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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记忆是一个亘古难题：
何为记忆？记忆究竟是怎么回事？
记忆是不是“可以摆脱黑匣子”的存在物？记忆是不是可以被视为精神的概念本身？
记忆是如何产生的？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存在于何处？
如何能窥测到记忆从信息的加工、贮存、激活到提取的过程？如何判断记忆的准确性？如何知道我们
对记忆的监控和调节？
如何判断记忆？记忆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记忆研究方法对心理学有哪些启示？
⋯⋯
几千年来记忆的问题被接连谈论：从柏拉图到休谟、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从艾宾浩斯到巴德利，
记忆一直是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人们不断地用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隐喻模拟着记忆的机制，
尽管它从未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直至今日，对记忆机制的探讨展现出深广繁复的牵连，记忆已成为
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穿越时间和书页，对记忆哲学的溯源和追问，就是对心理学史、认知科学史、
西方哲学史的一次重温。
-----------------------------------------------------------------------------------------------------------------
本书在记忆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当前最新进展基础上，探究记忆及其运行机制的奥秘，勾勒出记忆概念
的新框架，构建起记忆运行机制的新模型：从认知哲学角度提出记忆的概念；从本体论探讨记忆存在
的基础和实质；从认识论分析记忆与表征、记忆与情绪、记忆与意象、记忆与语境等各种相关概念之
间的关系；从方法论上用更为合理、科学的方法模拟记忆机制，进而更深入地了解记忆，以探究和解
释这个让人欲罢不能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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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规中矩的编摘型博士论文。。。
2、  记忆是什么？在柏拉图那里，记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是学习和认知；在奥古斯丁看来，记忆与
灵魂无异；在休谟的学说里，记忆是一种“自明意识”；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记忆是对存在的深入
体验和反思；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记忆构成了内在思想的自明性；柏格森说得更诗意，记忆是“
绵延”，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是创造性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是对先前经验的
记录；认知科学家认为，记忆是个体存储信息并依据当前目标重建过去经验的一种认知能力；信息论
者认为，记忆是一个建构过程，我们在编码、存储、提取过程中组织和形成信息；心灵哲学认为，记
忆代表着个体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积累，也是指引当前行为和认识的重要方法。正因为此，
记忆越来越重要，15年的“南京大屠杀申遗”就是明证。
3、名不副实（我没有读完，看不下去了）。高大上的书名，内容上确是比较混乱，对记忆的梳理仅
限在对各大家观点的罗列，没有内在逻辑的厘清。对认识论一词的理解也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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