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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法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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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名称和定义两方面对阅读疗法概念进行了辨析, 指出了正确理解阅读疗法需要把握的

要点和应该消除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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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dif ferences among the concepts on reading therapy w er e dist in-

guished and analyzed f rom tw o levels, namely term and def init ion. The key s how to understand

reading therapy right ly and how to avoid the mistakes in apprehending reading ther apy w ere

pointed 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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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阅读的保健和辅助治疗作
用。古代埃及的一些寺院图书馆就因是治疗中心而

闻名, 掌管文献的馆员被称为/生命之宫的文臣0 [ 1]
。

在古代埃及底比斯城的一个图书馆的正门上方还镌

刻着/医治灵魂的良药0的字样 [ 2]
。中国汉代的学者

刘向说: /书犹药也, 善读者可以医愚。0中国古人还

发明了一种文体/箴0, 用来疗治心理上的迷茫和障
碍。刘勰在5文心雕龙6的/铭箴0篇中说: / 箴者, 针

也,所以攻疾防患, 喻针石也。斯文之兴, 盛于三

代。0[ 3] 明代的李渔认为异书之于文士, 也是药的一

种。清代的张潮则明确提出了/书本草0一词, 翻译

成英文就是/ books of materia medica0,这个词的意

思非常接近于/阅读疗法0, 是中国人向阅读疗法张

望、探索时创造的一个重要概念,应该在世界阅读疗

法史上大书一笔。

然而在近现代, 真正把阅读纳入卫生医疗体系,

作为一种辅助疗法进行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则肇始

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一般认为, 1916 年, 美国

人塞缪尔 # 麦克乔德 # 克罗色尔斯 ( Samuel M c-

Chord Crothers)在5大西洋月刊6( At lant ic M onth-

ly)上发表文章, 首次创造了一个词: bibliotherapy,

该词的发明标志着阅读疗法研究在西方的兴起。

/ bibliotherapy0乃希腊语的/ biblion0( book ) 图书)

与/ oepatteid0( healing or t reatment ) 医治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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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合,直译成汉语就是/图书疗法0。然而,也有学

者认为, 1848年, J. M. 高尔特在美国精神病学年会

上宣读的5论精神病患者的阅读、娱乐和消遣6是阅

读疗法研究的首篇论文, 该文的口头发表标志着阅

读疗法研究在西方奠基, 该文论述了阅读治疗的功

能,分析了患者的类型及相应的阅读处方。还有的

学者认为最早倡导阅读疗法的是瑞典的神经病理学

家亚罗勃#比尔斯特列 [ 4]
。

/ biblio therapy0一词出现后的百余年来, 阅读

疗法在西方虽冷犹热。说冷,是因为它一直是个边

缘的而非主流的研究项目和治疗方法, 尽管它已引

起了图书馆界、医学界、教育界、社会学界、心理学

界、文艺学界等多个学术领域的注意,但从事阅读疗

法研究的科研人员,开展阅读疗法的医务人员、图书

馆员、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 以及取得的成果数

量相对而言都是有限的。说热, 是就它的发展速度

而言的。以美国为例, 先是/ bibliotherapy 0一词被

创造出来;再是医学词典将其列入精神病学的词条

下;到 20世纪 50年代早期,关于阅读疗法已有 400

多篇文章问世; 1961 年/阅读疗法0首次被收入大型

语文词典5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6第三版; 次年, L-i

brar y T rend ( 5图书馆趋势6)杂志出版阅读疗法研

究专辑; 1964年,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主持召开

/阅读疗法研讨会0; 1969年/阅读疗法0被收入5图

书情报学百科全书6; 1973~ 1981年美国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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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领域的 1008项博士研究中,有 10项关于阅

读疗法的研究, 占研究总量的 1% ; 现在, /阅读疗

法0则经常出现在医学索引的主题词中,不少专业组

织纷纷成立,每年都有一些专著和许多论文发表[ 5] 。

阅读疗法兴起后,在世界很多国家得到了较快

发展,英国、俄国、德国、荷兰、芬兰、日本等国的阅读

疗法研究和实务都相当繁荣, 20世纪 50年代至 70

年代更是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1984年,国际图书

馆协会联合会发表了5图书馆为医院病人和残疾人

服务纲要6,强调了图书馆为患者和残疾人开展阅读
疗法服务的重要性,标志着阅读疗法开始明确纳入

到全世界的图书馆服务体系中。

下面我们就从辨析阅读疗法的相关概念出发,

开始阅读疗法的认识之旅。

1  名称之辨

在英语中, / bibliotherapy0有不少近义词, 如

/ reading therapy0、/ r eading t reatment0、/ r eading
healing0, 这三个词都是 / 阅读治疗0的意思。由

/ bibliotherapy0衍生的词则更多, 如 bibliocounse-l

ing(图书顾问)、biblio education(图书教育)、biblio-

psycholo gy(图书心理学 )、library therapeut ics (图

书馆治疗学)、biblioprophy laxis(图书预防)、biblio-

diagno st ics (阅读诊断学 )、literatherapy ( 文学疗

法)、Document therapy (文献疗法)等
[ 6]
。这些词汇

都有学者使用过,表达的意思大同小异,但美国学者

更偏爱/ bibliotherapy0, 该词在相关论文中使用的

频率最高。

可是从美国引入/ bibliotherapy0的英国学者却
不喜欢/ bibliotherapy0这个词, 而更倾向于使用

/ reading ther apy0(阅读疗法) , 1984 年, 英国研究

阅读疗法的图书馆员在曼彻斯特召开会议建立了

/阅读疗法分会0, 其英文名称采用的是 / Reading

Therapy Sub- group0 [ 7]。英国学者为什么在选词上

如此讲究,对从美国舶来的原创词加以修改, 道理可

能在于: ¹ / bibliotherapy0是用构词法创造的一个
啰嗦的多音节新词, 由于/ biblio0这个前缀不常见,

致使该词显得生僻, 不像 art therapy (艺术疗法)、

dance therapy (舞蹈疗法)、poetr y ther apy (诗歌疗

法)等创造性疗法的名称那样,让人乍一看到, 立刻

就能大体猜想出其内容。况且收录/ bibliotherapy0

的词典不够多, 读者倘若不能认读, 也不容易查到。

º/ biblio therapy0的直译是/ 图书疗法0或/书籍疗
法0, 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 页码达到 48

页以上的印刷品方可称之为书 [ 8]。那么从治疗的角

度指导病人在康复期间阅读一篇文章, 朗读一段箴

言,吟诵墙上的一首诗, 欣赏单独的一幅画,这叫不

叫/ biblio therapy0呢? 显然/ bibliotherapy0的内涵
过窄,易生歧义,在研讨时稍不留心就会出界、跑题。

相反, / reading therapy0的范围就大得多, 意思也明

确得多,哪怕是一张纸上的一篇短文、一首诗、一段

箴言,只要是按照一定的医学原则精心选择出来,目

的是让读者阅读以调节心理、辅助治疗疾病,都可以

称之为/ reading ther apy0, 也就是/阅读疗法0。

可能是因为在汉语中通常把/ bibliogr aphy0一
词翻译为/书目0和/目录学0的缘故, 中国学者习惯

于一见到/ biblio0这个词缀, 就赋予它/ 书目0的含

义,加上 biblio therapy 最核心的工作就是给身心病

患者开列推荐书目, 所以在介绍 bibliotherapy 在美

国的发展情况时, 有的台湾学者就将其翻译为/书目

疗法0, 如谭修文女士发表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 标

题为5书目治疗法之探讨6[ 9]
。在祖国大陆, 关注、从

事 biblio therapy 研究的人士主要都是图书馆员, 他

们多把/ bibliotherapy0直译为/图书疗法0, 理所当

然地认为,既然是从图书馆学、图书馆员的角度研究

问题,最本分的莫过于从图书着手,笔者发表的相关

文章就命名为5图书疗法在中国6[ 10]。然而随着研

讨的深入,笔者也渐渐认识到了/ bibliotherapy 0一

词的局限性。在我看来, 书和非书读物的界限相当

模糊,很难加以区分,谈图书疗法很难不谈到非书读

物疗法,倒不如将两者整合起来,统一称为/文献疗

法0或/阅读疗法0。而两者相比,又以/阅读疗法0为

佳。这是因为, /文献0和/ 图书0一样, 既是大众名

词,又是专业名词,大多数图书馆员知道/ 文献是记

录一切知识的载体0,但普通人对文献的了解远不及

对图书的了解, /文献疗法0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加
模糊的概念,反不及/图书疗法0明确。而采用/阅读

疗法0, 则有两大好处:一来/ 阅读0一词的学术界定

和人们的日常理解基本吻合,学术上的阅读指的是

/一种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得意义的社
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0 [ 11]。/阅读疗法0这

个词明确而没有歧义, 涵盖面宽, 更能吸引阅读学

界、图书馆学界、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等所构成的整

个文化读书界,以及医学界、心理学界、教育学界、社

会学界等相关学术界和普通人的注意, 有希望成为

这些学术领域的新的学科生长点和普通人的健康新

时尚,牵领新的读书热潮, 增益于书香社会的建设。

二来/阅读疗法0翻译成英文就是英国学者所赞成的

/ r eading therapy0, 采用/阅读疗法0这个词是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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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的呼应, 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国际接轨。

2  定义之辨

关于阅读疗法, 学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

现将国外有代表性的罗列如下:

p 1941 年出版的5道兰德插图版医学词典6

( Dor land's Illust rated Medical Dict ionary)对阅读疗

法的定义是:利用书籍于精神疾病的治疗[ 12]。

p 1961年,5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6第三版( Web-

ster 's T 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 ionary of the

Eng lish Language)收入/ bibliotherapy0一词, 对其

作了两条释义: / A. 利用选择性的阅读辅助医学与

精神病学的治疗。B. 通过指导性的阅读,帮助解决

个人问题。0 [ 13]
这两条释义 1966年得到了美国图书

馆协会的正式承认。

p 1969年美国出版的5图书情报百科全书6给阅

读疗法的定义是: /阅读疗法就是在疾病治疗中利用

图书和相关资料。它是一个与阅读有关的选择性的

活动,这种阅读作为一种治疗方式是在医生指导下,

有引导、有目的、有控制地治疗情感和其他方面的问

题。0
该书并补充解释道: /阅读疗法是一种交流方

式。图书和相关资料作为媒介通常有助于建立一种

交流方式。有助于增强病人接受治疗的氛围。阅读

疗法是一种利用文献的力量, 以达到了解、领悟与自

我成长目的的一种活动。0 [ 14]

p美国阅读疗法研究权威罗宾在其所著5阅读疗

法应用6( Using Bibliotherapy)一书中, 对阅读疗法

的定义为: /以媒体和读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为
基础的一种活动计划。不论利用虚构的或非正式的

印刷或非印刷资料, 皆需有指导者给予讨论与协

助。0并指出治疗师与读者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 阅

读疗法是一种/政治上的活动0, 即治疗师对于读者

的影响,是建立于/权力架构的关系0之上,读者在接

受该疗法时,即受此关系所支配
[ 15]
。

p 美国学者韦伯斯特 ( Webster, 1981)给阅读疗

法的定义是: /通过针对性的阅读,为解决个人问题

提供指导。0拜瑞 ( Berry, 1978)给阅读疗法的定义

是: /基于文献共享, ,在指导者和被指导者之间架
起联系的一系列技能。0[ 16]

p 美国的一些社会工作者也将阅读疗法用于临床

实践。巴克尔( Barker, 1987)在其新出版的5社会工

作词典6中给阅读疗法下了一个广义的定义: /应用
文学和诗歌治疗人们的情感问题和精神疾病。0 [ 17]

p 5阅读疗法 ) ) ) 交互过程: 一本手册6 ( Blblio-

therapy ) ) ) T he Interact ive Process: A Hand-

book)一书的作者海尼斯给阅读疗法下的定义是:

/阅读疗法就是利用文献在被指导者和指导者之间
创造出的一种治疗性质的交互的过程。0这个定义可

以作如下扩展: /在交互式阅读疗法中, 一个经过训

练的治疗师利用指导性的讨论, 帮助已生病的或处

于亚健康状态的读者, 把感情和领悟集中到一个挑

选出来的文献中, 选出的文献可以是一个印刷的文

本,也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视听资料,或者是读者自己

创作的作品。0 [ 18]

p 1995年国际阅读协会出版的5读写词典6对阅

读疗法的解释是: /有选择地利用作品来帮助读者提

高自我认识或解决个人问题。0 [ 19]

阅读疗法在 20 世纪 9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 中

国学者在论文中广泛引用的是美国的5韦氏新国际

英语词典6和5图书情报学百科全书6给阅读疗法下

的定义。也有个别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 对阅读疗

法或其衍生概念下了一些定义, 有代表性的如下:

p所谓/读书疗法0, 就是应用医学、生理学、读者

心理学的原理技巧和检测手段, 通过图书馆从业人

员的言语和行为与咨询者商谈或解释, 并为其对

/症0施书、指导阅读。以改善患者的情绪,提高患者

对疾病的认识,解除其疑虑,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

和能力,以达到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从

而减轻病痛和提高治疗效果的目的[ 20] 。

p阅读疗法是通过向患者推荐一些有益的相关书

籍,使患者通过独立阅读或在治疗者指导下阅读,以

缓解或消除心理疾病, 促进身体健康,提高工作和生

活质量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 21]。

p阅读疗法:指导患者阅读精选的阅读材料, 作为

内科学和精神病学上的一种辅助疗法, 亦指通过有

指导的阅读帮助解决个人问题[ 22] 。

p阅读疗法:为精神有障碍或行为有偏差者选定

读物,并指导其阅读的心理辅助疗法
[ 23]
。

p读书疗法就是应用心理因素对病理的影响,以

及心理和生理机体与环境辩证统一的原则,针对求

诊者的实情,调动患者与病患抗争的积极性,通过对

症施书, 以达到改善求诊者的精神和躯体的状

态[ 2 4]。

p读书治疗是咨询员以图书为媒介, 激发当事人

产生新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以解决问题的心理治疗

方法
[ 25]
。

p所谓阅读疗法,是运用生理学、医学和读者心理

学的原理,通过有选择的读物和指导性阅读,来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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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的办法, 以此排除读者的心

理困扰和心理障碍, 改善情绪,调整其心理状态和行

为方式,以达到辅助医疗的治疗目的
[ 26]
。

认真阅读、分析和领会上述中外各家的阅读疗

法定义,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阅读疗法定义需要包

含以下要点:

p 简单地说, 阅读疗法就是通过阅读促进健康。

p阅读的治疗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辅助性的,

抛开/辅助0二字来谈阅读的治疗作用是不科学的。
p 就像以生育后代、彼此扶助和长相厮守为目的,

并以法律程序确定下来的爱情叫作婚姻, 婚姻不等

于爱情一样,也不能把所有的艺术欣赏活动甚至一

切的视觉行为、人对世界的所有认知活动都称为阅

读疗法,阅读疗法特指的是以保健和辅助治疗为目

的的阅读活动。

p 阅读疗法不仅是一个阅读和领悟的过程, 也是

一个交互的过程,需要治疗师和读者、读者和读者就

读后感进行讨论,如此才能扩大和巩固疗效。

p 阅读疗法所选用的文献是广义的文献, 不仅包

括纸版图书,还包括以声光电磁等方式记录知识的

各种载体,如胶片、磁带、光盘、计算机硬盘等。多媒

体视听文献、读者自己创作的作品也是阅读疗法的

选择对象。
p 阅读疗法主要有两大类型: 一类是发展阅读疗

法,相当于阅读保健、阅读养生,即通过医生、图书馆

员或其他非医学人员所建议的阅读材料, 来改正人

格缺失或协助解决个人问题, 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

阅读进德,大德必寿,阅读近仁,仁者寿。一类是临

床阅读疗法,相当于阅读治病,即在实际的心理或生

理疾病的治疗中,资格医师把图书作为精神药物, 将

阅读作为辅助治疗的手段,纳入到治疗方案中,配合

药物、手术、仪器等常规疗法对病人进行治疗。完整

的阅读疗法既包括临床阅读疗法,也包括发展阅读

疗法。
p 阅读疗法既包括个体治疗,也包括群体治疗。
p阅读疗法的独特效果体现在提高读者的自尊,将

心理和社会价值消化到读者的性格和行为当中。
p 阅读疗法作为一种疗法, 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

在它是利用文献作为主要工具, 阅读疗法无论是对

临床阅读疗法的读者,还是对发展阅读疗法的读者,

都能够产生一种向健康方面转化的特殊魔力。阅读

疗法的重点与其说在于诊断和治疗,不如说在于调

动和强化读者自身的力量。

p 阅读疗法的效果依赖于治疗师迎合各个读者的

需要和兴趣,正确选择读物的能力; 治疗师敏锐、准

确地感知和分析读者反应的能力; 治疗师通过导读

和对话,带动读者深入地进行自我反省和领悟的能

力。简单地说,一个好的阅读疗法师是一个有技巧

的倾听者,一个具备丰富心理知识的咨询员。

掌握了以上要点, 有助于我们消除一些关于阅

读疗法的认识误区:

一是以阅读保健取代阅读疗法。/疗法0这个

词,在中国文化里使用得相对比较谨慎,我们传统上

只有食疗、沙疗、水疗等。但是/疗法0一词在西方却
使用得非常广泛, 甚至有偏多偏滥之嫌, 近 20年来

传入中国的就有音乐疗法、艺术疗法、工娱疗法、行

为疗法、宝石疗法、香水疗法、泥巴疗法等等,可以说

不胜枚举。美国的社会心理学领域, 最近还兴起了

一种女权主义疗法。国外所说的阅读疗法实际上包

含两个层次:一是阅读保健, 即发展阅读疗法,就是

面向正常人的,目的是通过阅读完善读者的人格,促

进其心理健康, 保障其全面发展。只要我们承认人

无完人, 这个层次的阅读疗法就是必要的。二是阅

读治疗,即临床阅读疗法, 是面向临床患者的,目的

是通过阅读调节心理和对疾病的看法, 对患者发挥

辅助治疗的作用。只要我们在生病期间有读书休养

的体验, 这个层次的阅读疗法也是客观存在的。由

此看来,以阅读保健取代阅读疗法是认识上的误区,

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说阅读疗法包含阅读保健,

但不能说阅读保健包含或等同于阅读疗法。阅读疗

法同一般的娱乐疗法也是不可比的, 它有更丰厚的

经验依据和更富逻辑性的理论依据, 我们不能以看

待一般娱乐疗法的眼光来看待阅读疗法。

二是把开列书目等同于阅读疗法。阅读疗法引

入中国后,人们最感兴趣也最容易接受的关于阅读

疗法的观念就是/对症下书0,以书代药,以书目代处

方,很多人把针对病症开列书目等同于阅读疗法。

实际上这种理解也是偏颇的。阅读疗法在西方的发

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流派是以阅读为中

心的阅读疗法,其基本工作就是开列书目,推荐给读

者自我阅读、自我领悟,更适合于图书馆员。还有一

个流派是交互式阅读疗法,它是对以阅读为中心的

阅读疗法的深化, 其基本工作除了开列书目推荐给

读者阅读外,还要引导读者讨论, 更适合由医生、心

理咨询师、图书馆员等所组成的治疗小组来开展,治

疗的效果更好。当前, 西方的阅读疗法已经基本上

统一到交互式阅读疗法的旗帜下。

消除了以上认识上的误区, 下一步我们就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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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定义之所长,给阅读疗法下一个符合汉语语法

习惯的更加科学的定义。笔者认为,汉化和改进了

的阅读疗法的定义可以如此表述:阅读疗法就是以

文献为媒介,将阅读作为保健、养生以及辅助治疗疾

病的手段,使自己或指导他人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学

习、讨论和领悟,养护或恢复身心健康的一种方法。

这个定义兼顾了上述关于把握阅读疗法定义的

所有要点。需要稍加补充解释的是,在这个定义中,

保健、养生这两个近义词之所以被并列出来, 是因为

在笔者看来,保健和养生这两个词还是有区别的, 保

健是为防治疾病,而配合医疗机构采取综合性措施

来维持身体现状,使之不发生病变,有被动防守的意

味。而养生则是中国文化里的特有名词, 其目的不

仅是要保持身体的现状, 还要从身体和心灵两个方

面发展自我,提升自我的健康和道德水平,洋溢着积

极进取、主动追求健康的精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

识,笔者才同时把保健和养生这两个词嵌入阅读疗

法的定义中,这也是阅读疗法遭遇中国文化, 被本土

化的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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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书营销6译著出版

在图书市场竞争中, 如何进行有效的营销? 对此, 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张美娟、李春成

和胡苗共同翻译的5图书营销6( How to M arket Book)一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行为指南。该书已由河

北教育出版社于 2004年 8月出版。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平实的语言对图书营销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具有很强

的可操作性;另一大特点是以图书营销为视点,对图书出版的各主要环节,如向作者组稿、编辑加工、装帧设

计、印刷生产、价格折扣、发行渠道、宣传促销、终端销售和信息反馈等都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总之,该

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不仅对图书营销人员和出版系统各环节经营管理者等出版产业界人士具有较高的指

导价值,而且特别适合于出版专业及新闻传播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学习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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