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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介绍图书治疗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情况, 概述英美图书馆员将阅读资料用作治疗工具的

实践, 并建议将图书治疗作为我国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关键词] 图书治疗　阅读服务　精神卫生

　　收稿日期: 1997—10—15

　　图书治疗( biblio ther apy ) , 又称阅读疗法 ( r ead-

ing ther apy) ,在《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第三版中有

两条释义: ¹ 用有选择的读物辅助医学和精神病学

的治疗 ; º通过有指导的阅读, 帮助解决个人问

题[ 1]。前一释义是针对因精神和情绪因素而引发的

疾病, 如抑郁、精神性焦虑、紧张、恐惧、偏执症等, 也

包括对部分躯体疾病的辅助治疗; 后一释义则宽泛

得多, 根据路易·A·龙杰尼的《图书治疗的性质及

应用》, 图书治疗可用于生理残疾、慢性疾患、情绪问

题、人格障碍和社会经济问题(酗酒、嗜毒、青少年男女

关系、家庭问题、代沟、种族和伦理问题) 5 个领域[ 2]。

　　据文献记载 ,图书治疗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

史。罗伯特·伯顿在《抑郁症之剖析》中引述了许多

历史上图书治疗的例子, 如把《圣经》比作可开出许

多药方的药店; 中世纪开罗的曼苏尔医院有阿訇日

夜诵读可兰经的服务; 18～19 世纪的英国、法国和德

国医生在处方中常开出有利于康复的书籍; 1810 年

美国著名医生本杰明·拉什曾呼吁精神病医院不仅

要提供轮椅,还应提供有益精神健康的读物,通过阅

读减轻环境给病人的压力, 矫正病理性情绪状态[ 3]。

1848 年, J. M . 高尔特在美国精神病学年会上宣读了

《论精神病患者的阅读、娱乐和消遣》的论文,提出了

图书治疗的功能 ,分析了患者类型以及适合他们阅

读的图书类别, 被认为是书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4]。

　　进入 20 世纪后, 图书治疗研究首先在美国精神

病学界活跃起来。1920 年,威尔逊总统的医生格雷森

在题为《作为精神消遣的图书》一文中肯定了图书在

改变某些精神病治疗进程中的价值; 1925 年, J. A .

杰克逊在《现代医学杂志》中指出, 病人通过阅读可

达到放松、镇静和振作的效果; 医学权威 M. 费什拜

因也呼吁为病人建立内容丰富生动的图书馆, 并在

《精神病学基础》一书中指出, 愉悦身心是治疗精神

病的良方,达到这一效果的工具就是图书和语言。到

40 年代,医生们对图书治疗的热情有增无减, 盖纳士

在《阅读是一种治疗吗?》一文中, 把精神病人的阅读

与公共图书馆读者作了比较, 通过引述病人的反应

来分析图书治疗的作用; 1946年, M . 莱文在《医疗实

践中的心理治疗》一书中扩大了书疗的范围;同年,

“图书治疗学”( science o f biblio therapy )出现在 E. B.

艾伦的《图书治疗实践》一文里。对书疗研究最积极

的要数心理治疗医生。L . 赫什在《医生怎样使用图

书》一文中描述了病人的读物以及他们对阅读的反

应, 认为这种反应揭示了病人的问题、感情和希望。

她呼吁为了治疗病人,医生应该了解病人的读物,并

和他们讨论阅读的内容。1957年, 在《对病人的图书

服务》一文中, L . 赫什指出, “图书治疗并不是一门科

学, 至少现在还不是, 但它的确是一门治疗的艺术,

它属于职业或教育疗法”。这一看法与另一位著名心

理学家 H. M . 博加德相似。后者认为,“图书治疗是

建立在能够适当运用它的那些人的直觉和个人技巧

上的”。这些颇有代表性的看法反映了现代医学对图

书治疗的严肃的、谨慎的科学态度和有保留的欢迎,

也说明应该更深入地进行书疗方法和疗效评价的研

究。

　　由于精神状态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程度影

响任何人, 所以,医治因精神和情绪因素引起的疾病

已经超出了医学专业的范围。许多学科,尤其是教育

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参与了精神卫生的研究。由于

图书治疗的适用对象扩大到了“一切需要帮助的

人”, 包括儿童、老人、残疾人、犯人和各种原因的“困

居家中者”( housebound people) , 因而已成为各个学

科, 尤其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据统计,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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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有关图书治疗的论文中,有 80%不是医务人

员所写, 约 1/ 3 的论文发表在图书馆学刊物上[5]。

　　其实, 图书治疗一开始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

之缘。高尔特在指出阅读对精神病人的特别价值后

认为, 图书馆是一座心智药房, 存储着为各类情绪失

常病人治疗的“药物”, 病人图书馆的藏书应丰富到

足以满足各种病人需求的程度[ 6] ; 苏格兰克里奇顿

精神病院的图书馆与实验室一样重要, 处方本与图

书目录是医疗人员必带的两件东西; 美国精神病院

的一些图书馆在规模和服务方面甚至超过了学术图

书馆。麻省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图书馆就是由受过专

门训练的图书馆员管理并发挥主要治疗作用的机

构; 特基舍荣军医院的 S. P . 德莱尼就是全美和国际

上享有盛誉的专职图书馆员和图书治疗专家, 她的

成功使当时伊利诺州、北卡罗莱纳州和乔治亚州的

图书馆学校派了许多学生前去学习。

　　图书馆长期介入治疗的实践, 使图书治疗成为

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939 年, 艾莉丝·布莱恩

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图书治疗能成为一

门科学吗?》的文章,呼吁对医院图书馆员进行专门

培训,使之规范术语、积累试验数据、制定科学研究

计划[ 7]。同年,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医学分会成立

了图书治疗委员会, 几年以后, 这个机构已经能够回

答一些基本的阅读疗效问题。1958年, 《专门图书馆》

刊登了 M . J. 瑞安的文章,再次掀起对图书治疗科学

性的讨论。R. M . 蒂尤斯认为,图书治疗的兴起给本

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而图书馆员正站在这

机会的门槛上。1964 年, 由ALA 发起、国家心理卫生

研究所赞助的“图书治疗研讨会”第一次将各个学科

的专家召集在一起, 交流对图书治疗的经验和看法。

会议确定了推进研究的 3 个亟待实现的目标: ¹ 制

定图书治疗的教学计划; º搜集研究所需的数据; »

制定标准化术语[ 8]。

　　鉴于有专业知识的图书馆员极为缺乏, ALA 教

育委员会专门为医学图书馆学制定了课程计划, 进

一步推动了图书馆界对图书治疗的研究。A. J. 朱尼

埃的硕士论文《1900～1958 年图书治疗文献主题索

引》收集了 601 篇论文; 1971 年医院和研究所图书馆

协会( AHIL )属下的两个分会——图书治疗委员会

和儿童抑郁症委员会出版了《图书治疗方法和资料》

一书, 其中 1/ 3 讨论治疗方法, 2/ 3 介绍用于治疗的

图书, 按治疗对象的问题排列, 每个条目之下详列摘

要, 注明阅读水平和适用对象。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

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反映研究

论文的各种书目有 21 种( 1950～1960 年) , 博士论文

59 篇 ( 1950～1980 年) , 硕士论文 16 篇( 1950～1960

年) , 60～70 年代就有 21 种专著出版, 至今从《Sub-

ject Guide to Books in P rint》上仍可看到新著不断问

世,而且每年都可以从专业检索刊物《图书馆文献》

的主题词 biblio ther apy 下看到许多文章。此外,还有

不少专业机构, 如全美诗歌治疗协会(纽约)、诗歌治

疗研究所(加州 )、ALA 的图书治疗委员会和图书治

疗讨论会、哥伦布学院的图书治疗研究所、华盛顿伊

丽莎白医院图书治疗圆桌会、印第安那的图书治疗

研究所、美国精神病协会精神卫生图书馆员组织等。

各公共图书馆也纷纷开展有关的服务, 如组织盲人

读书会、开办有声读物服务、为困居家中者送书上

门、为老人选书、在医生配合下指导病人阅读等。

　　图书治疗在国际上也受到普遍重视。1974 年国

际图联( IFLA )医院分会曾专门制定了一项图书治疗

计划; 1984 年 IFLA 发表了《图书馆为医院病人和残

疾人服务纲要》,强调了图书治疗在患者康复过程中

极为重要的作用; 英国图书馆刊物也很早就讨论了

这个问题。1965 年,邓肯·莱斯撰文认为, 出版物有

利于扭转医院的非人格化的环境,减轻病人的压抑、

孤独和恐惧感[9]。另一位心理治疗医生 S. D . 杜马拉

斯瓦米在《图书馆对医院病人服务的治疗学问题》中

指出, 书籍能给病人以活力, 特别是诗歌, 对精神病

人是有力的治疗工具[ 10] , 这与英格兰布里斯托尔大

学的医学家看法一致,这些医生认为 ,阅读诗歌比吞

服药丸能更有效地治疗焦虑症和抑郁情绪。华兹华

斯、叶芝、布郎宁等抒情诗人的诗篇在化解病人的郁

结情绪方面有特殊的功效。在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国家, 图书治疗被视为职业疗法( o ccupational

t her apy)而不属于心理疗法,主要用于对医院病人的

服务。俄罗斯对图书治疗的研究亦有较长的历史。本

世纪 20 年代, 尼古拉·鲁巴金的阅读心理学( bib-

liopsycho lo gy )对许多欧洲国家的图书治疗实践产生

过影响 , 70 年代, 前苏联有 4 000 多家医院图书馆,

不仅为医务人员提供资料, 也为病人提供服务, 在大

型医院 ( 300 张床位以上)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图书馆

员指导病人阅读,研究图书治疗的论文有 400 多篇。

乌克兰医学教育研究所有专为图书治疗提供书籍的

图书馆, 由两位专攻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图书

馆员负责[11]。和美国一样,病人使用医院图书馆在前

苏联是得到鼓励的。据报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命运》、《站起来走!》、《我能越过水坑》、《蔑视死亡》

这一类的书籍在帮助患者战胜疾病时的确能发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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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作用。

　　何种书籍能发挥何种疗效是研究人员长期关心

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几乎任何书都可以起某

种作用。文艺作品是最有力的工具, 80 年代前有 24

份报告认为小说在达到治疗目标方面是有效的[ 12] ;

80 年代在 14篇论及自助类书籍( self-help books)能

否改变患者行为的报告中, 有 11 篇持肯定态度, 其

中 4 篇认为对改变青少年不良行为有显效[ 13] ; 1989

年, 赖尔登和威尔逊分析了 1981 年以后的所有试验

报告, 得出结论说图书治疗是有效的, 特别表现在增

进自信、改变行为和改善人际关系方面[14]。尽管从医

学标准看, 有的结论还缺乏说服力,但作为一种辅助

疗法,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斯塔克在 1986 年

的一份报告中说, 在俄勒冈地区, 90%的心理工作者

和医生在使用图书治疗; 两年后他的一项全美调查

又表明, 84%的心理医生在使用图书治疗。阿特沃特

和史密斯 1982 年的调查也发现咨询人员在广泛使

用图书治疗[ 15]。威格莫尔对英国哈罗的困居家中者

的调查表明, 55%的读者喜欢小说,其余为非小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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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和烦恼以及减轻失眠痛苦”, 而

非小说类书可使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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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格莫尔的抽样

调查表明, 非小说类对困居家中者的影响比小说类

大[ 16]。

　　阅读何以能产生治疗作用也是研究人员探索的

问题。一般看法是,阅读并不仅仅是对文字符号的理

解, 而是心理体验的过程, 能够产生感觉、知觉、记

忆、思维、言语、情感、意志、兴趣等心理现象,阅读的

过程就是读者与作品的感情内涵引起程度不同的共

鸣的过程, 从而或产生美的享受,或激起某种崇高的

感情, 或改进处世态度,这就是书的摄人灵魂的魔力

和魅力。M. 莫迪把图书治疗的作用具体归结为娱

乐、信息、益智和领悟。娱乐, 即志愿地、无须付出任

何努力地享受性阅读, 使人在悠闲、愉快、平静的心

境中,怡情养性、陶冶情操、松驰情绪、排解忧郁, 能

发挥这类作用的读物有图片画册、短篇小说、幽默作

品、诗歌、科幻和神话故事, 其中小说是各年龄层次

均青睐的读物,连老年人也喜欢被称为“逃避现实的

文学”( escapist liter ature )的西部和武侠小说, 因为

它们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相对抗的空间, 人人都可以

在阅读中上天入地、天马行空地潇洒一回, 而毋须任

何付出, 这对于在现实的泥沼中奋斗而感到劳累的

人们来说的确是一种精神快餐。科幻作品还能给人

以丰富的想象,以及“对日益缩小的世界的失望”。渴

望获得信息是人类重要的需求之一, 所有病人和健

康人一样希望沟通、表达愿望、被别人理解和接受,

信息对他们来说如同治疗一样重要, 尤其是禁锢在

孤独、陌生和威胁性的氛围中(如病房) ,以书为伴有

助于缓解与现实的冲突。根据多尔克的观察,图画和

故事书可以弥补孩子们在病房中安全感的缺失, 对

他们熟悉的故事, 哪怕只听 10 分钟都具有安抚作

用。图书的信息作用还表现在读者对书的选择反映

了他寻求自我的途径,从中透露出的人格特征、潜意

识中的矛盾冲突和尚未被医务人员知晓的信息可以

为诊断学提供有力的佐证。图书在治疗中的领悟作

用就是使病人了解症状的真实意义。心理分析学认

为,由于心理冲突处于不同的意识平面,冲突的一方

处于前意识状态, 另一方被潜抑作用禁锢于无意识

状态,这个冲突若不能自行解决, 病人就会为症状所

苦, 又不知道产生症状的原因, 因此, 如把无意识的

心理过程转变为有意识的心理过程, 则有助于症状

的消失。帮助病人了解自己的问题是心理医生的任

务,但病人常否认医生的解释。拉扎斯菲尔德说,心

理治疗中的病人经常怀疑医生在说服他们接受预先

想好的诊断, 这使治疗无法进行, 但图书用于心理治

疗可以发挥暗示、投射的作用, 著者是“中立”的, 易

于被读者真诚地接受,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书其实是

针对患者的情况精心挑选的[17]。

　　学者们还对图书治疗的机理作了种种探索, 较

有影响的是弗洛伊德学派。该学派的理论可归纳为

认同、净化和领悟。认同, 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

他人的特征归因于自己而获得感情上的支持。任何

作品本身是相互对立的冲突力量的和谐与一致, 与

梦觉、神经症之类的精神病理学的行为相似。作家将

孩童期愿望付诸笔端而获得满足, 并通过作品将这

种愉快给予那些同样未满足孩童期愿望的读者, 这

种愿望平时受到社会、教育体系以及个人“自我”的

禁止、压抑和否定,所以作品的令人愉快的源泉并非

在于它的有形的或美学的方面,而在于其人所未知

的、隐含的方面。“净化”说是弗洛伊德学派把亚里士

多德的悲剧效果和精神结构学说联系起来而创立的

一种理论, 认为读者在作者设定的情景中体验恐惧

和紧张时, 内心的焦虑就被导向外部 ,并通过把悲剧

主人公当作自己而使情感得到“净化”。克里斯这样

总结道:读者在经历与作家同样的心理历程时,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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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意识的阐述而引起“原我”的反响,然后,精神系

统与“自我”的机能便发生了力比多能 ( cat hex is )的

转移, 表现为“自我”放松控制, 作品的内容开始与

“原我”相互作用(所谓“审美的幻觉”) , 通过控制心

理能量的流动, “自我”避开了“原我”的要求所产生

的恐惧和“超我”的压力, “净化”就实现了释放超负

荷的抑制, 使读者恢复到和谐状态之中的目的。作品

的内容使人的内心冲突外向化, 而人的心理活动又

使作品的内容内向化, 这种整合最终产生了领悟[ 18]。

　　今天, 图书治疗在西方仍受到重视, 这是因为:

一方面,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生活节奏加

快, 竞争加剧, 情绪因素致病的患者逐年递增。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有 5 亿多各类精神疾病患者,

其中 1. 5 亿为情感性疾病 (即“心境障碍”) [19]。另一

方面, 现代医学观念已经开始重视除药物、手术以外

的心理治疗。科学家们预言,人类对大脑在防治疾病

方面之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和全面利用, 将是 21 世

纪医学的突破, 人的大脑将成为为自己治病的有力

医疗工具, 思想、意志、情感、想象、信念、心理、情绪

在防治疾病、增进健康方面的确能发挥以前未认识

到的作用。图书治疗和工娱疗法、音乐疗法、心理疗

法、社会疗法、信念疗法等各种辅助疗法一样受到重

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图书治疗目前还不是一门

成熟的、严格的科学, 对它的作用和机制还处于摸索

研究阶段, 在应用中还存在着大量不足, 试验数据的

缺乏、实施中质量的参差不齐和“滥用”情况又加大

了这些不足的效应。正因为如此, 有关各界一直十分

关注图书治疗的研究和实践,美国一些图书馆学校

专门开设了图书治疗的课程,或把有关内容融入参

考服务、医学图书馆学、儿童图书馆学、成人服务等

课程中[ 20]。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50～70 年代西方图书馆

界对图书治疗的研究热潮并未波及我国,至今也未

见报道。但“阅读能治病”在我国并非新鲜事, 民间早

已有读书养生之说, 图书被称为“却老方”、“活水

源”,各种媒介也宣传过残疾人战胜疾病对其它病人

所起的鼓舞作用,但并没有系统地、有规模地展开研

究。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估计, 中国有 95%的情

感性疾病患者未能得到合适的科学服务,不管这个

数字是否准确, 情感性疾病患者日渐增多是一个客

观事实。据 1985年北京安贞医院调查, 全市精神病

患者人数为 10 万, 而在上海则占全市人口的

11. 35%。1993 年 8 月 4 日, 《经济日报》报道我国现

有 1 000多万重症精神病患者。此外,我国残疾人数

量庞大, 一些城市已进入老龄化, 社会正处于转型

期,各种社会问题引发的心理疾患有增无减, 所有这

些问题仅靠现有的医疗机构、心理工作者和教育工

作者是不够的, 面对如此众多的服务对象(包括身心

疾病患者、老人、儿童、青少年甚至犯人) , 我国成千

上成万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在图书治疗方面发挥新的

作用呢? 既然国外已有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国内也存

在巨大的需求, 那么, 只要我们有科学的精神、务实

的态度,认真钻研而不是标新立异, 就完全能在这个

新领域中做出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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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作为本国在国外建立的一个信息窗口,

要积极地做好国内生产的数据库、电子出版物和信

息服务项目的市场调查工作, 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地

反馈给国外的有关生产者。同时,中心还应通过广

告、大众媒介报道,加大推销中心现有信息产品和服

务项目的力度, 以期通过扩大中心服务的用户群和

服务项目, 提高经营效益,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

　　·中心作为本国在国外建立的一个联络节点,

应为加强两国图书信息机构的双边业务交流作出努

力。定期地组织两国的图书信息专家就热点问题进

行研讨, 进行对口的业务性考察和工作交流, 其中包

括组织各种类型的图书情报工作和经营理论的研讨

会、图书展销会和两国业务人员的培训等, 并帮助与

会者、参观考察者办理出入境手续。

　　·针对国外用户不仅需要了解书目信息, 更需

要获取和掌握全面完整的一次文献的特点, 中心应

努力建立和使用科技、经济、法律、政府信息等方面

的全文数据库, 以期满足国外和本国用户对一次文

献的需求,并尽力组织自动化和手工的全文翻译工

作, 为需要译文的用户提供文献翻译或编译服务。

　　建立跨国文献信息网络和服务中心,既是以科

学技术为先导的社会大生产跨越国界, 向生产国际

化发展的需要, 也是为迎合这种发展趋势, 实现文献

信息区域化、国际化交流和共享的需要[ 6]。然而,中

心的建立毕竟是图书馆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项创

举, 因此,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都有待于图书

信息界人士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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