于成年早期的个体失恋十分普遍，有利于相关样本的

获取。第二，本研究需要考察与负面经历有关和无关的积极事件在记忆上的差异性。然而，一般的积极

事件难以与负面经历关联起来（如强奸）。而与恋爱有关的事件一般被认为是积极事件，因此失恋这种

负面经历能够较容易地找到与之相关的积极事件。

为此，本研究将通过实验，观察不同性别及有无失恋经历的个体在不同类型积极事件记忆上的差别

来考察相关问题。在正式实验之前，通过评定图片筛选出符合实验要求的图片材料——与爱情有关的和

无关的积极图片及中性图片。正式实验的任务是让有无失恋的男性和女性记住以上三种图片后进行再认

任务，考察性别与失恋经历同时影响与恋爱无关的积极事件记忆。

一般而言，女性对积极事件的记忆效果比男性好［1］。另外，以往研究发现经历过负面经历的个体

会抑制与负面经历相关积极事件的记忆［3，4］。由此，本研究假设，对于没有失恋经验的个体而言，女性

对积极事件的记忆优于男性；可是失恋会损害积极事件的记忆，导致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减少。更重

要的是，与恋爱有关的积极事件可能会让曾经失恋的个体引起对以往恋爱经历和分手过程的回忆，从而

引起沮丧、失落、懊恼等负性情绪。而负性情绪一般认为能够提高个体的记忆水平［25］。因此，失恋可

能仅损害与恋爱无关的积极事件的记忆，而不损害与恋爱有关的积极事件的记忆。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包括 48 名有失恋经历（男女各半，年龄范围为 18 岁至 29 岁；平均年龄为 22.08，标准差为 2.21）

的被试和 48 名无失恋经历（男女各半，年龄范围为 18 岁至 27 岁；平均年龄为 20.92，标准差为 1.85）的被试。

所有被试都是成年未婚、无重大精神疾病、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对于有失恋经历的被试而言，一半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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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动提出分手的，而另一半被试是被动提出分手的。他们距离上一段失恋经历的时间范围为 1 ～ 70 个月。

2.2  刺激

本实验的刺激材料共包含 180 张图片，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中性图片

各 60 张，且随机分为新图和旧图各半。图片来源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CAPS）和网络搜索。所有图片的内容中都包含有人物和动画。其中，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包含有亲密

关系中的真实情侣人物和动画情侣人物；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也是以真实人物和动画人物为主，且图

片中人物能较明显展示出愉悦的表情；在中性图片中，图片场景的情绪内涵不明显。所有图片经 Adobe 

Photoshop CS6 处理后，分辨率统一为 500×500 像素，并对亮度和对比度进行了匹配处理。

关于图片与爱情相关程度、效价和唤醒度三个维度的评定，由随机招募的 50 名在校大学生被试完成，

其中男性 25 名，女性 25 名。所有被试正常健康，无色弱或者色盲者，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

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后给予报酬，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被试需要在图片呈现过程中对图片的

效价、唤醒度、与爱情的相关程度进行 9 点评分。对于效价而言，1 表示“非常不愉悦”、5 表示“一般”、

9 表示“非常愉悦”；对于唤醒度而言，分数越高表示兴奋程度越高，具体来说眼前一亮、令人敏感、刺激、

激动代表唤醒；对于与爱情的相关程度而言，分数越高表示图片内容与爱情的关系越密切。被试所有图

片先完成效价的评定，再评定唤醒度，最后是与爱情的相关程度的评定。对评定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使不同类型的图片在各个维度上满足以下要求：在效价上，与爱情有关和无关的积极图片的均值

需大于 6.0，中性图片的均值在 4.5 至 5.5，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和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无显著差异，

但两种积极图片和中性图片需有显著差异；在唤醒度上，与爱情有关和无关的积极图片的均值需大于 5.0，

中性图片的均值需小于 4.0，两种积极图片的差异不显著，但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与中性图片、与爱

情无关的积极图片与中性图片均需差异显著；在与爱情的相关程度上，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均值需大

于 6.5，其余两种则需小于 4.0，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与其余两种图片的差异需显著。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效价上，效价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2，92）=32.84，p<0.001，η p
2=0.41）， 

事后检验结果发现，爱情图片的效价比中性图片高（p<0.001），积极图片的效价比中性图片高（p<0.001），

而爱情图片与积极图片差异不显著（p=0.305）。在唤醒度上，主效应差异显著（F（2，92）=65.39，

p<0.001，η p
2=0.58），事后检验结果发现，爱情图片比中性图片高（p<0.001），积极图片比中性图片高

（p<0.001），而爱情图片和积极图片差异不显著（p=0.232）。在与爱情的相关程度上，主效应差异显著 

（F（2，92）=328.08，p<0.001，η p
2=0.87），爱情图片比积极图片高（p<0.001），爱情图片比中性图

片高（p<0.001），而积极图片与中性图片差异不显著（p=0.335）。

表 1  三类图片分别在效价、唤醒度和与爱情相关程度上的得分（M±SD）

Table 1 The scores of three types of pictures in terms of valence, arousal and love (M±SD)

效价 唤醒度 与爱情相关程度
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 6.45±0.22 5.37±0.24 7.63±0.14
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 6.28±0.20 5.02±0.26 2.55±0.20

中性图片 4.56±0.19 3.69±0.21 2.4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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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筛选出的三类图片在各个维度上满足本研究实验材料的要求，证明刺激是有效且可用作

本研究实验的材料。

2.3  程序

实验前向被试介绍实验内容和流程，并说明保密原则，请被试签订知情同意书，实验程序的呈现和

数据收集采用 E-prime 2.0 软件。实验分为两个阶段，即编码阶段和再认阶段。在编码阶段，被试首先

看到实验指导语，在阅读并清楚明白实验流程后按键正式开始。开始实验时，屏幕中央出现“+”注视

点 500 ms，注视点消失后随机出现图片，图片呈现时间为 2000 ms，不同类型的图片呈现顺序是随机的。

被试的任务是集中注意力在屏幕上，是记住所有呈现的图片。每隔 30 张图片将会有一次休息，休息时

间由被试控制，休息完后继续按键开始记忆图片任务。

所有的图片编码后，被试会阅读下一阶段的指导语，清楚实验任务后按键进入再认阶段。在再认阶段，

被试首先看到屏幕中央出现的“+”注视点，时间为 500 ms。注视点消失后会有 500 ms-800 ms 的随机空

屏，然后随机出现图片，图片呈现时间为 2000 ms，不同类型的图片呈现顺序是随机的。被试的任务是

对呈现的图片是否在编码阶段见过进行按键判断，对于一半的被试而言，见过按“F”键，没有见过按“J”

键；对于另外一半被试而言，反应键是相反的。每隔 30 张图片将会有一次休息，休息时间由被试控制。

编码阶段每张图片呈现 1 次，再认阶段每张图片呈现 1 次。因此，实验总共有 180 个 trials。两个阶段实

验总共需要花费 30 分钟。

编码阶段

再认阶段

500 ms          2000 ms               500 ms          2000 ms              500 ms          2000 ms       

500 ms 500 ms500-800 ms 500-800 ms新旧判断
2000 ms

新旧判断
2000 ms

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 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 中性图片

旧图 新图

图 1  实验流程图

Figure 1 Experimental procedure chart

3  结果

3.1  准确性

对再认的准确性进行 3（图片类型：爱情有关的积极、爱情无关的积极和中性）×2（性别：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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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2（组别：无失恋和失恋）进行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图片类型和性别的主效应差异显著 

（F（2，172）=4.25，p=0.016，η p
2=0.04；F（1，92）=6.15，p=0.015，η p

2=0.06）。多重比较结果发

现，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的再认率显著高于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的再认率（p=0.041），而与爱情有

关的积极图片与中性图片（p=0.102）、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和中性图片的再认率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

（p=1.000），女性对图片的再认率显著高于男性，而组别的主效应并不显著（p=0.636）。

在两重交互作用上，仅有图片类型和组别的交互作用差异显著（F（2，184）=3.53，p=0.031，

η p
2=0.04）。简单效应结果显示，对于无失恋经历的被试而言，虽然图片类型的效应虽达到边缘显著 

（F（2，92）=4.25，p=0.099，η p
2=0.05），可是多重比较结果却并未发现不同图片的再认率之间存在显

著性差异（p ≥ 0.177）。对于有失恋经历的被试而言，图片类型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2，76）=5.15， 

p=0.008，η p
2=0.10）。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的再认率显著高于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以及中性图片

的再认率（p=0.034 和 0.036），而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和中性图片的再认率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p=0.841）。

更 重 要 的 是， 图 片 类 型、 性 别 和 组 别 三 重 交 互 作 用 差 异 显 著（F（2，184）=4.62，p=0.011，

η p
2=0.05）。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对于没有失恋经历的被试而言，图片类型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差异显著 

（F（2，92）=3.48，p=0.035，η p
2=0.07）。对于男性而言，不同类型图片差异不显著（p=0.954）。对

于女性而言，不同类型图片差异显著（F（2，46）=7.19，p=0.002，η p
2=0.24）。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

片的再认率显著高于中性图片的再认率（p=0.003），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的再认率也略微高于中性图

片的再认率（p=0.086），可是与爱情有关和与爱情无关的图片的再认率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p=0.636）。

而对于有失恋经历的被试而言，图片类型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199）。这是因为不同性别个体

在图片类型上的效应相似的（F（2，76）=5.15，p=0.012，η p
2=0.10），即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的再

认率显著高于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及中性图片的再认率（p=0.034 和 p=0.036），而与爱情无关的积极

图片和中性图片的再认率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p=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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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0.40

0.20

0.00

** *       * *       *

男                                  女 男                                  女

无失恋 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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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准确率

Figure 2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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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反应时

对再认的反应时进行 3（图片类型：爱情有关的积极、爱情无关的积极和中性）×2（性别：男 

和女）×2（组别：无失恋和失恋）进行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92）=8.30， 

p=0.005，η p
2=0.08），男性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女性。而图片类型和组别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0.876 和

p=0.071）。

表 2  反应时（M±SD，ms）

Table 2 Response time (M±SD, ms)

无失恋经历 有失恋经历
男 女 男 女

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 974.84±126.06 855.26±91.68 958.07±129.83 936.24±100.86
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 955.32±118.66 864.09±93.78 972.76±145.04 947.37±118.35

中性图片 946.42±126.22 876.05±84.29 977.04±168.73 923.16±106.13

在两重交互作用上，图片类型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592），图片类型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p=0.780），组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p=0.178）。在三重交互作用上，也未发现图片类型、

性别和组别的反应时之间有显著差异（p=0.078）。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考察失恋经历与性别是否影响与爱情有关和无关积极事件记忆，探讨个体经历与特征对

积极事件记忆的影响问题。结果发现，当个体没有遭遇过失恋时，男性在记忆不同类型图片时的准确性

差异不显著，可是女性对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的记忆效果优于中性图片。然而，遭遇失恋会导致男女

双方在与恋爱无关的积极图片的记忆上显著下降，并显著低于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和中性图片的记忆

效果。因此，实验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和负面经历会影响个体对积极事件，尤其是与经历无关的积极事

件的记忆。

当个体没有遭遇过失恋时，男性在记忆不同类型图片时的准确性没有显著性差异；可是对于女性而

言，她们在爱情图片上的记忆显著高于其他图片。这可能与不同性别个体的社会需求不同有关。本研究

招募的被试的年龄范围集中在 18 ～ 25 岁，在这一年龄阶段，男性被赋予更高的社会期望，也具有较高

的社会需求，他们更希望在当前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而对亲密关系的需求相对不是太高［26］。因此，

对于他们而言，爱情相关和无关的信息并无太大区别，因此他们对于不同类型图片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然而，对于女性而言，建立亲密关系可能是这一年龄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她们在面对与爱情有关的

信息时更为敏感，导致对相关图片的记忆显著高于中性图片。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与爱情无关的积极图片与中性图片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如上文所言，情

绪的增强效应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刺激的背景及回忆的内容等）［12，13］，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相

关积极图片的情绪增强效应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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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失恋会导致不同性别个体的记忆模式发生变化，具体体现在与爱情无关的情绪图片的

记忆显著降低，甚至低于与爱情有关的图片及中性图片的记忆。这可能是因为当个体遭遇负面经历时，

相关经历会减弱个体对生活事件，尤其是非消极事件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当事件与以往经验是冲突时，

这种减弱可能更加明显。失恋经历在情绪上是消极的，而积极事件则是积极的，二者在情绪上是冲突的。

因此，当失恋的个体看到与爱情无关的积极事件时，其负面的经历与当前积极的情绪状态产生冲突，导

致个体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资源减弱这种冲突。而又由于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此种情境下被

试能够用于记忆积极事件的资源会减少，导致对相关图片的记忆有所下降［27，28］。

可是，失恋对积极事件记忆的影响仅出现在与爱情无关的积极事件，却没有出现在与爱情有关的积

极事件的记忆上。这可能是因为虽然本研究呈现的与爱情有关的图片是积极的，可是相关图片会更强地

启动被试过往的失恋经历。因此，被试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到的并不是与爱情有关的甜蜜、快乐，而是失

去甜蜜和快乐之后产生的痛苦和悲凉。这就导致失恋经历与当前看到的积极图片的冲突有所缓解以致遭

遇失恋的被试在与爱情有关的积极图片的记忆上并没有显著地下降。

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研究部分一致。以往研究发现，创伤经历会损害积极事件的记忆［3，4，24］。可是，

以往研究并没有考察负面经历损害的是与创伤经历有关的还是无关的积极事件的记忆。本研究将积极事

件分为与负面经历有关的和无关的积极事件，结果发现负面经历，至少失恋经历仅仅影响与经历无关的

积极事件的记忆，并没有影响与经历有关的积极事件的记忆。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第一，对被试相关经历背景的调查，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内

容容易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可结合被试亲人或挚友的报告来筛查被试的经历是否符合

实验条件。第二，本研究部分数据为线上收集，实验条件的一致性方面会容易造成一定的误差，在未来，

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在线下对实验进行改进并重新收集数据。第三，本研究采用的是经典的记忆再认范式，

只对准确率和反应时进行收集和分析，在以后的研究中可结合脑电等技术和其他记忆的范式，进一步考

察相关问题的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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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Breaking Impairs the Memory of Positive Events Unrelated 
to Love

Zhou Qiqing1,2 Lin Huiyan2

1.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Guangzhou;
2.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Abstract: The previous study was to mainly investigate the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positive event memory among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genders with and without broken love. A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of 2 (gender: male, female) × 2 (broken love experience: with, without) × 3 (picture 
type: love-related, love-unrelated and neutral) was adopted. The task was to let males and females with 
or without broken love experience remember three pictures and then perform the recognition task. 
When individuals without broken love experience, both males and females did not have the same ability 
to remember neutral pictures, positive pictures related to love, and unrelated to love. However, love 
breaking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genders will change the memory pattern of related events, so that the 
memory effect of different genders on the positive events unrelated to love will be worse.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s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n positive events is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s negative experiences, 
and this influence will vary with different positive events.
Key words: Negative experience; Gender; Memory; Positive events;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