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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大脑的记忆、思维、梦、心理等功能的奥秘，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未被完全认知的领域。
大脑要认识大脑，思维要理解思维，这本身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假如有一天，完全研究清楚了大脑这些神奇功能的奥秘，对人类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二十多年前，我成了医学院的一位学生，学习了人体组织结构组成，尤其是学习大脑中枢神经组织结
构特征时，对大脑神奇的活动功能表现产生了浓厚兴趣：不断地思索大脑是如何记忆的；大脑是如何
发挥出记忆功能的；记忆后的信息是如何活动的；记忆与思维、梦、心理、行为之间是怎样错综复杂
的关系；大脑所表现出的许多常识性的现象如何去解释认知，例如：一个字的书写方式千变万化后仍
能认得；一句话的发音千差万别后仍能听懂；再次接触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变化的人、事、物仍能识
别；到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方后仍能顺利返回⋯⋯笔者经过不断地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决定意识这
个最基本的观点出发，结合大脑神奇的功能体现及组织结构特点，进行大胆推测和抽象，遂形成了《
大脑的记忆》一书的基本观点，即用大脑中储存信息的最小物质单位（记忆元）来解释大脑的记忆、
思维、梦、心理等意识活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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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大脑的记忆、思维、梦、心理等功能的奥秘，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未被完全认知的领域。
大脑要认识大脑，思维要理解思维，这本身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假如有一天，完全研究清楚了大脑这些神奇功能的奥秘，对人类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二十多年前，我成了医学院的一位学生，学习了人体组织结构组成，尤其是学习大脑中枢神经组织结
构特征时，对大脑神奇的活动功能表现产生了浓厚兴趣：不断地思索大脑是如何记忆的；大脑是如何
发挥出记忆功能的；记忆后的信息是如何活动的；记忆与思维、梦、心理、行为之间是怎样错综复杂
的关系；大脑所表现出的许多常识性的现象如何去解释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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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机体各感觉器官感觉能力（范围）的限制，造成了记忆的局限性。
但是，大脑中枢神经组织的信息是以具有活性的“记忆元”网络的形式存在的，大脑中有无数个构成
信息的最小单位——“记忆元”，从理论上可以形成无数个具有活性的“记忆元”网络。
因此，大脑可以储存的信息是无限的。
另外，人（类）是一个具有自主能力的高级生物体（群体），能够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把各感觉器官
不能感觉的信息转化为能够感觉到的范围内，从而得以记忆。
因此，大脑记忆的信息及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水平可以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人
类之所以不断发明创造的根本原因。
大脑中“记忆元”的数量，从理论上来讲，可以通过计算获得：感觉系统的感知域除以感知度，即是
该感觉系统的“记忆元”数目。
所有感觉系统的“记忆元”总和，就是大脑中“记忆元”的总数。
但它远远小于140亿，因为大脑中枢神经组织的神经细胞总数才140亿个。
“记忆元”好比是0～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
0～9可以组成无限个数；同样，大脑中的“记忆元”通过形成具有活性的网络结构（信息编码）所表
达的信息也是无限的。
当然，这是个极其复杂抽象的过程。
四、记忆的误差性大脑中储存的信息再现时（本质上是“记忆元”网络活动时释放出的神经冲动达到
大脑的感知阈）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与记忆的对象（被储存的信息）直接作用于机体各感觉器官后在
大脑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总是存在着差异。
即使闭上眼睛回忆刚刚通过视觉系统而获得的记忆对象，或者回忆已经被牢牢记住的对象，两者仍然
有着差异。
大脑中呈现出的对象总是不那么精确，这就是记忆的误差性。
记忆误差性的产生，与“记忆元”的形成过程和“记忆元”网络的活动过程有关。
“记忆元”是构成具体信息的一个“点”。
当无数个“记忆元”（信息的“点”）形成具有活性的“记忆元”网络时，才表现为一个被记忆的信
息。
“记忆元”形成时，有极小部分神经冲动被过滤掉了，当它活动时释放的神经冲动（动作电位）与当
初传人的神经冲动存在极微小的差异。
例如：听觉系统能对20～20000赫兹的声波刺激产生效应，它是连续的。
如果“记忆元”是以千分之一赫兹为单位来储存信息，那么两者之间的声波刺激所形成的神经冲动就
被过滤掉了。
由于信息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时产生并达到大脑感知阈的神经冲动，与相应的“记忆元”网络活动时
产生并达到大脑感知阈的神经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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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脑的记忆:关于大脑记忆功能的探索》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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