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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疗 法 的 类 型

口王 波

摘要 介绍 了 11 种阅读疗法的分类方法
,

概述了各类型阅读疗法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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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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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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字样l2]
。

2 0 世纪初
,

美国等西方发达 国家 的图书馆学
、

教育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
,

弘扬了古代

埃及图书馆的理念
,

开始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人系

统地探索阅读的保健和辅助治疗作用
,

古老的阅读

疗法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

那么准确地说
,

什么是阅读

疗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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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自己或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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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人们对阅读疗法的认识角度和认识程度不

同
,

对阅读疗法的分类也是各具特色
。

某些阅读疗法

分类方法背后依托的是不同的阅读疗法思想
,

通过

对阅读疗法类型的了解
,

也可 以帮助我们领会不同

的阅读疗法思想流派的核心理念
。

条件
,

即阅读疗法必须具有实验的数据支持并由受

过科学训练的人员施行
,

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

布莱恩

提出的问题比她的答案更重要
,

一下子引发了阅读

疗法研究者的争鸣
,

从此以后
,

阅读疗法是一门科学

还是一种技能的讨论就没有休止过
。

另一位学者埃莉诺
·

布朗 (Ele a n o r B r o w n
)认

为
,

阅读疗法既是科学
,

又是技能
。

她把科学的阅读

疗法严格限制在资格医师的工作范 围内
,

她认为
,

在

实际的心理或生理疾病的治疗 中
,

资格医师把阅读

作为药方
,

可视为科学的阅读疗法
。

而尝试通过图书

馆员或其他非医学人员所建议的阅读材料
,

来弥补

人格缺失或协助解决个人问题
,

则视为技能的阅读

疗法l4]
。

这实际是按照治疗主体的专业程度和治疗

目的
,

将阅读疗法分为两种类型或者说是两个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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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的阅读疗法与技能的阅读疗法

很多社会应用性学科的命运都非常相似
,

它们

甫一发 出诞生的宣言
,

迎面而来受到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对其科学性的质疑
。

图书馆学 自立门户的时候
,

人们问它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技能? 编辑学在中国

宣布诞生之后
,

关于编辑是学还是艺的讨论一直绵

延至今
。

阅读疗法的概念提出后
,

也遭遇了与上述学科

同样的命运
。

早在 1 939 年
,

艾丽丝
·

布莱恩 (Al ice

Bry o n) 曾发表 ((阅读疗法 是一 门科学 吗 ? 》(Can

Th
e r e B e a Se ie n e e o f Biblio th e r a py? )一文

,

讨论阅

读疗法是一 门科学还是一种技能131
。

实际上这个标

题只是一个设问
,

布莱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

然而布

莱恩也指出
,

阅读疗法作为一门科学必须具备一个

2 暗合的阅读疗法与明确的阅读疗法

杰 可逊 (E v al e n e P
.

Ja e ks o n )认 为
,

阅读疗 法可

分为暗合(隐性 )的阅读疗法 (im plieit the ra py)与明

确(显性 )的阅读疗法 (
e x plie it the ra py)两种

。

暗合的

阅读疗法是把文献作为一种
“

文化资源
” ,

由读书顾

问精选后提供给读者
,

以帮助读者领悟人生
,

增强信

念
,

完善人格
,

目的是保健养生
,

预防疾病的发生
。

明

确的阅读疗法只能 由专业医师施行
,

目的是配合常

规疗法
,

辅助治疗已经发生的生理和心理疾病
。

很显然
,

这种分类法和布朗的分类法只是名称

不同
,

内容上则互相对应
,

暗合的阅读疗法相当于技

能的阅读疗法
,

明确的阅读疗法相 当于科学的阅读

疗法
。

大赓
J

嗜国作季未
3 一般阅读疗法与临床 阅读疗法

阿琳
·

海尼斯 (A d ee n H yne s )认为
,

一般所说的

阅读疗法是利用阅读活动以维护读者的人格健全
,

是针对亚健康状态进行调节
,

受过阅读和选书训练

的人就可以成为阅读疗法师
。

真正实用于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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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阅读 疗 法 可 称 之 为 临 床 阅读 疗 法 (d ini c al

biblio thera py)
,

临床阅读疗法只有受过专门妙l}练的

心理专家方可运用
,

这方面 的专家需在对患者准确

诊断的基础上采用阅读疗法
,

并在治疗过程 中不断

对阅读疗法的效果进行评估
,

将其作为精密 的治疗

计划的一部分
。

海尼斯 对阅读疗法 的分类和布朗的分类法也

是殊途同归
,

临床阅读疗法相当于科学 的阅读疗

法
,

一般阅读疗法相当于技能的阅读疗法
。

4 诊断
、

临床
、

发展与防护的阅读疗法

浦林
·

奥波勒 (P
o u lin e o ple r )将 阅读疗法分为

诊断 (d ia g n o s tie )阅读疗法
、
l在床 (elin ie al )阅读疗法

、

发展 (d e v elo pm en tal )阅读疗法和防护 (p ro te e tive
)阅

读疗法四种类型
。

诊断阅读疗法与劳尔
·

赫什 (玩
r e H ir s

h) 所定义

的阅读诊断学 (bibli
o di鳍n o stie s

)相类似
,

即 向读者

提供阅读材料
,

通过观察读者的阅读倾向
、

阅读趣

味
、

阅读行为和阅读反应来评估读者的需求与人格

特质
。

阅读的治疗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观察和诊断

读者病症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途径
。

奥波勒所说的临床的阅读疗 法与海尼斯所说

的临床的阅读疗法相近
,

他认为
“

临床阅读疗法由

医师
、

精神病医师
、

心理学家共同施行
,

其目的为改

变病人的态度
’

1141
。

奥波勒所说的发展的阅读疗法等

同于海尼斯所说的一般阅读疗法
,

即利用阅读活动

修补人格缺陷
。

防护的阅读疗法是奥波勒新 提出的阅读疗法

类型
,

他将其定义为
: “

阅读资料⋯ ⋯使心灵受创 的

病人经 由外在的世界
,

以保护其思想
,

而使其病情

渐趋痊愈
。 ”I’] 其大意是说阅读具有逃避作用

,

病人

可以通过阅读为 自己的思想寻找理 由
,

从而维持心

态安宁
,

有助于康复
。

浦林
·

奥波勒关于阅读疗法的分类
,

防护 阅读

疗法是其创新之处
,

但他给防护阅读疗法下的定义

模糊不清
,

很难与发展阅读疗法和临床阅读疗法区

别开来
,

所 以这个 阅读疗法类型并没有被广泛认

可
。

读活动会产生不 同的效果
,

读者的直觉敏锐性
、

人

格特征 和治疗师的专业知识等都是影响 阅读效果

的因素
,

这些因素之间怎样发生交互作用
,

从而产

生治疗作用
,

其中的奥秘不是轻易可 以直观窥到

的
,

因而 阅读疗 法能否运用于医学领域
,

需要深人

的科学研究与评估
。

为深化对阅读疗法的分析
,

罗宾 (R hea Joy ce

R u bi n) 细化 了考察阅读疗法的角度
,

尝试从环境
、

指

导者
、

参与者
、

技巧与 目的等方面来解构阅读疗法
,

再根据剖析所获得的认识
,

将阅读疗法分为三类
:

(1) 教养院阅读疗法
: 运用具有教化 内容的文

献教育正在接受教养的读者
,

亦包括患有心理疾病

的病人
。

教养院阅读疗法适合以一对一或多对一的

方式进行
,

其主要 目的是发挥文献的教化
、

资讯 与

娱乐功能
,

只需要一位 图书馆员配合医生或医疗小

组就可以进行
。

(2) 临床阅读疗法
:
治疗的对象是情感上 或行

为上遇到问题的读者
,

治疗的方式是医师与图书馆

员密切配合
,

精选富有想象力 的阅读资料
,

进行 团

体治疗
。

治疗的环境可以是疗养院也可以是社区
。

其目的是引导读者自我领悟
,

改变行为偏差
。

(3) 发展阅读疗法
: 主要应用对象是

“

正常的个

人
” ,

具体做法是采用教化与富有想象力的资料
,

在

相关专业人员的协助下
,

由图书馆员
、

教师等以团

体治疗的方式提升正常人的人格发展与自我实现
,

或维护心理健康
。

社会学一般将人生划分为幼儿

期
、

儿童期
、

青春期
、

壮年初期
、

中年期
、

老年期等六

个成 长阶段
,

人在 每个 阶段面临不 同的问题
,

发展

阅读疗法即是协助个人处理如离婚
、

怀孕
、

死亡与

偏见等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
。

上述三种 阅读疗法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在阅读

完精选 的资料后
,

还需要 由专人指导读者交流读后

感
,

进行深人讨论
,

这样才能强化阅读治疗的效果
。

罗宾是美国阅读疗法研究的集大成者
,

他的阅

读疗法三分法影响很大
,

尤其是他将阅读疗法过程

化解为具体要素进行深人分析的方法被广为借鉴
,

表 l 在关于阅读疗法的著作中经常被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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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养院阅读疗法
、

临床 阅读疗法和发展 阅读疗

法

由于每个读者在不 同心境和不 同情境下 的阅

4 8

6 以阅读为中心的阅读疗法和交互式阅读疗法

海尼斯 (A rl e e n M eCart y H yn e s
)认为

,

以实施方

式来划分
,

阅读疗法基本上可 以分为两个流派
,

一

派是以阅读为中心 的阅读疗法
。 ’

此流派是从为读者

大棍浑
J

寸固作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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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法 的类型

表 l 三种 阅读疗法的特点

鑫鑫\缨缨
教养院阅读疗法法 临床阅读疗法法 发展阅读疗法法

方方式式 个人或团体体 团体体 团体体

治治疗对象象 生理或精神病患者
、

服刑者者 有情感或行为问题的个人人 处于危机情况的正常人人

治治疗对象的态度度 通常是消极的的 积极的
,

自发或非 自发的的 积极的
,

自发的的

治治疗人员员 医师及图书馆员员 医师
、

心理保健人员或图书馆员员 图书馆员
、

教师或其他人员员

选选用读物物 传统教诲性 的的 富有想象力的的 富有想象力及教诲性的的

技技巧巧 资料讨论论 资料讨论
,

强调读者反应与领悟悟 资料讨论
,

强调读者反应与领悟悟

环环境境 教养院或私人机构构 疗养院
、

私人机构或社区区 社区区

目目的的 资讯
、

教化
、

领悟和行为改变变领悟或行为改变变 正常人格发展及自我实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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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赓
J

肯园作垂
J

未

提供咨询服务 的图书馆员那里直接发展来的
。

2 0 世

纪 2 0 年代早期
,

作为图书馆读者服务 的派生物
,

美

国的一些 图书馆员重视检索和提供那些具有 治疗

潜力的读物
。

此后
,

众多 的图书馆员
、

咨询师
、

英语

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纷纷编制阅读疗法书目
,

他们相

信书 目中的图书能够帮助读者健康成长
,

理智地处

理感情问题
,

提高个人解决危机的能力
。

19 4 9 年
,

卡罗琳
·

萨罗德丝 (C
aro lin e S hro d e s

)

的学位论文给阅读疗法的定义是
: 阅读疗法是一个

人 阅读一本具有治疗潜力的图书的过程
。

尽管她在

论文 中清楚地提到了阅读行为 的交互 性
,

但她认为

交互性不是 由书籍本身提供的
,

而在于读者怎样利

用图书的内容
,

她的阅读疗法定义某种程度上仍然

等同于
“

开列图书
” ,

仍然是以阅读为中心的
。

以阅读为 中心 的阅读疗法 是读者 自我管理式

的
,

指导者只负责选择和提供文献
,

至于怎 么阅读 ?

领悟到了什么 ? 那是读者 自己的事
。

指导者并不全

程参与读者的阅读活动
,

最多只是在读者交还文献

时同其进行简单晤谈
,

大略评测一下疗效
。

指导者

虽然希望读者阅读自己提供的文献后能产生好 的

效果
,

但行为上并不对读者作特别大的干预
,

能否

达到预期的疗效
,

完全靠推荐文献的针对性和读者

自己 的领悟能力
。

显然这种阅读疗法是浅层 的
、

初

级的151
。

海尼斯不赞成以阅读为 中心的阅读疗法
,

她更

强调交互性在阅读疗法 中的重要性
,

她把 自己这一

派的观点称为交互式阅读疗法
。

她不认为单纯推荐

读物不能服务于治疗 的 目的
,

但是她发现很多图书

馆员
、

教师或者咨询员指出
,

提供给读 者的必须是

正确的书
—

一本能够针对读者 的某些需求
,

不断

触发其产生情感反应的书
。

海尼斯认为
,

这个
“

对症

下书
”

的原则就体现了读者和文献之间的交互性
。

交互式阅读疗法是在对罗宾等人 的阅读疗法

定义深刻领会的基础上提出的
,

因为这些定义均认

为
,

当读者读完一本书后
,

再针 对其情感反 应开展

一个辅助性的对话会强化治疗效果
。

交互式阅读疗

法与 以阅读为中心的阅读疗法的最大 区别是
,

治疗

的过程不再把重心高度集中于阅读行为
,

寄希望于

读者 自己 的领悟
,

而是集中于围绕读物的指导性对

话
,

希望通过人际交流鼓舞读者
。

交互式阅读疗法强调接触读者
,

对读者 的阅读

进 行全程 干预和管理
,

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
,

如发

信件
、

打电话
、

定期会面
、

布置家庭作业
、

发放有提

醒内容的 自助手册等
,

让读者经常处在被监督或 自

我监督的状态
,

以保证读者对文献的阅读强度能达

到指导者的要求
,

保证读者的领悟方 向不偏离指导

者设想的轨道
。

由于交互式阅读疗法需要不断接触

读者
,

工作量很大
,

所 以为提高效率
,

这种治疗方法

通常是团体进行的
。

团体治疗对治疗者的素质要求

很高
,

无论是将对象分组
,

还是制定治疗计划
、

控制

现场局面等都需要有很好的经验和技巧
,

不具备 出

色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是很难胜任的
。

和以阅读

为 中心的阅读疗 法相 比
,

交互式阅读疗法是更深

入
、

更专业
、

更高级的阅读疗法
。

从形式上看
,

交互式阅读疗法是参与者一文

献一指导者的三位一体
,

这意味着双重交互
:

读者

对文献 内容的个人反应固然 重要
,

但是就此种反应

和指导者进行对话可以进一步提高洞察力
。

交互式 阅读疗法把 阅读作为一种治疗艺 术而

不是一种再教育的方式
,

其优点在于拉近和改善了

治疗关系
,

靠 良好的治疗关系提升了读者的士气
,

并且激励读者鼓起勇气尝试以新 的方法处理 困扰

他的压力
,

唤醒读者 的希望
、

忠诚
、

尊敬甚至不时的

害怕等情感
,

通过这些 内在 的感觉领域的变化
,

产

生疗效
,

这也是非工业社会各种治疗方法 的共同特

征
。

各个学派的精神疗法的支持者都认为
,

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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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 法 的类型

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

纯粹理智的领悟的价值便会相

形见细
,

也就是说交互式阅读疗法 的疗效要强于以

阅读为中心的阅读疗法阎
。

7 治未病的 阅读疗法 (阅读保健
、

阅读养生 )和 治

已病的阅读疗法 (临床阅读疗法 )

西方尤其是 阅读疗法活跃的美国
,

关于阅读疗

法 的分类尽管林林总总
,

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发展 阅

读疗法和临床阅读疗法这种二分法
。

从中国人 的文化背景来理解
,

发展 阅读疗法是

在个人虽然没有生病
,

但暴 露出了人格和精神上 的

缺陷
,

疾病的诱因初露端倪
,

为将疾病消灭在萌芽

状态
,

而及时地 向个人提供合适 的读物
,

改善其人

格
,

调养其精神
,

辅助其健康成长
,

全面发展
。

这种

疗法在中国文化里属于保健和养生 的范畴
,

实际上

是一种治未病的疗法
。

中医里很早就有治未病的思

想
, “

未病学
”

在 当代甚至发展成为一门新学科
。

如

果将发展 阅读疗法赋予一个中国化 的称谓
,

可以称

之为治未病的阅读疗法
,

或者称之为阅读保健
、

阅

读养生
。

相反
,

临床阅读疗法是在个人已经患上了生理

和心理疾病
,

资格医生在对其进行常规的药物治

疗
、

手术治疗或机械治疗之余
,

精心选择有治疗潜

力 的图书供患者阅读
,

以调节 患者 的情志
,

达到辅

助治疗 的 目的
。

这可 以称之为是治 已病的 阅读疗

法
。

S 强调抚慰的阅读疗法和强调激励的阅读疗法

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和思想感情
,

所 以从

理论上讲
,

阅读疗法对所有人的治疗机制都应该是

一样 的
,

一般认为阅读疗法是通过共鸣
、

净化
、

领悟

等心理作用对读者产生疗效的
。

然而阅读疗法的发

展史也表明
,

文化传统和国情差异悬殊的国家
,

尤

其是意识形态迥异 的资本 主义 国家 和社会 主义国

家
,

它们在实施阅读疗法时
,

所调动的心理机 制是

各有侧重的
。

大体而言
,

资本主义国家强调抚慰
,

社

会主义国家强调激励
。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美国
,

其阅读疗法是从基

督教牧师朗读《圣经》治疗病人和伤兵 的经验发展

而来的
,

因而更强调读者通过阅读与上帝沟通
,

目

标是让读者在圣音经诵 中进人灵魂宁静的状态
,

以

由衷 的忏悔换来神 的宽恕
,

感受 神的安慰
,

回归赤

5 0

子之心
,

领悟人生意义
,

平和沉着地应对环境
,

勇敢

无畏地面对生死
。

美国以后的阅读疗法保持了萌芽

时期 的格调
,

依然重视宗教式 的博爱和温情
,

虽然

读物 的选择范围几乎扩展到了所有类型的文献
,

但

最常用的仍然是《圣经》和以畅销书《心灵鸡汤》
、

畅

销刊《读者文摘》为代表 的赞美人间友善
、

表达人生

感悟和讲授处世之道的读物
。

可 以说
,

这是一种更

强调抚慰的阅读疗法
,

是一种如水沐浴般的柔性疗

法
。

而社会主义 国家 的代表前苏联
,

尽管也有宗教

传统
,

但 因为崇尚唯物主义
、

阶级斗争学说
,

所以在

应用 阅读疗法时摒弃了美国的做法
,

不把宗教文献

作为开展 阅读疗法的首选读物
,

也排斥温情脉脉
、

充满小资情调的读物
,

而更倾向于选择现实主义的

歌颂英雄人物的著作
,

如《钢铁是 怎样炼成 的》
、

((命

运》
、

《站起来走 ! 》
、

《我能越过水坑》
、

《蔑视死亡》
、

《真正的人》等
。

前苏联人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
,

其阅读疗法所依靠的心理机制主要是指导读者

学习英雄
,

增强信心
,

磨炼 意志
,

克服困难
,

战胜疾

病
。

这是一种更强调激励 的阅读疗法
,

是一种如火

冶炼般的刚性疗法
。

这两种侧重点不同的阅读疗法
,

可 以说各有短

长
,

它们在各 自的国情和时代背景 中都发挥了心理

调适器的作用
。

不少美国人通过阅读《圣经》和爱心

小 品文
,

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二战后
、

越战后所产

生的战争梦魔
、

心理危机和身心综合症
,

以及和平

时期过度优裕闲适 的生活所孽生的一些大大小小

的心理问题
。

不少前苏联伤残战士
、

普通残疾人
,

也

通过阅读歌颂英雄主义 的文学名著
,

树立信心
,

战

胜伤残
,

走 向了火热的新生活
,

本身也成了英雄
。

两

相 比较
,

可 以发现
,

强调抚慰 的阅读疗法更适合辅

助治疗 内伤
,

也就是心理问题
。

强调激励的阅读疗

法更适合辅助治疗外伤
,

也就是生理问题
。

美国和前苏联的阅读疗 法尽管在取向上有所

不同
,

但在二战后都发展很快
,

尤其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都取

得了很大成绩
。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
,

这个时

期 在发达 国家兴起的阅读疗 法热潮并 没有 被正式

介绍和推广到我国
。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与前苏联意

识形态一致
,

关系友好
,

前苏联 的文学名著也被大

量地 翻译
、

引进到国内
,

对我 国读者也起到了 巨大

的激励作用
。

加上我国作家也模仿前苏联作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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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 法 的类型

了大量歌颂英雄人物的著作
,

所以时常也能看到我

国读者因为 阅读描写英雄人物的作品而战胜伤残

的报道或自述
。

这种以学习英模为特色的无意识的

阅读疗法在社会上还是广泛存在的
。

当然
,

强调抚慰的阅读疗法和强调激励 的阅读

疗法只有在冷战状态下才会表现得那么分明
,

随着

冷战的结束
、

全球一体化 的加剧
,

社会主义 国家和

资本主义 国家 的阅读疗法也在淡化特 色
,

取长补

短
,

走向融合
。

不过
,

通过对美国和前苏联阅读疗法

的分析
,

我们可 以更好地 把握不 同阅读疗 法 的特

点
,

根据不同的对象
、

不同的历史阶段
、

不同的社会

环境
,

更有针对性地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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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疗式 阅读疗法和他疗式阅读疗法

从治疗主体的角度对 阅读疗法进行分类
,

阅读

疗法可 以分为自疗式阅读疗法和他疗式阅读疗法
,

他疗式又分为两种情 况
,

一种是助他式
,

即 自己治

疗他人
,

另一种是他助式
,

即他人治疗 自己
。

他疗式

不一定是治疗者指导被治疗者 阅读
,

还包括指导者

直接给被治疗者念读
。

自疗式和他疗式这种分类方

法纯粹是从形式上对 阅读疗法进行分类
,

谈不上是

一种学术思想
。

然而在西方的阅读疗法论著 中
,

我们很少看到

从治疗主体的角度对 阅读疗法进行分类的
,

可是如

果将阅读疗法置换在 中国的国情下
,

如此划分却有

一定意义
。

这是因为中华 民族向来就有
.

自修和养生 的传

统
,

饱读诗书
、

师法圣贤一直就是提高修养
、

完善人

格
、

充盈气血
、

养护身心的良方
。

而且中华民族还有

很强的名节观念
,

具有保护隐私的天性
,

所谓
“

内丑

不可外扬
”

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

当遇到生理和心

理方面 的疾病
,

尤其是心理问题
,

总是首先 自己设

法解决
,

自己无能为力
,

方才求助于他人
。

传统的中

国人更愿意把阅读疗法作为一种 自疗 的方法
,

而不

是作为一种他疗的方法
。

读书可以疗病
,

这种现象中国古人早就认识

到
,

千百年来都在身体力行之
,

文人学士的书斋里

可 以说每天都在上演着读书自疗的活剧
。

在当今的

医院里
,

读书助疗的现象更是普遍
,

病人案头
,

总是

摆放着武侠小说
、

传奇故事
、

言情小说
、

名人传记
、

内容轻松的报刊等各类读物
。

但这些阅读的行为基

本上都是 自发 的
,

不需要别人 的策划和指导
,

如果

让别人来插手
,

反而会有一种逆反心理
。

古往今来
,

读书疗病在中国都是一种很 自然
、

很个性
、

很 私人

化 的行为
,

人们在生病时
,

会习惯性地根据喜好择

书而读
,

对其中的道理有一种妙会不言 的神秘体

验
,

很少会想到让别人对自己进行读书治疗
。

所以
,

在 中国推广 阅读疗法
,

应顺应 中华 民族的文化特

点
,

首先将重点放在自疗方 面
,

其主要任务是借助

多学科的知识和实验结论
,

结合中国本土的素材
,

把阅读疗法的原理讲深讲透
,

在全社会养成更加浓

厚的阅读 自疗风气
,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阅读 自疗 的

好处
,

进一步提高阅读 自疗的 自觉性
。 几

相对而言
,

他疗式 阅读疗法更适应西方文化
,

这是 因为西方社会 的宗教气息非常浓厚
,

西方阅读

疗法就是从牧师读经给伤兵
、

医生读经给病人等他

疗式阅读疗法起源 的
。

另外
,

西方人开放乐群的性

格也更适合于他疗式阅读疗法
。

他疗式阅读疗法因

为治疗的 目的十分明确
,

策划的色彩相 当浓厚
,

需

要很高的治疗技能
,

所 以在科学性方面要高于 自疗

式阅读疗法
。

他疗式阅读疗法相对于 自疗式阅读疗

法
,

还有一个优势是适合于对文盲
、

盲人
、

上肢严重

残疾者等无能力 阅读的人进行阅读治疗
。

随着 中国的崛起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

中华民

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也在发生 巨大变化
,

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
、

精神状态都在迅速与世界接轨
,

自

疗式阅读疗法虽然暂时更符合中国国情
,

更适合于

中国读者
,

但从长远看
,

他疗式 阅读疗法的发展前
O

景更加广阔
,

它很有可能会逐渐突破文化障碍
,

在

中国成为一种时尚的保健方式
,

甚至成为一种时尚

的享乐方式
。

在未来中国的大街上
,

或许能够经 常看到
“

书

疗吧
”

一类 的机构
,

被心疾困扰 的人进去治疗
,

无心

疾困扰的人进去享受都是有可能的
。

毕竟中国有悠

久的
“

说书
”

文化
,

听一段书对 中国人而 言并不是一

种陌生 的娱乐方式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他疗式阅读

疗法的引人还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

如果这种
“

书疗

吧
”

的开设者是评 书大师刘 兰芳或者单 田芳
,

他们

的合伙人又是保健大师或者心理大师
,

那么生意兴

隆
、

财源滚滚是可 以预期 的
。

实际上
,

这种开设
“

书

疗吧
”

的设想 已被喜剧大师赵本 山搬上了舞台
,

他

在 2 0 03 年春节晚会上 表演 的小 品《心病》中
,

扮演

的就是
“

书疗吧
”

的老板
,

他针对因中奖而发病的彩

票迷的心理病症从书架上认真挑选具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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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法 的类 型

书刊
,

夸张地表现了一个阅读疗法治疗师的工作状

态
。

当前
,

我国大都市 中已 经出现了上 门陪聊的钟

点工
,

可 以预见
,

将来 上门陪读和朗读的钟点工也

很有可能会出现
,

并会慢慢多起来
。

自疗式和他疗式这种分类法和其他的 阅读疗

法分类也有对应关系
,

大略而言
,

自疗式 阅读疗法

更适合于发展 阅读疗法
、

以阅读为中心 的阅读疗

法
,

他疗式阅读疗法更适合于临床阅读疗法
、

交互

式 阅读疗法
。

10 个体阅读疗法和群体阅读疗法

从治疗对象多少的角度对阅读疗法进行分类
,

可 以分为个体阅读疗法和群体阅读疗法
。

个体阅读

疗法是读者指导的改 良形式
,

被治疗者只有一人
,

治疗者可为一人或多人
,

治疗模式是一对一或多对

一
。

群体阅读疗法是指被治疗者为两人以上
,

治疗

者可为一人或多人
,

治疗模式是一对多或多对多
。

群体阅读疗法面向的对象多
,

兼顾的工作内容多
,

适合多学科专家组成治疗小组来开展
。

这种分类法

也是从形式上对 阅读疗法进行分类
,

与学术思想关

系不大
。

从工作效率
、

节约成本 和治疗效果等方面考

虑
,

个体阅读疗法更适合于发展阅读疗法
、

以阅读

为 中心的阅读疗法
,

群体阅读疗法更适合于临床阅

读疗法
、

交互式阅读疗法
。

C

1 1 分体裁
、

分载体
、

分病症
、

分对象阅读疗法

文献的体裁多种多样
,

每一种体裁的文献 的治

疗潜力和作用也不一样
。

根据选用文献 的体裁的不

同
,

阅读疗法也可以分为很多种
。

国外通常把文献

从大的方面分为虚构文献和非虚构文献
,

相应地
,

阅读疗法也可 以分为虚构文献 阅读疗 法和非虚构

文献 阅读疗法
。

虚构文献包括小说
、

诗歌
、

散文
、

笑

话等
,

就治疗效果而言
,

以诗歌和笑话为最佳
,

所以

在虚构文献阅读疗法中又以诗歌疗法 和笑话疗法

名气最大
,

推广面最广
,

相关的研究成果
、

俱乐部和

治疗机构最多
。

非虚构文献包括各种医学手册
、

减

肥手册
、

美容手册
、

人物传记等
,

就治疗效果而言
,

以减肥手册 和人物传记为最佳
,

所 以阅读瘦身疗法

和传记疗法 又从非虚构文献中脱颖而 出
,

影 响最

大
。

随着科技的发展
,

文献的载体也更加多样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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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纸质印刷的
、

磁质记录的
,

也有数字化存储的
。

有

固化静态的
,

也有计算机网络上动态更新 的
。

每种

载体的文献都有独特的治疗价值
,

所以阅读疗法也

可 以按文献的载体分为多种多样
。

由于文献的载体

是朝着多媒体功能更强
,

交互性更好
,

令感官更舒

适
、

更满足的方向发展
,

应该说
,

越是后 出的文献载

体
,

阅读治疗的效果就越好
。

例如
,

互联网的出现简

直可以说是阅读的一场革命
,

在互联网上开展 阅读

疗法
,

指导者不仅可 以远程 向读者推荐文献
,

而且

可 以通过聊天软件全天候提醒和管理读者
,

可以通

过语音软件同读者直接交流读后感和讨论
,

这种治

疗上的便利曾经是阅读疗法治疗师的梦想
,

如今 已

经完全实现了
,

治疗师有条件使出浑身解数来施展

自己的设想
。

勿庸置疑
,

网络阅读疗法 比传统的纸

质文献阅读疗法更有优势
,

但由于互联 网在设备的

便携性和阅读习惯上 尚不及纸质文献
,

所 以网络阅

读疗法的研究和应用 目前还处在萌芽阶段
。

但是随

着科学 的进一步发展
,

轻薄短小的便携式阅读器和

大容量手机越来越多
,

随身在线移动阅读将成为时

尚
,

网络阅读疗法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阅读疗法的主

流
。

阅读疗法的适应症很多
,

如抑郁
、

偏执
、

成就焦

虑
、

心理失调
、

心动过速
、

手术应激反应
、

部分生理

疾病
、

慢性疾病
、

人格障碍等
。

随着 阅读疗法研究和

实务的深人开展
,

针对不同适应症的阅读疗法更加

专业化
,

也一定会发展成各种专门的阅读疗法
。

阅读疗法适用于所有人
,

不同的阅读疗法针对

不同的人群
,

人可 以划分为多少种族群
,

阅读疗法

也可以划分为多少种
。

例如
,

按照年龄阶段
,

人可以

划分为儿童
、

青少年
、

中年和老年
,

相应地
,

也有儿

童阅读疗法
、

青年阅读疗法等等之分
。

由于儿童处

于成长发 育的迅猛 时期
,

老年处 于健康
、

事业的滑

坡时期
,

他们面对的心理和生理 问题更多
,

所以当

前儿童阅读疗法和老年阅读疗法在西方尤受欢迎
,

相当活跃
。

再如
,

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
、

犯

人
、

吸毒者
、

艾滋病患者等
,

这些人的心理困扰相当

严重
,

特别需要社会的引导 和治疗
,

因此针对这些

人的阅读疗法在西方发展也很快
,

许多热心人为了

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突破心理障碍
,

走 出生存困境
,

而踊跃成为学习和从事阅读疗法的志愿者
。

总之
,

从理论上讲
,

看待阅读疗 法的视角有多

少种
,

阅读疗法的类型就有多少种
,

穷尽阅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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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法 的类型

的类型是不可能的
。

另外
,

由于阅读疗法牵涉到 的

事物在分类上具有复杂性
,

也带动阅读疗法在分类

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
。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
,

原来的事物的外延更加宽广
,

阅读疗法的外延也在

不断扩大
,

阅读疗法的类型也就越分越多
。

以上 只是从方便开展 阅读疗法研究和实务的

角度分析了阅读疗法的类型
。

可 以说
,

各种阅读疗

法各有特色
,

互补性很强
,

在阅读疗法实践中
,

只有

根据场合和对象的不同
,

灵 活地变换治疗策略
,

或

侧重采用某一种阅读疗法
,

或交替
、

组合使用多种

阅读疗法
,

把各种阅读疗法 的优势都充分地发挥出

来
,

才能收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

参考文献

l [美IM
·

H
·

哈里斯著
.

西方图书馆史
.

吴烯
,

靳平译
.

北京
:

书 目文献

出版社
,

1 9 8 9 : 2 8

Z t美〕杰西
·

H
·

谢拉著
.

图书馆学引论
.

张沙丽译
.

兰 州 : 兰州大学出

版社
,

19 9 6 : 2

3 B叮o n ,

Ali
e e 1

.

Can 叭ere B e A Sc ie二
e Of Biblioth er a Py

.

U b r

ary

Jo u m al
,

19 3 9
,

64 (18 )
: 7 7 3一7 7 6

4 谭修文
.

书 目治疗法之探讨
.

图书与资讯学 刊(台湾)
,

19 94( 9)
: 16

5 王万清
.

读书治疗
.

广州 :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200 3 : 9

6 Arl e en M e Cart y Hyn es ,

M柳 H yn e s
价叮

.

B iblio the ra p y一he

In te ra etive Pro e e ss : A Han d b o o k
.

Bo u ld e r: W e stv iew Pre ss ,

19 8 6 :

10 、 1 1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图书馆

,

北京
,

1008 71

收稿日期
: 20 04 年 3 月 30 日

C la ssifl e atio n o fRe
ad in g T he raP y

W a n g B o

Ab stra e t: hi th is Pap er
,

re a d in g th erap y w a s e la ssifi e d a e eo rd in g to e lev en ki n d s o f s

tan dar d s
.

T he tra its o f

eac h e
ate go ry o f re a d in g the rap y w as in tr o d u ee d

.

Ke yw o rd s :
Re

ad in g th e

raP y
,

B iblio th e

raP y
,

Class ifi e at io n

.

叫卜一卜
. . - 卜

. .

州卜 ”州卜 .. 州卜 .. 州卜一呼卜 即 - 卜 .. 刊卜.. 叫卜”
,

刁一 “州卜一卜
.. 叫卜 .. 叫卜~ 州卜 ”州卜一斗

~

一卜
“叫卜 加州卜 . 叫卜一叫卜一卜

,

一州卜 . 」一 . 州卜”叫卜 . 州卜 尸州卜一州卜一州卜 ”州卜 一叫卜 . 州卜 . 州卜一叫卜 . 叫卜”叫卜 . 州卜目州卜 ”州卜 ”叫卜一卜
。

欢迎订阅 2 005 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是全国 图书馆学
、

情报学核心期 (含中小学图书馆 )等
。

刊
,

被《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第 1 一4 版 )收录
,

同时被中 本刊将继续秉承自己的特色
,

坚持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结

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评定为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 合的原则
,

加大宣传力度
,

及时报导新知识
、

新技术在图书馆

期刊
” 。

本刊 已连续五届荣获
“

全国优秀图书馆学期刊
”

称号
,

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进展
,

为深化图书馆改革做出应有的贡

并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 CI)
、

《中国人 献
。

欢迎国内外图书情报机构及业内同仁积极订阅
。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认定
、

选用为来源期刊
,

在全国图书 本刊明年继续通过邮局发行
,

请读者注意到当地邮局订

情报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

其主要栏 目有
“

理论研究
” 、 “

图书馆 阅
。

本刊邮发代号 6 一1巧
。

事业
” 、 “

图书馆现代化
” 、 “

数字图书馆
” 、 “

参考咨询
” 、 “

文献 本刊地址
:
天津市南开 区复康路 巧 号

资源建设
” 、 “

书目数据建设
” 、 “

研究生之页
” 、 “

文献工作与研 邮政编码
:

30 0 191 电话
: 022 一2 33 68 221

究
” 、 “

两岸文荟
” 、 “

读者工作
” 、 “

四库学研究
” 、“

儿童图书馆
”

电子信箱
:

路G G @ ch in ajou m al. ne L cn

2004年第6期
欢迎订阅 2 005 年((情报理论与实践》

大渗
J

肯国作等未

强
、

与实际紧密结合等特点
。

2005 年
,

本刊将加强对图书馆学

情报学新理论
、

新概念
、

新技术
、

新方法的报道
,

加强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
,

从多个方位和多个角度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

本刊为双月刊
,

大 16 开
,

每期 1 12 页
,

定价 16 元
,

全年

定价 96 元
,

邮发代号 8 2一4 36
,

欢迎订阅
。

联系地址
:
北京 24 13 信箱 10 分箱 邮编

: 10 00 89

联系电话
: 0 1 0 一6 89 6 179 3

,

0 1 0一68 96 330 6

: 0 10 一6 896 33 06

: http丫/ ~
w

.

d e fe n se o n lin e
.

e o m
.

e

叮qbll

传 真址网

《情报理论与实践》是中国 国防科技信息学会和 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 21 0 所联合主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核 心期

刊
,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会刊
。

它全面
、

系统
、

及时
、

准确报

道 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技术应用发展动态
,

研究探

讨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方法
、

信息服务实践和科技信息工

作
,

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 中有较高的声誉
,

在 国

内外有广泛影响
。

《情报理论与实践》辟有论坛
、

专题
、

理论与探索
、

实践研

究
、

信息系统
、

综述与述评等主要栏 目
,

涉及数字 图书馆
、

信

息检索技术
、

因特网技术与资源管理
、

企业竞争情报
、

信息管

理系统等图书情报
_

工作的各个层 面
,

具有内容丰富
、

针对性

电子信箱
: ita @ o n e t

.

e o m
.

e n

5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