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西方对图书治疗的作用及其机制的探讨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沈固朝

　　读书可以治病并不是新发现, 在西方文献记载中已
有了几百年历史, 19世纪图书治疗逐渐推广, 英格兰、苏

格兰、德国和法国的医生的处方中常列有一些有益康复的

书籍。1810年美国著名医生本杰明·拉什呼吁精神病院不

仅应提供轮椅, 还应提供有益精神健康的读物〈1〉。进入 20

世纪, 对图书治疗的研究开始活跃, “Bibliothera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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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又称为 “阅读疗法”( reading th erapy) , 许多专业组织纷

纷建立, 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出现, 研究热情至今未衰〈2〉。

图书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作用首先是医生们认识到

的〈3〉。1920年, 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医生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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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疾病治疗进程中的价值, 并引用了向总统本人推荐图书

所产生的良好效果的例子; 1925年 J . A. 杰克逊在《现代医

院杂志》中指出病人通过阅读可产生放松、镇静和振作的效

果; 医学界颇有名望的M . 菲什拜因也呼吁为病人建立内

容生动丰富的图书馆, 他在 《精神病学基础》一书中指出,

“愉悦身心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良方, 而达到良好效果的工

具是图书和语词”。到了四十年代, 医生们对图书治疗的热

情有增无减。所罗门·盖纳在《神经系统疾病》中论述了书

刊报纸、图书馆员和阅览室对病人的重要性, 并在“阅读是

一种治疗吗”一文中把精神病人的阅读与一般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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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实践中的心理疗法》中首次

扩大了图书治疗的范围, 同年, “图书治疗学”(S cience of

Bibliotherap y ) 的提法出现在 E. B. 艾伦的 “图书治疗实

践”一文中; 1948年, J .M . 高尔特在美国精神病学会会议

上宣读了论文《论精神病患者的阅读、娱乐和消遣》, 较系

统地归纳了图书治疗的功能〈4〉。

对图书治疗进行认真研究的要数心理治疗医生了, 较

突出的有 L. 赫什的 “医生怎样使用图书”, 她仔细观察了

病人的读物以及他们对阅读的反应, 认为这种反应揭示了

病人的兴趣、问题、感情、希望和梦想,为了了解这些反应,

医生也要了解病人的读物并和病人讨论阅读内容。她并不

认为《如何放松》、《怎样排解忧虑》这类书本身能够发挥治

病作用, 但能够揭示病人的问题。1957年她在另一篇文章

“对病人的图书服务”中指出, “图书疗法并不是一门科学,

至少现在还不是,但它的确是一种治疗的艺术,它属于职业

或教育疗法。”这看法与另一位有影响的心理学家 H. M.

博加德相似, 博加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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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科学态度

和有保留的欢迎, 同时也说明对图书治疗的机制应进行深

入的探讨。

60年代以后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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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和各种原因

的困居家中者 ( Housebound people) 〈5〉。由于医学已不再单

独包揽因情绪因素致病的治疗,各个行业和学科、尤其是教

育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参与了精神卫生的研究和治疗, 也

由于医学领域专业分工越来越细, 熟悉病人的家庭医生或

个人医生的数量锐减, 医学界对图书治疗的实践和研究并

没有沿着原有的势头发展,图书治疗遂成为各个学科,包括

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医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图书

馆的服务内容之一。1962年美国 《图书馆趋势》出版了研

究专辑, 1964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

所在 “图书治疗研讨会”上确定了推进研究的目标, 专著、

博士论文和研究文章大量出现, 1984年国际图书馆联合会

在《图书馆为医院病人和残疾人服务纲要》中强调了图书治

疗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图书在治疗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M . 莫迪归纳为

四种: 娱乐 ( recreat ion)、信息 ( us eful informat ion )、益智

( intel lectual st imulat ion) 和领悟 ( insig ht )。

1. 娱乐　这是一种自愿的、无需作出鉴别或付出任何

努力的享受性阅读, 目的在于使病人在悠闲、愉快、平静的

心境中, 或怡情养性、陶冶情操, 或引发自由惬意的想像,

从而释放紧张, 排解抑郁, 驱赶无聊。能发挥这类作用的图

书有图片画册、短篇小说、幽默作品、诗歌、科幻小说和神

话故事,其中小说是各类型和各年龄层次读者青睐的读物,

青少年自不必说, 就连老年人也喜欢 “逃避现实的文学”

( es capist l iteratu re) , 西部作品和武侠小就提供了一个与现

实相对抗的精神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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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蹄而感到很累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精神饱餐。因此,路易

斯 . 隆吉尼认为这类书为人们逃避现实提供避难所, 可以

补偿人们对日益缩小的世界的失望。空间探索和个人成就

则给人以丰富的想像和自信心〈6〉。值得一提的是诗歌在这

类读物中的独特作用。据报道,英格兰南部布里斯托尔大学

的医学家发现, 阅读诗歌比吞服药丸能更有效地治疗焦虑

和抑郁情绪, 如华兹华斯、叶芝、布朗宁等抒情诗人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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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解病人郁结的心绪方面有特殊的功效。总部设在纽约

的美国全国诗歌治疗协会 ( Nat ional Ass ociat ion for Poet ry

T herapy) 已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和训练班, 制定标准, 鼓励

研究。1971年由布鲁克林—坎伯兰医疗中心精神病学部主

持的第一届协会年会上, 34%是医生, 包括著名的精神病学

家。马里兰州克朗斯韦尔精神病院的理查森的报告说,诗歌

治疗对病人康复有明显效果, 因为诗歌是用感情写就的,能

触及病人内心深处, 影响病人的情绪。

2. 信息　渴望获得信息是人类重要的需求之一, 所有

患者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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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一样重要。尤其是禁锢在

陌生的、甚至具有威胁性氛围中的患者,以书为伴有助于缓

解这种与现实的冲突。根据多尔克的观察,医院里虽然无法

提供与家里一样的环境, 但图画和故事书可以补偿孩子们

安全感的缺失,他们熟知的故事,哪怕只听十分钟都具有安

抚作用。图书在治疗中发挥的信息作用还体现在,患者对读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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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尚未在谈话中知晓的信息可以

为诊断学提供有力帮助。

3. 益智　威格莫尔对 “困居家中者”阅读情况的调查

表明, 他们的读物并非都是消遣性的, 历史、园艺、社会学、

文学评论也占很大比重。莫迪指出, 要求病人读一些需要费

脑的书籍并不容易,但对于长期卧床患者来说是必要的,阅

读并不仅仅为了忘掉烦恼, 还可以使人集中精力, 积极思

考,头脑敏捷,有的患者正是为了不失去记忆力和思考力而

阅读的。

4. 领悟　心理分析学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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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识,另一方则被潜

抑作用禁锢于无意识领域,这个冲突不能自发地得到解决,

因而病人就为症状所苦,又不知道产生症状的原因。把无意

识的心理过程转变成意识的, 使病人了解症状的真实意义,

就可以使症状消失,这种了解就是领悟。帮助病人了解自己

的问题是心理医生的任务, 但面对面的分析常使病人否认

和拒绝医生的解释。拉扎斯菲尔德说, 心理治疗中的病人常

常怀疑医生是在说服病人接受预先想好的诊断, 这会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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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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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的。〈7〉。

由于图书治疗可以小组读书活动的形式进行,朗读、倾

听、讨论不仅提供给患者们共处和沟通的机会,还提供了观

察个人对集体的反应以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机会。读书活动

可以使小组成员在担任某种角色中充分表现自己, 可以唤

起参加者共同的感情 (好奇、愉快、满足等) , 这种社交性

的、需要感情上投入的活动在克服影响健康人格发展的孤

独症、环境顺应不良、性格偏常和自我中心倾向方面也有特

别的价值。

图书治疗多从认同、净化和领悟等角度来解释其作用

机理。认同 ( Ident if ictaion) , 即通过有意或无意识地将他

人的特征归因于自己而获得感情上的支持, 因而从焦虑中

解脱出来。任何作品本身就是相互对立的内部精神力量的

产品, 是若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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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将未完成的孩童期愿望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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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满足的源泉并非在于它的有形的或美学的方面, 而是人

所未知的、隐含的方面〈8〉。净化 ( Cathasis ) 是亚里士多德

在《诗学》中用的隐语, 用于形容悲剧对观众的效果。弗洛

伊德学派把它和精神结构学说联系起来: 读者在作者设定

的情境中体验恐惧和悲痛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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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释时总结了这样几点,第一,读者经历了与作家同样的

心理历程;第二,这种历程是对艺术形式的意识和知觉发展

到前意识的阐释 ( Preconscious elab or at ion) , 直至引起“原

我”( id) 的反响; 第三, 精神系统和 “自我”的机能中便

发生了力比多能的转移 ( Cathexis ) , 表现为 “自我”放松

控制, 作品内容与“原我”开始相互作用, 这个过程称为审

美的幻觉。通过控制心理能量的流动, “自我”表明了本身

在娱乐中的位置, 因而避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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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学作品内容促使人

的内心冲突外向化 ( externaliz at ion) , 而人的心理活动又使

文学作品的情绪内容内向化 ( internalized) , 成为人的总体

行为的一部分, 这种整合 ( integrat ion) 最终便产生了领

悟〈8〉。

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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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图书治疗的价值受到怀疑。此外, 当图书治疗的积极

作用被热心的推广者肯定时, 它的某些负面作用大多被忽
视了。其实图书治疗同任何心理治疗一样复杂,任何对图书

和病人的肤浅了解都可导致治疗无效甚至出现相反效果,

例如对易受暗示的读者选书时就要非常谨慎, 布里格斯就

曾报告了未充分了解病人而在治疗中使病人罪恶感和消沉

情绪加重的例子,博加德 1965年就提出图书治疗是否也有

适应症、禁忌症、用法、疗程和负作用的问题, 而沃纳更在

“图书治疗的神话”中批评道, 图书治疗走出医院进入社会

时就被用来 “对付一切社会问题”了〈9〉。像任何治疗方法

一样,图书治疗只能对部分患者有效,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

受制于治疗人员的素质和技巧等多种因素。因此国外医学
界仍把它同音乐疗法、心理剧 ( Psychodrama)、社会疗法

( social therap y) 工娱疗法等一。 (下转第 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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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总结·

社交恐怖症 226例临床观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陈建国　鲁龙光

　　本文报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理卫生

中心 1986～1994年求治的患者,经系统观察资料完

整、符合 CCM D- 2 诊断标准( 1)的 226 例社交恐怖

症患者临床资料。

以交谈、试验、观察、自我报告四种方法进行综

合研究( 2)。试验指我心理实验室根据个案实际情况

设置情景,通过闭路电视观察患者进入情境时的行

为表现和生理心理反应, 并通过生理记录仪测定患

者的生理指标有助于正确诊断和客观评定疗效; 自

我报告是指患者按治疗程序写出的自传性材料, 要

求具体, 不失真,必须在交谈深入的基础上完成( 3)。

结　果

一、一般资料:男性 124 人,女性 102人, 男女性

别比 1. 22∶1, 年龄 17～41 岁, 平均年龄 28. 21±

3. 82 岁, 大学文化程度 86 人 ( 38% ) , 中学 101 人

( 45% ) ,初中以下 38 人( 17% )。

二、早年经历: 92. 7%患者早年受过陈规旧习教

育影响, 如“男女有别”等; 98. 7%自幼娇生惯养, 盲

目溺爱, 保护过度; 96. 4%的患者早年封闭 ,家长不

让与同龄儿童接触, 怕受到伤害及染上不良习气等。

三、怕与人交往的因素: 88. 7%的患者与人交往

中怕失去自我良好的形象,不能获得满意的人际关

系; 84%的患者与人交往无信心, 有自卑感; 100%的

患者想与人交往,但感到无能为力, 不知如何交往,

缺乏交际技巧和经验。

四、恐怖对象: 87%的患者怕异性、怕领导、怕集

体性场合与人交往等综合性人际恐怖; 8%单怕见熟

人; 5%单怕见陌生人。

五、临床特征: 分为三种类型 1. 敏感型: 121

( 54% )。2. 困忧型 68 人 ( 30% ) , 3. 退懦型 37 人

( 16% )。

六、生理及行为改变: 社交恐怖症者进入情境

时: 1. 眼神不自然 91% ; 2. 面部表性紧张 89% , 3.

手势不自然 48. 7% ; 4. 语言不流畅 88. 5% , 5. 生理

指标: 心率、血压上升者占 97%。

讨　论

本组资料表明 100%来就诊的社交恐怖症患者

都非常希望在医生的帮助下, 能有一个与社会人群

良好的正常交往关系愿望, 这为治疗提供了条件;本

文还提示尽管临床表现特征不同,但均与早年父母

教养方式及生长环境密切相关, 这与有关文献报道

相符( 4, 5) , 为此, 在当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居多的情

况下, 从早年给予科学的家庭教育, 塑造良好的个

性, 对预防社交恐怖症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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