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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回阅读行法思想和医案

摘 要 阅读疗法是把阅读作为养生保健和预防以及辅助治疗疾病的手段
,

使自己或帮助他人

保持或回归身心健康的一种方法
。

明清两代
,

知识分子对阅读疗法有所体验
、

有所认识的不乏

其人
。

他们在著述中记录自己读书疗病的经历
,

留下了许多阅读疗法的医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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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阅读疗法? 阅读疗法是图书馆学
、

医学
、

心理

学
、

社会学
、

教育学的交叉课题
,

它是把阅读作为养生保健

和预防以及辅助治疗疾病的手段
,

使自己或帮助他人保持

或回归身心健康的一种方法
。

从 20 世纪初开始
,

美国等西

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界就开始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系统地

研究阅读疗法
,

相关论著和学位论文屡见不鲜
。

西方研究

阅读疗法史
,

可 以上溯到中世纪
,

那时基督教已在欧洲占据

统治地位
,

伊斯兰教在东南欧也有一定影响
,

医生在给病人

治病时朗读《圣经》或《古兰经》作为辅助治疗的手段
,

这便

是西方阅读疗法的起源
。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
,

每一个朝代都不乏关于阅读疗法

的思想
、

观念和实例
,

阅读疗法的历史源远流长
。

然而中国

对阅读疗法的专门研究起步甚晚
,

自加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

关注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
,

做一些引介工作
。

至于中国历

史上的阅读疗法素材
,

尚未有人作比较全面的整理
。

本文

尝试对明代和清代的阅读疗法思想和案例进行梳理和总

结
,

勾勒出阅读疗法在这个时代的发展概况
,

一来期望能够

对阅读疗法研究的本土化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

二来期望

能够丰富中国阅读史的内容
,

为中国阅读史的研究作一些

探索
,

积累一些经验
。

1 明清的阅读疗法思想

明代以前
,

中国的阅读疗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带有哲学
、

美学和文学评论意味的文艺理论著述 中
,

如‘文心雕龙》
、

《诗品》等都蕴含有丰富的阅读疗法思想
。

到了明清时期
,

一方面新的文艺欣赏观念和文学创作理论对阅读疗法富有

启发
,

如明代在文学 阐释上宣扬以意逆志
、

诗无达话的观

点
,

在创作上遵从文以明道
、

师心尚俗
、

言情宣泄等观点
。

如清代王夫之提出情景互发
、

妙合无垠 ; 以有限表现无限
,

以质实表现空灵 ; 意境乃主客体偶然感发
、

天然妙和等文学

创作观点
。

叶燮把理
、

事
、

情的互动视为文学创作的源泉
。

王士贞从画论中吸取
“

神韵
”

的概念论文学等
。

这些观点从

不同角度说明了文学作品对情志的调节作用
、

对人心和社

会的干预作用
,

为阅读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

另一方面
,

阅

读治疗进人养生学家的视野
,

在养生学著作中出现了专门

介绍阅读疗法的篇章
,

这是中国历史上阅读疗法思想的飞

跃
。

可以说
,

自明清以后
,

阅读疗法进人了理论 自觉时代
,

系统论述逐渐增多并已慢慢纳人到保健
、

养生和医疗的理

论体系中
。

下面介绍明代两位养生学家的阅读疗法思想
。

明人高赚明确地把阅读作为养生保健方法写人其养生

学专著《遵生八笺》中
。

《遵生八笺》辑录古人养生格言
、

小

品文
、

诗词
、

药方
、

食谱等
,

杂以 己论
,

近似类书
,

具体包括清

修妙论笺
、

四时调摄笔
、

起居安乐笺
、

延年却病笺
、

饮撰服食

笺
、

燕闲清赏笺
、

灵秘丹药笺和尘外遐举笺
,

其中的清修妙

论笺
、

起居安乐笺对阅读保健多有涉及
。

高镰认为
,

富人不

知卫生有方
,

穷人不晓保身有道
,

直到病痛袭身
,

方急慌慌

寻医问药
,

索草根树皮以活精神
,

这是很可悲的
。

他说
: “

摄

生尚玄
,

非崇异也
。

三教法门
,

总是教人修身正己
,

立身行

己
,

无所欠缺
。

⋯⋯保养之道
,

可以长年
,

载之简编
,

历历可

指
。

即《易》有颐卦
,

《书》有
‘

无逸
’ ,

黄帝有《内经》
,

《论语》

有
‘

乡党
’ 。

君子之心悟
,

躬行则养德养生兼得之矣
。 ”t‘〕他

赞赏延叔坚自述的生活方式
: “

朝则诵羲丈之《易》
,

虞夏之

《书》
,

历公旦之典礼
,

览仲尼之《春秋》
,

夕则逍遥内阶
,

咏诗

南轩
,

百家众氏
,

投闲而作
。

洋洋乎其盈耳
,

焕烂乎其溢 目
,

纷纷欣兮其独乐也
。 ”

[2] 并且指出读书要做到
“

旁若无人
,

高

风读书
,

不知暴雨
”

的专注程度
,

要掌握
“

扫荡胸次净尽
,

然

后吟哦上下
,

讽咏从容使之感发
”

的要领
,

才能收到祛疾养

生的奇效
。

在高潦看来
,

具有养生之效的书主要是儒道佛三教经

典
,

特别是远古圣贤之书中的养生专论
。

高滚也不认为所

有的阅读方式都具有养生祛病的作用
,

而是要在一些前提

下遵从一些原则才能收到效果
,

这实际上是对阅读疗法的

应用条件和操作过程进行规范
,

标志着阅读疗法开始进人

养生学家的视野
。

明人龚廷贤在《寿世保元
·

延年良蔑》中说
: “

诗书悦心

⋯⋯可以延年
。 ”

I3] 这也是非常明确地肯定 阅读的保健作

用
。

阅读不断受到养生学家的重视
,

表明阅读开始突破教

化领域
,

逐渐向保健医疗领域延伸
,

人们开始把阅读作为一

种辅助性的治疗方法重新加以审视
。

养生学家之外
,

明清一些文人学士对阅读疗法也有深

刻精彩的认识
。

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
,

思想敏锐
,

常发前人之未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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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颐养
、

医疗方面也有一系列卓见
。

他在《闲情偶寄
·

颐养

部
·

疗病》中说
, “

药笼应有之物
,

备载方书
” ,

现有的《本草》

一类的药典几乎把天地间的一切都当做药物收罗进去了
,

似乎扁鹊复活
,

也不能再加一物了
。

但是
,

李渔认为仍有可

加之物
。

他说
: “

常见有人病人膏育
,

危在旦夕
,

药饵攻之无

效
,

刀圭试之不灵
,

忽于无心中瞥遇一事
,

猛见一物
,

其物并

非药饵
,

其事并非刀圭
,

或为喜乐而病消
,

或为惊慌而疾

退
。”

俗话说
: “

救得命 活
,

即是 良医 ; 医 得病痊
,

便称 良

药
。 ”

[4j 由是观之
,

这些代替药饵
、

刀圭消病退疾的事件和东

西便是药典可加之物了
。

不过这些可加之物因人而异
,

并

不专指
,

具体说有七类
:

一 曰本性酷好之物 ;二 日 其人急需

之物 ;三曰一心钟爱之人 ; 四日 一生未见之物 ; 五 曰平生契

慕之人 ;六 日素常乐为之事 ; 七 日生平痛恶之物与切齿之

人
。

前六种得之可当药
,

后一种除之可当药
。

在论述一生未见之物可当药时
,

李渔说
: “

欲得未得之

物
,

是人皆有
,

如文士之于异书
,

武人之于宝剑
,

醉翁之于名

酒
,

佳人之于美饰
,

是皆一往情深
,

不辞困顿
,

而欲与相俱者

也
。

多方觅得而使之一见
,

又复艰难其势而后出之
,

此驾驭

病人之术也
。

然必既得而后留难之
,

许而不能卒与
,

是益其

疾矣
。

所谓异书者
,

不必微言秘籍
,

搜藏破壁而后得之
。

凡

属新编
,

未经目睹者
,

即是异书
,

如陈琳之檄
,

枚乘之文
,

皆

前人已试之药也
。

须知奇文通神
,

鬼魅遇之
,

无有不辟者
。

而予所谓文人
,

亦不必定指才士
,

凡系识字之人
,

即可 以书

当药
。

传奇野史
,

最祛病魔
,

倩人读之
,

与诵咒避邪无异也
。

他可类推
,

勿拘一辙
。 ”

[5] 在这里
,

李渔明确地亮出了书可当

药的观点
,

不仅列举了古代经典的阅读疗病的医案
,

粗略地

勾勒了阅读疗法在中国的发展线索
,

说明了书可当药的道

理
,

还指出了以书当药的注意事项
。

这段话有史
、

有论
、

有

据
,

在中国阅读疗法理论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可以说是

阅读疗法在中国的第一份理论大纲
。

在论述素常乐为之事可当药时
,

李渔说
: “

病人忌劳
,

理

之常也
。

然有
‘

乐此不疲
’

一说作转语
,

则劳之适以逸之
,

亦

非拘士所能知耳
。

予一生疗病
,

全用是方
,

无疾不试
,

无试

不验
,

徙痈院肠之奇
,

不是过也
。

予生无他癖
,

惟好著书
,

优

藉以消
,

怒藉以释
,

牢骚不平之气藉以铲除
。

因思诸疾之萌

孽
,

无不始于七情
,

我有治情理性之药
,

彼乌能崇我哉 ! 故

于伏枕呻吟之初
,

即作开卷第一义 ;能起能坐
,

则落毫端
,

不

则但存腹稿
。

迫沉病将起之日
,

即新编告竣之时
。

一生剖

删
,

孰使为之? 强半出造化小儿之手
。

此我辈文人之药
,

‘

止堪自怡悦
,

不堪持赠君
’

者
。”

I6] 李渔把书能当药的道理

归结为书可以调节情志
,

可以说是抓住了阅读疗法的精髓
。

与李渔同时代的学者余怀
,

对李渔的《闲情偶寄》评价

极高
,

他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赞日
: “

其言近
,

其 旨远
,

其取情

多而用物阂
,

谬谬乎
,

鲡缅乎
,

坟者读之旷
,

傀者读之通
。

悲

者读之愉
,

拙者读之巧
,

愁者读之作且舞
,

病者读之霍然

兴
。” [月译成白话就是

: “

糊涂的人读了它会变得明白 ;狭隘

的人读了它会变得旷达 ;优郁的人读了它会变得愉快 ;笨拙

的人读了它会变得灵巧 ;愁闷的人读了它会欣然起舞;有病

的人读了它会霍然而愈
。 ”

在余怀看来
,

《闲情偶寄》也成了

一味治病 良药
。

在读书疗病问题
,

清代还有一位才子
,

这就是张潮
。

张

潮一生写了许多清新雅致的格言和小品文
,

他还写过一篇

题名为《书本草》的小品文
,

构思巧妙
,

别具一格
,

不仅开创

了一种新奇的文体
,

也是一份极具中国特色的阅读疗法书

目
。

如果不接触张潮《书本草》这篇文章
,

很多人会认为阅

读疗法是西方学者首创
,

但读了这篇文章
,

就可知
“

阅读疗

法
”

这个词虽为外国人发明
,

但在对阅读疗病这个现象的认

识上
,

中国人的确不比外国人晚
,

而且相当深刻
。

《书本草》用中国传统的揭示中药药性的方法来分析书

的治疗功能
,

短而精当
,

全文如下 [8] :

【四书】有 四种
,

日《大学)
,

日(中庸》
,

日《论语》
,

日

(孟子》
。

俱性平
,

味甘
,

无毒
,

服之 清心 益智
,

寡嗜欲
。

久服令人醉面盎背
,

心宽体胖
。

【五经】有五 种
,

日 《易》
,

日《诗》
,

日 《书》
,

日 《春

秋》
,

日《礼记》
。

俱性平
,

味甘
,

无毒
,

服之与四书同功
。

【诸史】种类不 一
,

其性大抵相同
。

内惟《史记》
、

《汉书》二种
,

味甘
,

余俱带苦
。

服之增长见识
,

有时令

人怒不可 解
,

或泣下不止
,

当暂停
,

复缓缓服之
。

但此

药价昂
,

无力之家往往 不能得
。

即服
,

亦不 易
,

须先服

四书
、

五经
,

再服此药方妙
。

必穷年累月方 可服尽
,

非

旦夕所能奏功也
。

官料为上
,

野者多伪
,

不堪用
。

服 时

得酒为佳
。

【诸子】性寒
、

带燥
,

味有甘者
、

辛者
、

淡者
。

有大

毒
,

服之令人狂易
。

【诸集】性味不 一
,

有微毒
,

服之助气
,

亦能增长见

识
,

须择其佳者方可用
,

否且杀人
。

【释藏
、

道藏】性大寒
,

味淡
,

有毒
,

不可服
,

服之令

人身心俱冷
。

唯热中者宜 用
,

脚有磊块者服 之亦能消

导
,

忌酒
,

与茶相宜
。

【小说
、

传奇】味甘
,

性燥
,

有大毒
,

不可服
,

服之令

人狂易
。

惟署月神气疲倦
,

或饱闷后风雨作恶
,

及有外

感者服之
,

能解烦消郁
,

释滞宽脚
,

然不宜久服也
。

费此度日
,

药已顾所用何如耳
,

用 之而 当
,

虽蛇蝎

亦足以奏功
。

韩信之背水阵
,

岳 飞之不学古兵法是也
。

用之而不 当
,

即获答亦足以陨命
,

赵括之徒读父书
,

王

安石之信用周礼是也
,

此又用药者所当知
。

在张潮看来
,

中国几乎所有典籍皆有药性
,

均具疗病之

效
。

他的《书本草》
,

用不足一尺之幅
,

把中国几乎所有典籍的

药性
、

适应症
、

疗效
、

副作用
、

服用方法揭示殆尽
,

大气磅礴
,

堪

称中国阅读疗法的第一书目
。

如果说李渔的相关论述是经典

的阅读疗法理论大纲
,

(书本草》则是经典的阅读疗法书目
,

两

文堪称中国阅读疗法文献史上的双璧
、

姊妹篇
。

除李渔和张潮外
,

明清一些文士的言论也涉及到了阅读

疗法
,

无疑丰富了这个时期的阅读疗法思想
。

明代的汤显祖在论及戏剧的起源时说
: “

人生而有情
。

思欢怒愁
,

感于幽微
,

流乎啸歌
,

形诸动摇
。

或一往而尽
,

或

积日而不能自休
。 ”

[9j 这种积日不休的情绪如果找不到机会

释放
,

就会酿成疾病
,

而戏剧恰恰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释放的

机会
。

观众在观看戏剧时
,

受到剧中情节的触发
,

情绪容易

找到宣泄的出 口
,

就不至于因憋闷而使病魔得以逞凶
。

汤

显祖在这里虽然说的是戏剧的治疗作用
,

但同样也适用于

小说
、

传记
、

散文等
,

因为文献和戏剧具有许多共同点
,

阅读

这些文献如同观剧
,

同样可以为积日不休的情感找到突破

口
,

把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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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陈继儒赞成宋代黄庭坚的观点
,

认为
: “医俗病

者
,

独有书耳
。 ”汇‘。〕明代的钱琦也说

: “

独有书可医胸 中俗

气
。”

清代诗人陆莹日
: “

病中拈笔为谁忙
,

下暇看题检药囊
。

心坐一窗行万里
,

除诗是药更无方
。 ”

病中还要拈笔写诗
,

这

使作者对 自己行为的意义也产生怀疑
,

但转念一想
,

才悟出

自己对诗已经产生依赖
,

即便生病
,

也到了非诗无以可救的

地步
。

清代学者王鸣盛一辈子穷研经史
,

孜孜不倦
,

68 岁时曾
一度双目失明

,

目愈后仍读书不辍
,

直至终老
。

他在 (杂诗

四首》中云
: “

书能益神智
,

六籍皆膏肤
”
工川

。

此公把经典图

书作为养神健脑的营养品
、

滋补品
,

于养病康复当然有益
。

2 明润的阅读疗法医案
明清两代

,

读书士子对阅读疗法有所体验
、

有所认识的

不乏其人
,

他们在著述中记录自己读书疗病的经历
,

留下了

许多可以称为佳话的阅读疗法医案
。

明代学者
、

藏书家胡应麟自述
: “

一生于他无所嗜
,

所嗜

独书
。

饥以当食
,

渴以当饮
,

诵之可以当韶嫂
,

览之可 以当

夷施
。

优藉以释
,

忿藉以平
,

病藉以起
。 ”[川这里的

“

韶
”

是虞

舜之乐
, “

技
”

是商汤之乐
, “

夷施
”

即西施
。

把图书当做美妙

的音乐和美丽的女子
,

难怪可以释优
、

平忿
、

消百病了
。

明代的程敏政在 (与欧阳子相侍御书》写道
: “

南归逾

年
,

闻左右吕言于廷
,

大慰士望
。

继闻有按蜀之行
,

私计桐

乡受爱惟深
,

宪节归时或有便道奉晤之
,

期也
。

既而病中连

得手教
,

拳拳故旧之念
,

如抱风采
,

不觉沉病去体
。”〔131 在《复

庄定山年兄书》中
,

程敏政写道
: “

仆不接托
,

有同年之契
,

于

左右几三十年于今矣
。

宦途碌碌
,

不能以时上起居请教益
,

为罪实深
。

蒙恩放还
,

省循而 已
,

乡人吴以时来承手书佳

章
,

见慰
,

适在病中
,

奉诵再三
,

不觉沉病去体
,

相念之意
,

其

何能忘 ?
”〔l’1 明代的张永明在《与罗念斧》中写道

: “

德音谆
,

勤示诲
,

病愈中诵读
,

顿觉沉病去体
。 ” [ 15]

程敏政和张永明的信都用到了
“

沉病去体
” ,

可见在明

代的病人复信中
,

这四个字已经成为常用语
,

阅读的治疗作

用已经得到人们普遍认可
。

明清时期最典型的阅读疗法医案发生在清代学者焦循

身上
。

焦循是清代大儒
,

明经学
,

通天算
,

曾著《孟子正义》
、

《天元一释》
、

《雕戴楼集》等
。

他认为读书尤其是读道家的

书有代医
、

代药之功
。

有一年他患病吐血
,

诊治后精神欠

佳
,

于是便找来道家的书又读又抄
,

结果收效不错
,

恢复了

元气
。

对于这段经历
,

焦循如此自述
: “

余庚戌 (17 90 年 )岁之

冬患吐血病
,

虽愈而精气不足
。

或劝服丸药
。

余谓以药不

若以书
,

乃留心于道家者流
。

日诵《老子》
、

《庄》
、

《列》及黄

帝《素问》凡二年
,

不知病之何所失也
。

壬子
、

癸丑间馆于郭

舍人家
,

与黄解元居相近
,

时时相过论诗
。

黄所藏崇德书院

所刻诸子书
,

有余未之见者
。

无能
、

天隐尤为当时所好
,

乃

借出写之
,

得六种
。

越十年癸亥正月八 日
,

风雪之下
,

不能

出户
,

取之诵之
,

憧憧之心
,

颇为之平
,

乃知却无病之病
,

更

良于却吐血之病也
。

灯下书此
。 ”[ l6J 焦循对阅读疗法作用的

认识相当准确
,

他指出通过阅读治疗
“

无病之病
”

更胜于单

纯治疗
“

吐血之病
” ,

也就是说阅读疗法主治的是心理疾病
,

对生理疾病的治疗只起辅助作用
,

这跟当代医学对阅读疗

法的认识是一致的
。

焦循病时手抄的六种道家著作后来被生于晚清
、

卒于

当代的藏书家周越然所收藏
。

周越然有一次生病
,

偶然想

起焦循关于读书疗病的那段话
,

于是将这六种书翻出来重

读
,

结果
“

不觉心平气和
,

而头痛全停
,

咳嗽亦几乎止矣
” 。

阅读在周越然身上产生的疗效使他服膺了焦循的观点
,

他

把自己的感受和焦循的体验加以综合
,

进一步总结道
: “

据

此可知书籍可疗头痛
、

疗咳嗽
,

即吐血及
‘

心病
’

等重症
,

亦

有治之之能力
。 ’, 汇‘7〕周越然根据表面现象扩大了阅读疗法的

适应症
,

但没有认真分析阅读疗法治病的原因
,

识见实际上

不及焦循梢深
。

明清时期小说开始盛行
,

有的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情感

投人
,

心理变化复杂
,

身患的杂症竟不意自愈
。

如清代的秦

子忱本来是一位军人
,

有一次因为阅读《红楼梦》
,

不但治好

了疮疾
,

还激起了创作兴趣
,

竟立志写出了《秦续红楼梦》一

书
。

他在《秦续红楼梦》一书的
“

牟言
”

中回顾了自己 的这段

经历
: “

《红楼梦》一书
,

脍炙人口者数十年
。

予以孤陋寡闻
,

固未曾见也
。

丁巳春
,

余偶染疮疾
,

乞假调养
,

伏枕呻吟
,

不

胜苦楚
。

闻同寅中有此
,

即为借观
,

以解烦闷
。

匝月读竣
,

而疾亦赖是渐疹矣
。 ”

[l8 〕

比起阅读小说疗病
,

吟诗疗病更是由来已久
,

从唐代开

始就广泛流传着杜诗疗病之说
,

这一说法在清代又找到了

新的例证
。

在清代青城子所编的《志异续编》中载有一桩奇

事
:

白岩朱公患气痛症
,

发作时每每因吟诵杜诗数首而缓

解〔‘, ]
。

综上所述
,

可见阅读疗法在明清发展很快
,

理论和实践都

十分丰富
,

为后人进一步研究阅读疗法培育了沃土
,

储备了养

分
,

创造了条件
。

我们应当充分开发利用这些宝贵的历史资

源
,

最大程度地汲取民族文化中的养分
,

尽快实现阅读疗法的

本土化
。

只有本土化了的阅读疗法才能更好地为国民所认

同
,

从而得以广泛普及
,

发挥最大作用
,

更好地造福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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