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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通过文学人类学家记录的民族志中的典型案例及古今中外作家作品的众多言论事例，说明了文学

与治疗的关系，从而分析论证了文学的精神治疗功能，并且指出这就是文学的精神性价值，它伴随人类始终，人类离

不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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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文学？他有什么功能？这个问题在今天

看来，也 许 有 些 幼 稚，但 却 依 然 有 其 现 实 的 研 究

意义。

文学是人创作的、反映人的思想、情感、观 念 的

科学，用高尔基的话说就是“文学是人学”。中外古

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

现代专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借助各种修辞手法及

表现手法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

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等体裁。

文学的功能和作用在大学教科书《文学理论》中
是这样描述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可以帮助人们认识

现实生活；文学的娱乐功能，人们在阅读和欣赏文学

作品时心身在娱乐；同时还有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

主要指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对于阅读者起到了教育的

作用。

然而面对如今充满功利的社会现实，文学既不

能充饥，也不能当房子住，不能当车子用学完课程之

后，就几乎没有再接触到这些理论的东西，至于最新

的研究成果更是知之甚少。虽然有时也读点书，也

只是一点了解，未尝深入。是的，在这个充满功利的

社会里，文学当然不能充饥、不能当房子住、不能当

车子用、更不能满足人的生理欲望。那么，文学还有

什么用呢？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去年，

辅导学生 学 习 叶 舒 宪 教 授 的《文 学 人 类 学》选 修 课

后，又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最近，作家莫言

获得２０１２年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以 后，全 国 民 众 为 之 振

奋，掀起了一股阅读莫言作品的热潮，文学的功能与

作用又被激发出来。

确实，文学的作用从古至今都不可小 觑。文 学

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外，更为重要

的它还所拥有的、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

价值即精神性价值，就是文学的“无用之用”。

文 学 的 精 神 性 价 值 体 现 在 文 学 的 精 神 治 疗 方

面，这是文学的最重要、最原始的功能和作用。文学

人类学家认为，文学具有内在的精神医学功能，即治

疗功能。它是拯救人类灵魂、维系人类身心健康的

一剂良药。追 溯 文 学 产 生 之 初 在 人 类 社 会 中 的 功

能，它主要是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在人的健康、维系

生存方面的突出作用，那就是文学的精神治疗作用。

文学的治疗（比医学上的治疗宽泛，有文化治疗

的意思），它和人类有史以来的生存，特别是精神方

面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精神疾病已成为现代病中

最流行的一种疾病。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大师海德

格尔有句名言：“人应该诗意的生存，或者诗意的栖

居”。人类学家有关千千万万原始社会中实际存在

的样态报告，从中可看出文学人类学家眼中的文学

治疗问题。
《吠陀》是古代印度诗歌创作总集，也是人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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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其内容包括对印度上古时期

的巫术、宗教、礼仪、风俗社会思想、哲学等方面的记

录。其中《阿达婆吠陀》中的治病咒诗，从形式上看

是诗歌，从内容上看是咒语，从实际文化功能上看是

治病用的。有 一 首 题 目 为《治 咳 嗽》：“像 心 中 的 愿

望，迅速飞向远方，咳嗽啊！远远飞去吧！随着心愿

的飞翔。／像磨 尖 了 的 剑，迅 速 飞 向 远 方，咳 嗽 啊！

远远飞去吧！在这广阔的地面上。／像太阳的光芒，
迅速飞向远方，咳嗽啊！远远飞去吧！跟着大海的

波浪。”这是 一 首“咒 语 诗 歌”，人 借 助 于 自 己 的 语

言，发出韵律诗意的咒术来达到治疗的目的。说明

文学一开始就具有这种治疗的功能。
文学是服务于人的生存需要的，人在生病时需

要治病，人遭到灾难的时候需要禳灾。每一个民族

在历史形成、发展、演进过程中，都有一套面对危机

解决危难的智慧和经验。而早期口传文学最大的特

征就是反复的吟诵、吟唱。根据人类学者的调研报

告，台湾省的一个少数民族布农族，由于这些人的生

活环境和中原的主流文明相去甚远，所以他们保留

了非常朴素的世界观，朴素的生活方式，朴素的文学

样态，朴素的治疗手段。布农族在患病的时候，主要

由部落中的巫医掌管治疗。下面就是阿乌治疗痛风

病患者的过程。主要手段是带有祈祷功能的诗句不

断从巫医口中发出。如“让你像月亮一样明亮纯洁，
永远不要再痛了，像清晨的小鸟一样活泼。让你的

脚跳得像山羊一样高，跑得像山猪一样有力，像鹿一

样轻快。”“不管你的脚有多么痛，不管你的脚长满了

脓，你都会被我的手治好。你会像草一样绿，像树一

样欣欣向荣。治好吧！像清晨的微风一样舒畅。”这
里，巫医所用的手段没有任何科技成分，完全是根据

时代遗传的本土经验来做治疗的，但他们有传统的

面对自然灾害，面对瘟疫和疾病的治疗术。这种方

法是一种仪 式 行 为，这 在 相 对 的 语 境 中 是 有 效 的。
我国八九十年代许多人类学家的民族志调查报告，
如杨恩洪在八十年代深入藏区撰写出来的调查报告

《民间诗神 格 萨 尔 艺 人 研 究》中 的 阿 达 尔 治 病 的 情

况；黄中祥研究员的《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
中的哈萨克说唱艺人巴克斯用“阿尔包歌”消灾治病

的情况，等等许多案例都说明了文学和治疗的本身

是分不开的，文学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治疗、禳灾、战

斗的功能，对演唱的民族还具有鼓舞士气重建精神

和信仰的功能。
文学的治疗分为述情治疗和叙事治疗。用诗的

形式反复吟诵、有韵律的说唱就是述情治疗；通过语

言叙事展开的时间长度以及想象世界的虚幻情景，
经过一定时 间 的 疗 程 达 到 治 疗 的 效 果 就 是 叙 事 治

疗。叙事治疗这一概念并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文学

史的丰富经验提供给我们的。如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一千零一夜》，它是由各个独立的主题互不相关的

２００多个故事 组 合 而 成，这 些 故 事 生 动 描 绘 了 古 代

阿拉伯色彩斑斓的生活，被公认为是阿拉伯文学的

最高成就。它有一个总体的框架故事，起穿针引线

的作用，故事中的山鲁亚尔国王变成了杀人狂，从心

理学的意义上可以把他叫做复仇狂。山鲁佐德（女

主人公）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让国王恢复心灵的和

谐，恢复理性的秩序，停止丧心病狂的报复举动（效

果是治病）。她讲故事是一个有备而来的治疗过程，
说明叙事本身具有治疗的功能。这在中国文学史上

的例子也不少。如汉代作家枚叔的《七发》是用赋的

体裁，其结构是用七段文字加一段序曲，叙述缘起，
并借主客问答将各段联系起来。作品的主旨在于劝

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孔子的“诗

可以兴，可以 观，可 以 群，可 以 怨”，所 谓 的“要 言 妙

道”，还有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能够产生一种怜悯和

进化的情感，能够使人内心积蓄的东西得到宣泄。”
说的就是这种作用。

根据叙事者治疗对象的不同，可以把叙事治疗

分为自疗和他疗。文学口传的唱、讲所承载的治疗

作用，到书写时代就转换到了作者的笔下，很多作家

的写作本身是对自己创伤的一个治疗。《聊斋志异》
的作者蒲松龄，１７岁 考 童 子 试 第 一，接 着 乡、府、道

都是第一，但直到７０岁未能考取功名，仕途不顺，怀
才不遇，于 是 通 过 写 作 得 到“宣 泄”、“释 放”和“补

偿”，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用幻想、想象的方式用白

日梦实现。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从小孤寂、病态，
无父爱母爱，无名利追求，通过想象达到自己的“云

游幻境”，实现自我治疗，他把自己的自我治疗延续

了一生。当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自述自己是怎样

走上创作道 路 时 这 样 说：“我 为 什 么 开 始 写 起 小 说

呢？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在某一天，突然产生了

写的欲望，现在想起来，那还是因为写是一种治疗的

手段。”他 从 中 找 到 了 快 乐。鲁 迅 曾 经 几 次 想 过 自

杀，他也是通过写作既要拯救别人，同时也要拯救自

己的精神危机。实际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

上已经非常普及用讲故事、叙事、绘画、音乐来治疗

个人内心的疾病，即心理治疗。叙事治疗是把文学

还原到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功能，也就是它的文

化功能，它承担的主要是精神心理的治疗。在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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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中，曾 有 通 过 讲 故 事 帮 助 难 产 妇 顺 产 的 事 情。
难怪当代蒙古族作家吉日木图在谈“文学的功能”时
写道：“文学应该是医生／心灵疾病的医生／至少给迷

惘的青年／指出一条回归的路／回家的路啊 解 决 你／
生存的实际问题啊／为此吉日的文学来到／你日夜铿

锵的窗口来。”
所以，为什么人类离不开文学？叙事治 疗 可 以

帮助我们考察文学为何能与人类伴随始终。人是叙

事动物，又是能用叙事做心理治疗的动物，语言叙事

是人区别 于 其 它 生 物 最 独 有 的 一 面。只 要 人 类 还

在，叙事就会永远延续下去，从文学与人类精神、健

康的关系来看，文学就不会死亡。“文学治疗”理论

也是有它的 心 理 学 依 据：一 是 符 号、语 言 游 戏 的 需

要；二是幻想补偿的需要；三是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

的需要；四是 自 我 确 证 的 需 要；五 是 自 我 陶 醉 的 需

要。这些内在的精神需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为文

学的治疗作用提供了精神生态上的一个依据。
综上所述，文学从起初的治疗疾病、消灾禳灾到

后来的精神 抚 慰、精 神 寄 托、精 神 满 足 直 至 精 神 高

贵，始终伴随着人类，这就是文学的精神性价值的重

要表现即内在的精神治疗功能。这是文学对于“人

学”本质———关爱人的体现。莫言说他获得 诺 贝 尔

奖的主要原因就是作品中反映的人性即文学性。当

前引起的“莫言热”，也说明了民众对文学的需求，精
神的需要。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有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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