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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記憶是以下列哪種方式運作的？ 

 

1、 我們經歷的一切都永久儲存在腦海中，儘管有時無法回憶出特定的細

節，但使用催眠或其他特殊技術，這些細節最終是可以被喚回的。 

 

2、 我們經歷的一些細節會從記憶中永久地失去。因為已經不存在，所以催

眠或者其他任何特殊技術也無法喚回。 

 

如果你是選 1，那麼你並不孤單。在美國選 1 的大約有 75%，因為很多人

都以為自己的記憶是對過去經歷的永久儲存，就像直接快照一樣。如果我們記

不起來，只是抱怨自己的記憶力差，它一定是儲存在某個地方，只是不能讓它

立即浮現在腦海裡。如果自己能回憶起什麼，也會對這種回憶相當有信心，認

為它相當準確。 

 

然而，事實上這並不是記憶的運作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經歷會改

變對過去經歷的記憶，甚至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記憶是對過去的重建，每當想

起時，就是在重建，一次次不斷的重建，記憶就會離真相越來越遠。記憶會被

接二連三發生的事情、他人的回憶或暗示、更多的解讀或者新的環境……等等

所改變，正因這些過濾器的作用，回憶就變成了主觀的、解釋後的現實。因

此，對過去的回憶是不斷在變化的，有些丟失了、有些新加了、有些變形了。 

 

甚至我們對令人震驚和引發強烈情感事情的記憶也會出錯。例如，你記得

911 恐攻世貿中心坍塌時的情景嗎？你記得在什麼地方聽到這個訊息？是誰告

訴你的？你當時的感受如何？……等等。你以為這些事情在記憶中根深蒂固，

可是它真的那麼準確嗎？事實上，我們會忘記一些細節，並在自己都沒有意識

到的情況下改變了一些內容，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們會創造實際上並沒有發生

的全新記憶，而這些錯誤的記憶可能導致一些嚴重的後果。 

(註：在台灣，可以用 921 南投集集大地震來取代美國的 911。) 

    下面是在美國發生的真實故事。一名年輕女子在 1987 年被性侵犯，歹徒被

捕，判了 18 個月徒刑，但這名女子仍然受到噩夢困擾，她只好尋求心理醫師的

幫助。在治療中，她開始相信，她的父母在她小時對她性虐待，她的噩夢就是

那些被壓抑的記憶表現。她總是要她妹妹和她嫂子叫孩子離祖父母遠一點，出



於擔心，姑嫂倆帶著孩子去看專門治療兒童性虐待的心理醫師。在治療時，一

個孩子說夢到了可怕的怪物，並指認那怪物就是她的祖父母。治療師診斷孩子

有創傷後的應激障礙，是由性虐待造成的，祖父母因而被逮捕。在審訊過程

中，孩子繪聲繪影的作證說，祖父母如何如何虐待她們，雖然沒有任何實物證

據，祖父母還是因強姦、非禮、毆打等多項指控被定罪，分別被判處了 9 年和

15 年徒刑。 

 

    20 世紀 8、90 年代，一些心理治療師相信受害者往往壓抑兒時的性虐待記

憶，而這些記憶可以用催眠或其他暗示性技術喚醒。治療師使人們進入催眠狀

態，要求他們想像，並提一些暗示性和引導性的問題。還讓顧客看相關書籍和

視頻，並與其他據說已恢復記憶的人分組交流。顧客一般在開始時並沒有性虐

待記憶，但經過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治療後就有了這些記憶。一時之間，甚至

還估計多達 1/3 的女性童年時受到過性侵犯。結果是，不少人僅僅因為恢復記

憶而被定罪。 

 

    大量的後續研究表明，記憶可以通過他人的暗示被創建，尤其當使用了催

眠暗示和其他暗示性技術時。這些暗示性技術的力量非常強大，被指控者可能

真的開始相信自己犯了罪，甚至承認犯行。類似的指控愈來愈離譜，從性騷擾

到濫用撒旦儀式、吸血、吃人肉、習慣性流產、殘暴的酷刑，以及多達 25 個嬰

兒被殺害，共同點是這些指控都沒有具體的實物證據。 

 

    在 1692 年，塞勒姆女巫審判期間，有 19 人被處絞刑、1 人被壓死、數百人

被捕入獄的荒唐事件，如今不可能再發生嗎？事實上，許多人今天還是因為恢

復的虛假記憶而坐牢，幸運的是，科學最終介入，類似這種恢復記憶的案件終

於漸漸消失，但已經有很多人只能擁抱著被摧殘的生命渡過餘生了。 

 

    或許你認為催眠可以創造虛假記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會發生這樣情

況的。事實是，研究已經證實只要通過簡單的暗示和引導性問題，一樣可以將

虛假記憶完全植入一些人的腦海中，也就是說，我們也會重建最近的經歷。令

人擔憂的是，記憶也可以被植入非常小的孩子腦中，而許多治療師相信孩子是

不會講謊話的。 

 

1992 年，有一架貨機剛起飛不久就墜毀了，有 43 人遇難。研究人員就這次

事件訊問了 193 人，問他們有沒有看到過飛機撞擊公寓大樓的電視影片？超過

半數的人(107 人)說看到過，但其實根本就沒有影片！這件事帶給了我們什麼啟

示呢？不妨好好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