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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助》
作者：凯瑟琳·斯多克特
出版日期：2011年9月29日
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影片即由此改

编而来。故事发生在1962年密西西比州
的杰克逊，讲述黑人女仆抚养白人孩子却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

《我的秘密城堡》
作者：多迪·史密斯
出版日期：2004年1月31日

“我坐在厨房水槽里写下这番话”——
这是这本隽永、诙谐又迷人的小说的一句
话。卡珊德拉·莫特梅恩与她放浪又贫穷
的家庭生活在一座偏远的、摇摇欲坠的城
堡之中。她的日记记录着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有一天城堡的继承人突然到来，卡珊
德拉一见钟情，所有这些让她和她的家庭
彻底发生了变化……

《加内特小姐的天使》
作者：萨利·维克斯
出版日期：2001年1月2日
这是一本关于威尼斯的小说，同时也

描绘了每个人身上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
的改变。爱情、奇迹和迷失相互缠绕，铺就
了一个女人的自我发现、自我救赎之路。

《明星助理》
作者：威尼弗蕾德·沃森
出版日期：2008年4月24日
佩蒂格鲁小姐是一名家庭女教师，职

业介绍所给了她一个错误的地址，却让她
巧遇迷人的夜总会歌手拉芳。这本1938年
诞生的小说充满了“纯粹的乐趣和无忧无虑
的快乐”，与好莱坞一代舞王弗雷德·阿斯泰
尔的电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乡间一月》
作者：J·L·凯尔
出版日期：2000年2月3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幸存者汤姆伯金

在奥克斯哥德比的乡间教堂避难，沉浸于乡
间寂静、美好的气氛当中，并在这种似乎永
恒不变的生活里开始走上了一条复苏和信
仰的道路。

《巨变》
作者：维罗妮卡·亨利
出版时间：2013 年 2

月1日
大家称珍娜为“冰

淇淋女孩”，她一点也
不介意别人这么叫她，
毕竟，这是个让人高兴

的名字，而且相比卖冰淇淋，伊芙丁海滩上
还有好多更差的工作呢。克雷格与他的几
个伙伴在伊芙丁海滩上租下了一个小屋，
他疯狂地冲浪，享受着自己的假期，因为
这样休闲的生活对一名警察来说，实在是
太难得了。一日，他自己来到海滩上，碰
到了珍娜。从此，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艾德里安·莫尔的秘密日记，
十三又四分之三岁》

作者：苏·汤森
出版时间：2012 年 1 月

19日
本书是苏·汤森精彩

绝伦的艾德里安·摩尔系
列的第一部。在这本书
里，你会与一个名叫安德

里安·摩尔的倒霉孩子相遇，他会像一名
受刑的诗人般毫无遮拦地把他的全部生
活展现给你，其中有父母的婚姻问题，还
有他的狗。

《灵歌》
作者：泰瑞·普莱切
出版时间：2013年2月14日
十六岁总是艰难的，尤其是当爷爷骑

着他的白马，提着他的砍刀去寻找生活的
意义，留下你来照顾整个家庭，而且所有人
还都把你当成牙仙女的时候。灵歌使人沉
迷，使人随之舞动，并且永远不会消逝。

《叫鲍勃的流浪猫》
作者：詹姆斯·鲍文
出版时间：2012年9月13日
当詹姆斯·鲍文发现这只受伤的姜黄

色流浪猫正蜷缩在玄关一隅时，他并不知
道这只猫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他的人生。

《太多的欢乐》
作者：艾丽丝·门罗
出版时间：2010年9月2日
一位母亲和妻子的心灵遭受了重

创，却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治愈了自
己心里非凡的痛楚。一位饱受羞辱的年
轻人找到了能够使她重新拾起勇气继续
生活的不寻常的方法。一个身患癌症

的老妇人，为了生存下去编造出恶毒的
故事。其他故事则揭露了婚姻的陷阱，
展现了女孩危险的性行为和孩子的残
忍。艾丽丝·门罗将复杂甚至悲恸的情
感和事件注入到故事之中，使我们感到
这个世界是多么让人讶异和震惊。

编译/圆首的秘书
供图/东方IC

2013 年 10 月 19 日，孔庆东发微博
称：“北师大张清华教授率领学生对北京
精神病院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发现超过
四分之一的精神病患者热爱文学，并能够
通过文学手段治愈或者缓解病情。”该微
博发出后迅速引发爱好文学的网友热议，
更有学生传言：“张清华教授说，我来到精
神病院，他们一点没把我当外人。”

这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背后，是
2008年至2009年的一项科研项目。张清
华率领十名博硕士学生到诗人食指曾住
过的北京第三福利院，从四百多名精神病
患者中筛选出十位病人，然后让学生对患
者进行一对一的调研。一年时间里，张清
华团队对这些个案进行观察、描述、记录，
得到几十万字的原始资料，但是未及作更
深入、更细致的研究，便由于多种原因停
顿了。最终成果是一本没有公开发表的
对十个文学背景的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记
录，基本结论是：文学对精神病有抚慰作
用，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相反，是致病
的因素之一。

谈起该项研究的起因，张清华教授
说：“灵感最初来自作家格非的小说《傻瓜
的诗篇》，其中写了诗歌与精神病之间的
诱发关系。”“这当然是虚构，但是基于对
精神分析学与诗学的长期研究，发现在许
多诗人和作家身上，都有精神的异常现

象。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中，有好几位即被
医学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但他们都写出
了广为传诵的诗篇。我特别想知道，他们
身上的两种人格是如何统一起来的。”他
又以新文学开宗明义的《狂人日记》为例
子：“‘狂人’实际上是有病理学意义上的，
明显的精神分裂迹象，他既有幻听、有被
迫害妄想症，同时又可以喻指一位先知
先觉者。就像拉奥孔的神话一
样，一位疯子和一位先知
先觉者之间显然是有暗
道的。”文学研究之余，
张清华希望通过实际
的个案研究，来探索
文学思维和精神病
思维之间那条隐秘
的暗道。

在 研 究 开 始 之
前，他有一个预设：“根
据我对大量的文学创作
爱好者和文学作品的研
究，发现不少人是因为写作而
半疯半痴，写作确乎能让人疯掉，很多
作家诗人最后都疯了，或至少是喜欢

‘装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王子哈姆莱
特一样。我想研究文学诱使人患病的
可能性有多大。而对于另一些病人而
言，文学写作或者阅读是否能够缓解、

减缓他的病状。也就是说，文学既可能
诱发，又可以医治精神疾病。”

张清华和他的学生从北京第三福利
院的四百多名病人中，筛选出十位具有一
定文学背景的病人。“两三个人是直接有
作品的，写了不少东西，但还不是很成型，
有一个出了一本诗集，但那是他的家人为
了安慰他而给他印的。其中的诗作不

只是可以看做文学作品，而更可
以当成一种精神现象学的

例证；三四个人是比较痴
迷阅读的；还有一两个
是对文学有些一般性
的阅读，但他们是类
型奇特的病人，比如
女性性倒错者，她始
终坚持认为自己是个
男人，还有一个是躁狂
型的病人，是一个‘科学

幻想狂’，他认为自己是
继牛顿和爱因斯坦之后最

伟大的科学家。”
研究在张清华的主持下，由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博士生和硕士生进
行。他们对病人进行点对点的访谈和记
录，调查病人的生平履历，也与病人的家
属进行访谈和讨论。“我们在和病人的谈
话过程中发现，确实能让他们说出惊人的

秘密。”张清华喜欢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认
为弗洛伊德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是一种全
方位的抚慰，有时候不得不像神父、父亲、
朋友、医生，甚至像个情人那样来和病人
交流，但是张清华自己作为文学教授无法
这样操作，他也不敢让自己那些从事文学
研究的学生过久地与精神病人打交道。

“哪怕是专业的精神病医师也很难做到这
一点，他们就是用简单的药物和器械治
疗，对那种比较危险的病人甚至要用电击
的方式。”

记者问起十名患者和十名学生的现
状，张清华说距离研究结束已有五年之久
了，学生们都身心健康地去往各自的工作
岗位，而患者的现状他也不甚了解。对于
研究成果，张清华希望能够有比较充裕的
时间将它们处理打磨一下，“我得花很大
的工夫把这个成果整理一遍，每个人写的
体例有差别、深浅也不一，但是很多原始
材料和记忆都不好找了，另一方面在医学
伦理学上它能不能成立，在社会伦理上它
可能受到的指责也让我迟疑。所以有时
我想，用散文的笔法写这十个精神病患者
的肖像，写成文学作品的形式，会很有意
思。”但是身为教授的他事务繁忙，既要教
学、又要研究，还要经常组织和出席学术
会议，这些肖像散文能否与大众见面，还
是一个未知。 文/王佳莹

记者点评
这份书单节选自英国一家名叫“阅读中介”（the reading agency）的阅读机构。

其网页上贴出很多类似的针对不同心理状况的阅读处方，针对不同心理情况对症
下书，并会定期更新这些书单。这一份是专门舒缓情绪专用的，遗憾的是，这些

“偏方”在中国均未出版。但在记者的采访中有学者表示担心：一旦中国的出版排
行开设“阅读疗法”栏目，很多出版机构会迅速瞄上这块肥肉，“良莠不齐的处方书
单也许会有副作用。”这位学者说。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来自英国阅读机构的治疗书单

文学书文学书 治病还是致病？

文学究竟能够
成为精神疾病的解药吗？

或者其本身就是导火索？青阅
读近日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张清华，在2008年至 2009
年期间，他曾带领学生在北京第三
福利院进行了一个颇具实验性的
科学调研，希望从中发现文学

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