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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看，在你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學生生活、初戀、某些事情的第一次、刻骨銘心的事情 

這些事，往往不會再發生第二次，但你卻可以牢牢的記住，可能過了十年、二十年還是印象深刻。 

 

在生活中，在與人對話時，常會有人跟你說:你還記得 XXX 嗎? 可能是人，可能是事情或是物品，

在你的茫茫腦海中，能讓你思索起問題中的人事物的那一點閃光便是所謂的記憶。 

 

「記憶」是神經系統存儲過往經驗的能力，關於記憶的研究屬於心理學或腦部科學的範疇。記憶

代表著一個人對過去活動、感受、經驗的印象累積，有相當多種分類，主要因環境、時間和知覺

來分。 

 

人的記憶就像是一個房子一樣，當你想起一個事物的時候，會有許多的記憶元素，而這些記憶元

素就像是磚塊一樣，慢慢地建構成一座完整得房子，當房子建造完成時，一個完整的記憶便會浮

現出來，而人的記憶是可以靠不斷的訓練來增強，位置記憶法是一個常用的方法，當你想要記憶

一系列多件事物時，把需要記住的每一件事物與你已經很熟悉的位置或場所，以圖像的方式在腦

內聯結。 

     

當回憶時，只要回想這個場所的每個位置，便能順利把所要記憶的事項全部回憶出來。這種記憶

方法的特色是把需要記憶的東西存放於你現實生活中已存在的事物上，以方便後來訊息提取。 

     

一位研究記憶博士說：「要擁有更強的記憶，第一步就是提升腦部的聯想區域，那些記憶冠軍都

可更有效率的利用一些模式來增加記憶的連結。」經過訓練後，人們在記憶測試的中表現更加良

好。訓練不僅會引起行為變化，還會使大腦連通性變得與記憶冠軍更像。 

 

記憶法的是利用熟悉的事情幫助我們把不熟悉的事情記住。由於熟悉的事情是我們本來就知道、

不需要再去記憶的基礎知識，因此，只要通過適當的聯結，我們就可以把新的事物記起來。像是

記英文單字時，透過已經知道的字根，來記憶新的單字，就是這種方法的運用。 

 

除此之外，舊的事物不僅可以幫助記起新事物，也可以發揮「提醒」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有這樣

的經驗：有些事情好像隱隱約約有印象，這時候，只要有人或者是事物提醒一下開頭，就可以把

所有的東西講出來了。而這樣的連結法，也可以達成這樣的作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5%A6


 

 

 

平時當我們在用「硬記」的方式去進行記憶的時候，等於是用左腦的功能進行記憶。然而左腦能

夠儲存的記憶空間是非常小的。所以用左腦進行記憶，簡直就像在一個狹小，而且塞著許多東西

的倉庫中繼續塞東西一樣，是非常吃力不討好的。 

 

然而，當我們將要記憶的事物轉化成圖形，就等於改以右腦進行記憶。右腦具有強大、迅速的記

憶能力，能夠迅速的記起事物。世界許多有名的記憶大師，就是靠著這種方法，在數分鐘──甚

至更短的時間內──記下上百項事物的。 

 

可以在數分鐘內，記下如上百個數字或一整副洗好的撲克牌，或是在幾天內，背下三、五千字的

古文。並且可以有效地使用這些資訊，諸如說出第 XX 張撲克牌是什麼牌，或是將文章倒背如流等，

這都是記憶法可以達成的功效。 

     

記憶是我們人類常使用的工具，透過記憶讓我們在生活上更便利，有人記憶力差，時常記不住東

西，很健忘，但有人記憶力極強，能過目不忘，但能將記憶與技藝融合在一起的，實在厲害，我

們訪問到一位實際將兩者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位記憶高手，以記憶作為技藝，同時也是我們逢甲

大學的學長:記憶玩家 洪啟倫 

 

 

 

 

 

 

 

 

 

 



 

 

 

受訪者：洪啟倫  

2015 年畢業於逢甲大學行銷學系 

 

經歷:  

2016 台灣記憶大賽總冠軍 

2016 世界記憶大賽台灣選手中排名第一，並一口氣刷新 7 項台灣紀錄 

2017 世界記憶大賽台灣選手中排名第一，並刷新 1 小時撲克牌記憶台灣紀錄 

2014 年 6 月 15 日，刷新三階魔術方塊盲解台灣紀錄 

2015 年 8 月 16 日，刷新三階多顆盲解台灣紀錄 

2018 年 5 月 20 日，於「台灣盲解大賽」刷新三階多顆盲解台灣紀錄 

現今在台灣仍是盲解魔術方塊界的高手之一 

 

 

 

 

 

 



 

 

洪啟倫從 2008 年接觸魔術方塊至今已逾 10 年，一路走來，從 10 秒內復原一顆普通的 3 階魔術方

塊到不用眼睛看的盲解魔術方塊對他來說都輕而易舉。但是他會專注在研究盲解魔方上，最早得

回溯到 2009 年 9 月，他參與了一場魔術方塊比賽，見識到了高手能在不看見魔術方塊的情況下復

原魔方，從而使得他下定決心鑽研盲解；而在隔年 2 月他在另一場魔術方塊比賽中就獲得了季軍。 

洪啟倫說：「從我學習魔術方塊開始，我就下定決心要對那些看不起這個玩具的人說『我閉著眼

睛都轉得比你快！』」 

 

 

 

與洪啟倫學長開心合照 

 

 

 

 



 

 

 

  近幾年他創立了一個 YouTube 頻道「一小時學盲解」，頻道內最早是以最基本的概念教大家

如何不看魔方就把魔方復原(即盲解魔術方塊)，經營到現在約 4 年時間，不只是盲解魔術方塊，從

最基本的 3 階魔方復原教程、3 階魔方速解教程，甚至是更進階的 4 階、5 階魔方速解教程都能在

他的頻道裡面找到，現已成為目前 YouTube 頻道中「魔術方塊」類別最大的頻道主，可說是台灣

最大的魔術方塊教學頻道！ 

 

 

 

 

 

能在盲解魔術方塊上能有如此了不起的成就，靠的是他獨創的記憶法。 

他說：「大一那年我的統計學被死當，只拿了 38 分，大二重修時完全不靠理解，靠的全是記憶法

把統計學公式背下來，期末總成績拿了 96 分，到現在我還是不會算統計。」 

雖然說是不好的示範，但他卻以自身經證明了記憶法的厲害。 

 

 

他還說；「我靠著一套記憶方法，拿下多次比賽的冠軍，累積刷新超過一打的台灣紀錄，也用這

方法在一個月內記住日文檢定 N3 的單字並通過測驗，不斷透過自身經歷證實這套方法足夠強大，

現在我打算將這套方法做改良，成為實用記憶法，適合沒有記憶法基礎的初學者，能夠良好的運

用在日常生活以及學科，而我打算傳授下去。」 

為了讓這個方式可以傳承下去，洪啟倫甚至在外面有開一些課程，給國小 5 年級到高中 2 年級的學

生，課程由先了解大腦如何進行記憶，到最後由淺入深，運用不同的方式強化記憶力，再整合不

同的技巧，來增強自己的能力，用在許多不同的事情都非常方便。 

 

 

 

 

 



 

 

 

 

除此之外，洪啟倫在 2017 年年度暢銷書「刻意練習」中，被邀請寫此書的推薦序。 

 

洪啟倫在書中寫道：「想要精進自己的能力並不是大量練習就好，練習品質也非常重要，必須專注

於自己的目標、自己的弱點上，並全心全意去衝撞它。羨慕天才嗎？只要將自己的目標放在那般

高度，用對方法並付出努力，你也有機會成為大家眼中的天才。」 

他表示，想要精進自己的實力，大量練習是必要的，但練習的方式也很重要，就像是學生練習數

學題時，如果每天只練習 100 以內的加減乘除，即使做了 10000 小時也不能帶來任何提升，因此要

選擇做自己舒適區之外的題目；下象棋、彈鋼琴、甚至打高爾夫都是一樣的。 

對此他舉了幾個練習的要點： 

1. 一定要摒棄自己的偏見      2. 要有明確的、特定的目標，且目標不可太大，從小目標開始 

3. 專注力很重要，一定要專注    4. 勇於面對自己的舒適圈之外的挑戰 

5. 遇到困難時，試著做不同的事，或是重新確定自己的動機。 

 

他說:「脫離舒適圈會使你充滿挑戰，過程雖然並不有趣，但結果會令你興奮的。」

 
 

 

 

 



 

洪啟倫也曾經被網路新聞媒體採訪過： 

 

 

2017 年台灣夏季大賽  自由時報採訪 

 

 

然而，這麼厲害的人卻也不是沒有受過挫折。 

2015 年 5 月 30 日在日本參加生涯第一場國外的魔術方塊比賽，輸給了日本的高手，但他並沒有因

此而挫敗，反而是更努力精進自己的技巧，3 個月後，同年 8 月即刷新了盲解新的台灣記錄， 

隔年 6 月又在「台灣盲解大賽」中獲得冠軍，這可不是人人都能夠辦得到的事情，這全都多虧於他

獨創的記憶法和努力練習才能夠有今天的成就。 

 

 

 

  高手總有巧妙的方法來處理問題，就像是解數學題，普通人用笨方法一兩小時也沒解出來，

即使解出來了答案也未必是對的；但高手只需巧妙的幾個步驟就將題解答出來了。他的方法可能

就像紙窗戶一捅就破。以記憶做技藝，以常人所不能為的獨特記憶法，是靠他努力不懈的練習。

而這些努力的結果，將會為你的人生開闢一個新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