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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治疗在中国
储题 l 口嘉 宾

:
沈固朝 万 宇 主持人 : 巢乃鹏

沈固朝 : 195 3年生于上海
。

纽约 州立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

硕士
,

南京大学史学博士
,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

万 宇 : 199 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
,

19 99 年获南京

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学位
。

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
。

沈固朝 万 宇

今

王
持人

:

主管诗歌和医药

等的阿 波罗神似乎从

希腊神话时期就给了我们一道神

秘的预示
,

诗歌
、

文学
、

图书
、

阅读

将成为人类 自赎 自救的 良方
。

“

处方本与图书 目录是 医疗人员

常带的两件东西
” ,

这是早在 18

世纪苏格兰克里奇顿精神病院就

已经开始应用的治疗原则
,

在今

天似乎也给了我们很多时代的启

示
。

最近随着社会问题与家庭问

题的不断出现
,

如离婚率的提高
,

工作压力增强
,

青年问题
,

滥用酒

精与毒品等
,

许多的研究者开始

注意用
“

图书
”

—这不需吞服

的
“

药丸
”

来救助有心理隐疾的

人们
。

这些
“

心
”

病如果能用这些

没有副作用 的
“

药
”

来治疗并痊

愈
,

对于今天来说无疑是时代的

福音
。

万 宇
:

在英国 2 00() 年9月推

出了一项为期6个月的试验计划
,

也是阅读治疗具体的实施案例
。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

试验计划

将首先在西约克郡的哈得兹菲尔

特地区推行
。

当地的家庭医生除

用药替人治病外
,

亦可选择将患

上精神紧张
、

轻度或中度精神分

裂症
、

焦虑和压抑的病人送去图

书馆治疗
。

整个试验计划耗资石O

万英镑
,

经费来 自政府
、

地方医疗

当局和一个私人图书馆慈善机

构
。

主持人
:

那 么
,

图书能从中起

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 阅读可以帮

助人们寻找到什么 ? 阅读治疗是

如何开展并服务于患者的 ? 这一

概念的引入与实施对于我国有什

么样的影响与发展前景? 这些问

题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与社会

意义
,

值得深入讨论
。

沈固朝
;

如主持人所言
, “

阅

读治疗
”

这一概念的引进与推

广
,

具有相当的价值
。

在讨论开

始
,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
“

阅读治

疗
”
的定义

。

在西文中
,

一般使用
“ b ib li o t he r a py

, , ,

或
“ r e a d in g

th
e
ra Py

”

来指
“

阅读治疗
” ,

同

时又被翻泽成阅读疗法
,

书 目疗

法
、

读书治疗等
,

在台湾地区被称

为
“

读书疗法气

万 宇
:

进入 2 0世纪
,

对阅读

治疗的研究开始活跃
, “ B ibl i。-

t her aP y ” 一词出现在医学词典
、

大型语文词典和医学索引的主题

词中
。

6 0年代以后
,

阅读治疗的应

用对象已不再限于精神疾病患

者
,

它跨 出了医院
,

走上了社会
,

治疗对象扩大到一切需要帮助的

人
,

包括儿童
、

老人
、

残疾人
、

犯人

和由于各种原因困居家中者
,

它

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受到了普

遍地重视
,

引起了各学科
,

尤其是

教育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的关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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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

沈固朝
:

关于
“

阅读治疗
”

的

定义
,

最需要明晰的就是阅读治

疗与普通 的 自助阅读之间的区

别
。

在日常生活中
,

用图书来缓解

情绪问题在 日常生活中相当普

遍
。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

在心情烦躁或不稳定的时候
,

会

不由自主地找一些读物来阅读
,

或是小说
,

或是休闲杂志等
,

而阅

读之后也往往会有心情平静或愉

悦的感受
,

这样的自发行动是否

也能被称为
“

阅读治疗
” 。

如何区

分普通阅读行为与阅读治疗呢 ?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

阅读治疗与

普通阅读最大的区别在于阅读过

程的强度
,

也在于是否有科学的

读物选择
,

是否能与作者产生共鸣
。

万 宇
:
阅读治疗强调的是

图书与读者之间的交互过程
,

而

治疗计划也往往事先经过精心的

设计
,

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

例如

针对抑郁症
、

单亲家庭等
,

除了阅

读行为之外也往往安排交谈
、

心

理辅导等活动
,

有意识地引导治

疗者的认识
,

这些都超出日常的

阅读范畴
,

尤其是用于临床方面

的阅读治疗
。

而阅读治疗中对采

用的读物也往往经过精心的选择

与安排
,

这与普通的阅读行为就

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了
。

如果只针

对个人需求且无明显病状的自助

阅读
,

与我们 日常的阅读或是阅

读指导更为相似
。

主持人
: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

弗来在 《文学与治疗》一文中说 :

“

我并不认为
,

人们必须在医生

治疗下阅读文学作品
。

我只想提

醒大家
,

在当今一个疯狂的世界

里
,

不应当忽视文学和艺术所具

有的助人康复的巨大力量
。

可惜

的是诗人往往意识不到他们 自己

在这方 面的潜力
。 ”

这也强调了

阅读用于治疗的自助性
,

人们最

关心 的恐怕就是
“
它确 实有效

吗
”

?

沈固朝
:

是啊
,

阅读治疗有无

疗效 ?疗效是否可以被量化?量化

之后到底有多大 ? 19 89年美国学

者R io r d a n 与Wi ls o n在关于 《阅

读治疗的疗效》 的综述 中指出
:

大部分研究所提供的结果是阅读

治疗所产生的治疗效果是混合

的
,

而不是孤立的
、

可以单独计量

的
,

阅读治疗不能与其他治疗相

害」裂
。

他们得出结论
:

阅读治疗被

当作辅助治疗手段时
,

治疗效果

最佳
。

_

万 宇
:

阅读治疗是否具有

疗效
,

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

在

很多案例中
,

出现情绪问题与行

为障碍的儿童通过阅读指定的书

面材料得到了缓解与矫正
。

在台

湾地区的阅读治疗开展得比较深

入
,

并且相当有成效
,

尤其是在师

范
、

幼儿教育领域中有很多积极

的探索和经验积累
,

具有很强的

现实指导意义
。

沈固朝
:

有意思的是
,

阅读治

疗的研究己经有相当长 的时间
,

而且有了较大发展
,

但在学术界

仍然存在着阅读治疗是否真的有

效
,

是否是一门
“

伪科学
”
的疑

问
。

当然对阅读治疗作用及其机

制的认识仍处于摸索阶段
,

在研

究和实践中仍存在着大量不足
,

实验数据的缺乏和实施中质量参

差不齐以及
“

滥用
”
的情况又放

大了这些不足的效应
,

使治疗的

价值受到了怀疑
。

万 宇
:

尤其是对于精神上

的疗效
,

不像其他病症的生理指

标可以测量
。

但在实践中还是可

以对治疗效果进行测量的
。

例如

在治疗的先后利用一些心理测量

表格进行对比
,

或以访谈的形式

来了解治疗对象的前后变化
。

这

也许就是一种测量吧
。

沈固朝
:

阅读治疗作为心理

治疗的辅助方式之一
,

存在着不

可取代的优势
,

最显著的优势在

于它不借助于药品或家长
、

教师

乃至社会的权威来进行强制
,

容

易接受
。

图书用于治疗可以发挥

暗示
、

投射的作用
,

书的著者是
“
中立

, ,

的
,

其见解易于被真诚地

接受
。

患者在阅读时并不带有任

何分析的目的
,

他们并不知道这

些书其实是针对患者情况精心选

择的
。

主持人
:

那 么
,

哪些 图书能够

列入这些 心灵处方呢 ?

沈固朝
:

最有可能上
“
处方

”

的书籍当然是一些励志的书
,

另

外就是可帮助读者忘却烦恼或是

一些引人发笑
、

逗人开心的书籍
。

当然这也仅是标准之一
,

励志书
、

休闲书
、

知识读物等等
,

不同的书

具有不同的作用
。

西方研究认为
,

似乎休闲书具有较大的作用
。

科

幻小说也受到重视
。

针对具体的

治疗对象
,

阅读治疗的专业人士

将根据患者的病情
,

就像医生为

病人开处方一样
,

开列出一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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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小说
、

人物传记等书籍在内的

图书 目录
,

并安排一定的阅读与

治疗计划
。

万 宇
:

从广泛的意义上来

看
,

几乎所有的图书类型都可以

用于阅读治疗
,

何种书籍能发挥

何种疗效是研究人员长期关心的

问题
,

从目前研究来看
,

几乎任何

书都可以起着某种治疗作用
。

文

艺作品被认为是最有利的治疗工

具
,

这在文献研究中得到了充分

的肯定
。

沈固朝
:

对于那些困居家中

者 (如老人
、

家庭妇女
,

长期卧床

的病人 ) 的调查表 明
,

55 %的读者

喜欢小说
,

其余为非虚构类图书

(传记
、

游记
、

历史
、

园艺
、

烹饪
、

广告
、

诗歌等)
。

阅读小说的目的

是
“

娱乐
、

消磨时间
、

活跃头脑
、

驱赶无聊
、

忘掉痛苦和烦恼以及

减轻失眠痛苦
” ,

而非虚构类书

可以使读者
“

集中精力
、

勤于思

考
、

保持头脑敏捷
、

引起 回忆
、

激

起兴趣
”

。

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

不失去记忆力和思考力而阅读的
。

主持人
:

近年来
,

由于人们对

于 自身的关注
,

各种 自助类读物

受到普遍重视
,

这些是否也预示

着
“

阅读治疗
”

的研究开始勃兴 ?

一系列关于 自助类读物的畅销书

也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二

用 于阅读

治 疗书籍 的范围也从传统的 小

说
、

诗歌等扩展为一些 比较专业

的精神卫生书籍
,

对于出版界来

说
,

也存在着潜在的商机
。

万 宇
:

是的
,

尤其在针对儿

童方面的图书
。

儿童在成长的过

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
,

亲人的突

然离开
、

父母离异甚至小至由搬

家导致的环境改变
,

都会给孩子

们造成影响
,

尤其是心理上的
。

而

合适的出版物
、

适当的心理引导

能够使他们接受
、

认可和适应这

些变化
。

在有效的阅读治疗中
,

人

们应被告知 自己并非是第一个遇

到这样问题的人
,

处理问题的途

径并非只有一条 ; 在治疗师的协

助下能够更 自由地讨论 问题
、

设

计出有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

沈固朝
:

阅读治疗决非随意

的书自推荐
,

它需要认真地计划

与精心设计
。

主持人
:

那 么什么样的人适

合承担进行阅读治疗的职责 ? 如

何进行指导 ? 阅读治疗的过程是

怎样的 ?

沈固朝
:

专业人员的培养是

阅读治疗急需解决的问题
。

教师
、

图书馆员
,

还是精神病专家来进

行阅读治疗
,

必须要经过精心的

考虑与选择
。

需要指出的是
,

不同

的治疗过程
、

不同的治疗对象也

往往需要不同的治疗者
。

共同的

准则是
,

进行指导阅读治疗的人

(有时不一定是阅读治疗师 ) 必

须有着坚强的个人性格
、

真正乐

于为他人服务的品质
、

拥有影响

他人的人格魅力
,

在治疗过程中

能够准确地传递信息
、

情感
,

发挥

治疗中的移情作用
,

并且遵守治

疗的伦理守则
,

没有企图威胁
、

控

制他人的行为
。

万 宇
:
而且在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
,

可以组成治疗团队
,

团队

可以由不同知识结构的人们共同

参与
。

如果你是个有着丰富教学

经验与语言沟通技巧的教师
,

那

么与学校图书馆员
、

咨询顾问
、

学

校心理医生的团体合作将使整个

阅读治疗过程平衡
、

平稳地进行
。

主持人
:
阅读治疗从产生

、

发

展到理论成熟的历史说明
,

该方

法作为位于心理学和读者服务学

交叉点上的新学科
,

虽然 已经具

有数个世纪的悠久历史
。

那 么在

中国传播
、

研究的情况又如何呢?

万 宇
:

我国也有着良好的

阅 读 治 疗 传 统
,

不 过 对 于

“ b ib li。t he r a py ” 理论介绍与引

进则始于20 世纪知年代
,

我国台

湾学者谭修雯女士在台湾图书馆

学类刊物 《图书与资讯学刊》

(1 994 年5月出版的第9期 ) 上发

表 《书目治疗法之探讨》介绍了

“ b ib li o t he r a py ” 理论
。

直到 20

世纪夕0年代初
,

关于阅读治疗的

研究
、

引进工作才刚刚启动
,

关注

阅读治疗的研究和实践
,

是当前

摆在我国图书馆界
、

医学界
、

心理

学界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

对于中国的阅读治疗传统
,

也是目前国内学术界讨论得比较

多的一个 问题
。

中国传统中的
“

读书治疗疾病
”

是属于一种个

体或是偶然的行为
,

并非有 目的
、

有组织的科学治疗行为
,

与我们

现在所讨论的阅读治疗其实并非

同一个概念
,

应加以区别
。

沈固朝
:

实践是第一位的
。

现

在缺乏的是实践
,

理论研究没有

实证分析的依据
,

也往往陷于迷

途
,

不知问题在哪里
。

其次要建立

全 国性的阅读疗法组织机构
,

制

定相关的研究教学纲要
,

指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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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鬓 姗撇瓣

扭宕
,’8 O后

, :翻乍徊在市场与文

学
、

追捧与冷落之间
烨昭

国的研究工作
。

成立相应的民间

组织
,

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和宣传

教育
。

第三要重视阅读治疗的基

础服务工作
。

加强对相关图书的

分类编目工作
,

加强馆际联系
,

做

好信息检索
、

网络服务等方面的

基础工作
,

实现资源共享
。

第四
,

高校应尽快开设阅读治疗的相关

教学课程
,

尽快把有关内容融入

参考服务
、

医学图书馆学
、

儿童图

书馆学
、

成人教育等课程中去
,

为

阅读治疗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

上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

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阅读治疗的

研究中来
,

包括心理学家
、

医生

(尤其是精神病科与心理医生 )
、

社会工作者
、

医生
、

父母
、

教师
、

图

书馆员与心理咨询师等
。

万 宇
:

近2 0年来
,

艺术治疗

(其中包括阅读治疗 ) 在东西方

各国的迅猛发展
,

尤其是在英
、

美

等国的职业化建制趋向
,

已在很

大程度上实现了治疗功能
。

科学

家们预言
,

人类对大脑在防治疾

病方面的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和

全面利用
,

将是2 1世纪医学的突

破
,

人的大脑将成为 自我疗救的

有力治疗工具
,

思想
、

意志
、

情感
、

想像
、

信念
、

心理
、

情绪等在防治

疾病
、

增进健康方面必将能发挥

以前未认识到的作用
。

精神医生
、

艺术家
、

教师等传统职业分野正

在逐渐淡化
,

各领域之间富有成

效的对话和互动正在方兴未艾地

展开
,

身兼诗歌神和医药神的阿

波罗神重新闪现出生命的活力
,

阅读治疗也必然在我国有着广阔

的发展前景
。

弓西

【关注l 口白

口冯

“
8 0后

”

写作是一种文化现象
冯 昭

:

在短短的几年内
,

中 成为文学消费的主力军
。

因此
,

国突然涌现出那么多热爱写作的
“
80 后

”

的渐成气候
,

与青少年更

孩子
,

这在世界范围恐怕都是少 愿意阅读跟贴近 自己生活的作品

见的
,

您认为是哪些因素催生了 有关
。

“
80 后

”

热潮 ? 同时必须指出
,

过去我们的

白 烨
:

大约从上个世纪末
,

文学
,

相对粗线条地划分了不同
“ 8 0后

”

初现文坛
,

当时的代表人 年龄段的读者
,

在成人文学之外
,

物主要是韩寒和许佳
。

如果说当 就只有成人创作的儿童文学
,

而

时
.

他们的崭露头角还只是个别现 这只能对应小学生
。

中学生这一

象的话
,

那么
,

近几年后新人和新 块
,

实际上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

作的不断涌现
,

使
“
80 后

”
写作的 对位阅读

。 “ 80后
”

的出现
,

弥补

群体性越来越明显了
。

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缺欠
。

从这个
“
80 后

”

作品主要以中学生 意义上讲
,

它是应运而生的
。

为消费对象
。

现在的中学生阅读 冯 昭
:

您认为
“
80 后

”

现象

量大
,

家长也舍得投入
,

他们己经 是文学现象
,

还是一种特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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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一习
国文学创作主流发展的全貌及趋势

。

作者在肯定了
“

走向厚重与成熟
”

的同时指出
,

我国的文学创作
,

特

别是作为民族精神写照 的长篇小说
,

还应该更进一步去开掘社会的主流趋势与价值
,

发掘 出更多的真善

“

读图时代
”

这个词语标志着一个时代阅读方式的某种变化
。

有观点

认为读图会削弱文字的阅读能力和想像力
,

也有观点说读图
“

体现了后现代文化对于知识的一种解构
” 。

见仁亦可
,

见智亦可
。

就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时代现象
,

一种新的阅读现象
,

所 以我们 就应从多角度去研究
。

. 阅读治疗雇中国 (l 2页)
“

阅读治疗
”

是什么 ? 在中国是什么样 ? 阅读治疗是如何开展并服务于患者

的 ? 阅读治疗有无疗效 ? 哪些图书能列入这些心灵处方 ? 存在着哪些 出版商机 ? 什么样的人适合承担进

行治疗的职责? 这些问题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

. [买 注】(1 5页) 近几年
, “

80 后
”

写作演变成文化现象
、

文学现象
、

教育现象等多重意义的
“

社会现

象
” ,

来自许多方面的
“

批判
”

始终没有间断过
。

在大文化的语境中
, “

8 0后
”

现象究竟如何正确客观地看待 ?

在这个栏目里
,

梁晓声
、

白烨
、

曹文轩等作家
、

学者及
“

8 0后
”

的
“

本人
”

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和看法
。

.
峥 鸣〕(2 3页) 关于儒家的

“

乐感文化
”

与基督教的
“

罪感文化
”

的优劣比较
、

高下分析在中国学术

界引起 了争论
。

代表人物分别是刘 小枫先生和高旭东先生
。

本栏 目中的三篇文章缘起于宋一苇先生寄给

本刊的一篇批评文字
,

讨论涉及到一些重要问题
,

有助于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化
。

. 《海边的卡夫卡》
: 一部失败之作 (2 8页) 日本作家村

_

上春树引发 了世界性的
“

村上现象
” ,

他的作品

引入中国后立即使读者爆发出
“

饥渴阅读
”

的热烈反响
。

然而
,

在本文中
,

作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

列 出

了村上
“

令人失望至极
”

的三大败笔
。

. 社我们地 此感觉旅行 (4 5页)
“

有人说
,

人活着就是为了寻找
,

也许找得到
,

也许找不到
。

不管结果如

何
,

最后都是分离
。

这一过程
,

似乎就叫旅行
。 ”

这种关于
“

旅行
”

的定义其实是一种感觉
,

以这种感觉去

旅行必定是别样滋味
,

而感觉这种旅行同样也会非同一般
。

. 往事再说
“

书评难
”

(51 页 ) 回首中国书评百年史
,

尤其是回顾近 2 0多年的来路
,

中国当代书评确乎

畏首畏尾
,

进展不大
,

几乎没有达到书评的学理标准
。

而学理的书评标准是什么 ? 如何能找到当今书评振

作奋起的支点 ? 且听作者在下期分析
。

. 一种斯 的 灰母理伦创构 ( 5 5 页 )

家争鸣兴盛的时代已然到来
,

标志着中国学术进入了充满活力的多元建构期
。

这是生存论文艺学研究的新成果
,

也是当下评美学深层研究的新成

》与岑仲勉的 径世思想 ( 5 8 页 ) 《黄河变迁史》并不属于岑仲勉的学术研究领域
,

似乎
,

非
“

纯学者
”

所为
,

其实在撰著此书背后深藏着他始终抱负的经世致用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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