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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不能承受之重（上）
《医学不能承受之重》是一本旨在帮助大众正确认识健康和医

学的图书，由故事和贯穿全书的人文导读构成。本书将带我们思考
医学、健康、生命这个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帮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
健康盲区，厘清对医学和健康的误解。

什么是“疑心病”
所谓的“疑心”，有可能只是正常人会有

的表现，也有可能是心理疾病的表现。看看下
面的两个事例和一则寓言故事吧。
“我肯定是得了病，医生怎么就是查不出

呢？”!"岁的刘大爷，#个月前偶尔出现鼻塞，半
个月后，他发现自己似乎病得越来越重，面色
不佳，并伴有头痛。他急切地求助于“度娘”，整
天上网搜索与自己“症状”相关的信息。他发现
自己的这些症状与网上描述的白血病症状类
似。于是，刘大爷顿时觉得自己虚弱不堪，并出
现失眠、食欲不振，体重也急剧下降。他反复到
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检查结果没有大问题，
建议他好好休息，但是刘大爷无法相信。他情
绪低落，甚至在焦虑之时，写下了给老伴和子
女的遗书。
“家里的门肯定没锁好！”小陈平时是个

认真严谨的人，最近他把这种认真和严谨发
挥到了极致。每天出门前他会怀疑自家电源
开关没关、门没锁好、水龙头没有拧紧，并反
复检查，常常导致上班迟到。小陈非常痛苦，
因为他自己知道这是不必要的，可又说服不
了自己，而且脑海中不断夸大隐患的严重性。
《列子·说符》中有个《邻人遗斧》的故事，

大意是：有个人遗失了一把斧头，怀疑是邻居
家的小孩偷走的。于是这个人开始观察那个
孩子，他发现孩子不论是神态长相，还是言语
动作，怎么看都觉得像偷斧头的人。隔了不
久，他在后山开垦地时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斧
头。回去之后他再观察邻居小孩，奇怪的是那
个孩子怎么看也不像是偷斧头的人了。

在上面的两个事例和寓言故事里，我们
都看到了“疑心病”。刘大爷的这种情况在普
通人群中其实并不少见。在健康越来越受重
视的今天，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积“疑”成疾。从医学的角度来看，适度地“怀
疑”自己有病，要比盲目乐观和麻痹要好。但
“怀疑”毕竟不是科学，真正的疾病总要通过
医生的检查和诊断才能确定。对刘大爷而言，
他“疑心”的焦虑情绪才是病症所在。而小陈，
他的“疑心”属于强迫症状，是精神心理异常
的一种表现。这类人群总觉得好像有两个自
己在心里互相对抗，有时明明意识到没必要

或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就是有“另一个自
己”忍不住要去想。而这种内心的矛盾冲突，
使得思维上像是养成了习惯，每天需要履行
仪式般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些“怀疑”。寓言故
事也告诉我们，人如果对他人或者自己抱有
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就很容易歪曲客观事
物的原貌，陷入认知的误区。如果不能从这样
的误区中拔出来，就会出现疑心病。而具有
“疑心病”的人，总是虚构一些因果关系去解
释别人的举止言谈。

“疑心病”是病吗
“疑心病”当然是病。首先，从遗传学的角

度来看，“疑心病”有家族聚集性。也就是说，
“疑心病”人群的家族中，存在与其病症相类
似的亲属。这不是说当家庭成员患有“疑心
病”时，其他家人一定会发展成为“疑心病”，
更不是说“疑心病”者不能结婚及生育。如果
近亲属如父母、兄弟或姐妹有这种情况，那么
自己发生“疑心病”的可能性便会提高。其实，
被遗传的是“疑心”的倾向，有这种倾向的人，
在压力下更易发展成疾病。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疑心病”
者往往具有某些不健康的个性特点：主观、固
执、敏感、怀有戒心、不安全、嫉妒、好争论、不
能接受别人的批评、自我中心、自命不凡、对
他人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爱空想、遇事专断、
不坦率、易激惹、不冷静等。尽管这些个性特
点并非一定构成疾病，但当遭遇到某些社会
心理应激或内心的矛盾冲突无法解决时，就
会对人或事物长期耿耿于怀。心理学家认为，
儿童时期的不合理教育可能是形成“疑心病”

的重要因素。幼年时与亲人分离、父母关系不
和谐、儿童时代受到严厉对待或遭受不幸等，
都会导致成年后与他人在感情上慢慢疏远，
性情敏感，对他人不信任，对自己缺乏信心，
并发展为“疑心病”。

在此，必须澄清两点，而这两点恰恰是我
们老百姓在“疑心病”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疑心病#就是"怀疑$%“疑心
病”与我们寻常说的“怀疑”是不同的，两者的
差异主要表现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怀疑”可
能毫无道理，纯粹是神经过敏所致，也可能会
符合客观事实，但这些想法不会占据生活的大
部分时间，人们也不会过分地关注它。而“疑心
病”则是“怀疑”的极端状态，绝大多数怀疑都
是无端产生的。“疑心病”者怀疑的对象很泛
化，怀疑的内容一般不符合事实，是一种心理
失衡的表现。而且这些“疑心”状态会占据人们
大部分的生活时间，使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于是“疑心”就成为了“疑心病”者主要的生活
模式，他人的劝说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误区二!"疑心病$是性格不好&不需要

治疗&也无法治好%正如前文提到，“疑心病”
人群常常有敏感、多疑、固执等性格特点，而
人的性格在$"岁以后基本定型，因此很多人
会说“要根本改变性格是不可能的”。固然性
格不能完全被改变，但是性格中一些不好的
方面是可以进行调整的。这些不好的方面有
可能已经是心理疾病的表现，也可能是心理
疾病的催化剂，如果进行适当的学习和调整，
是可以克服“疑心”的。而对于那些本身就已
经达到精神疾病程度的“疑心病”就更需要治
疗了，因为疾病会给患者本人及其身边的人

造成极大的困扰和痛苦。因此“疑心病”一定
要治疗！

面对“疑心病”该怎么办
就“疑心病”者本人来讲，应当认识到自

己不合理的想法和情绪行为，努力进行调适。
认识无端疑心的危害及不良后果，加强自身
修养。自我暗示，厌恶猜疑。心理学家认为，从
心理上厌恶它，在观念和行动上也就能放弃
它。所以当你猜疑别人看不起你、在背后说你
坏话或对你撒谎时，你心里可以不断地反复
默念“我和他是好朋友”“他不会看不起我”
“他不会说我坏话”等。这样反复多次地默念，
就能达到自我暗示的作用，克服多疑的毛病。
改变固化的“他可能是在……我”的思维方
式。很多时候，“疑心病”者会不自主地采用这
样的方式去思考人或事，所以当自己意识到
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时候，需要有意识地停
止思考。这时需要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如
来上一杯绿茶或咖啡。只有摆脱错误思维方
法的束缚，扩展思路，才能促使猜疑之心在得
不到自我证实和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消
失。交换意见，坦率地、诚恳地把疑心的问题
提出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完善自己的个
性。要心胸宽广，努力培养乐观情绪，提高对
生活的信心。放慢情绪发泄的速度。尝试给别
人一些赞美。

家人和朋友可以为有“疑心病”者做点什
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真诚地接纳他们，陪伴
他们度过各个时期。耐心倾听他们的倾诉，适
时表达关心、理解和同情，让他们产生信任
感。可以给予他们解释、指导、疏通，使他们直
面自己的负面想法，了解真实的状况，放下沉
重的思想负担。需要经常鼓励他们，使他们建
立自信和优势感，为他们营造轻松、温馨的生
活、工作和学习的环境。如果“疑心病”状况非
常严重，如伴有明显的无法自控的情绪和行
为反应时，则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了。医生们
会根据疾病的特点选择适当的心理和药物治
疗方法，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家庭治疗、认知
治疗、森田治疗、催眠治疗、精神动力学治疗、
药物治疗（某些副作用较小的药物如抗抑郁
药、抗焦虑药物、情绪稳定剂等）。'撰稿人!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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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 ! ! ! ! ! ! ! ! ! !"#李平书与陈其美

现在说说李平书与陈其美。
先让我带领读者前往这个时空点：$%$$

年 $$月 &日，上海光复后的第三天，在上海
县城内的旧海防厅官署里，超过 &'人相聚在
了一起，他们都是上海光复的有功之臣，代表
着将清帝国上海地方政府一举推翻的三方势
力：同盟会、光复会和绅商。说得详细一点，陈
其美代表着同盟会，李燮和代表着光复会，李
平书代表着绅商。
三股势力谁也不买谁的账，光复会与同盟

会之间尤其如此，随着上海光复，他们将当初的
明争暗斗推向而今的白热化，相对来说，绅商处
在一个两不得罪的位置，但绅商们似乎更靠拢
一点同盟会。在第一上海，随着腐朽不堪的清帝
国地方政府被摧毁，所谓的三股革命势力，立马
就展现了争斗的腐朽一面，某种意义上，这与后
来的制度无关，与时下的意识形态也无关，它关
涉的还是远远不够完美的人性。
那个下午发生了一件让人胆战心惊的事

情。李平书主持会议，&'多人中有人提出，上
海是个交通大埠，光有军政分府还不够，应该
推举一个沪军都督，这样有两大好处，一是以
此为号召，向南京进军；二是作为东南门户的
守卫。
历史对这时刻、这场面的记载有点语焉

不详：事情似乎这样发生了，先是大家的话没
有说上几句，陈其美的把兄弟黄郛掏出手枪，
指向李平书，并大声说道是陈其美第一个冲
进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的头功属于他，这样
的人不做沪军都督谁还有资格？

最后，&日的这个下午，在清帝国其实还
没有真正垮台的这个下午，在南京城内张勋
的清兵们还虎视眈眈的这个下午，第一上海
的三股革命势力，经先头的勾心斗角，再经瞬
间立刻要发生的你死我活，最后，还是获得了
暂时的平衡：陈其美成为沪军都督，李燮和、
李显谟成为十参谋之一，而李平书，则被陈其
美十分大度（至少表面上十分大度地）约定了

如下权限：保卫地方一切事宜，划归民政
总长李办理，本都督得一意编练军队，筹
划征计大计。

在沪军都督陈其美同意下，李平书
的权力范围一度达到怎样的深、广度呢？
“关于外交、财政、军务、警察等项，应赴

民政总局声诉；关于卫生、教育、道路工程等
项，应赴自治公所声诉”。

民政总局最高首脑是民政总长李平书，
也因此，外交、财政、军务乃至警察等方面权
限理论上全归李平书，自治公所呢？它的主持
者亦是曾经与李平书一起为上海地方自治作
过不懈努力的骨干们，让他们来把持上海的
卫生、教育和道路工程，基本上也就等同于让
李平书做一个统领。此外，还不能忘了陈其美
将军务也归于李平书，又任命李显谟为沪防
全军统领，所谓的沪防全军统领，手中有炮队
营、盐捕营、太湖营、沪军营、巡道工队等清帝
国遗留下来的将近 &'''人马，当李平书任命
李显谟同时担任商团总司令时，间接地，民政
总长李平书似乎将上海军队也可以节制。

$%$$年 $$月，李平书似乎囊括了一切。
李平书，代表上海绅商势力的李平书现

在有事情要做了。
历史作了如下记载：他首先废除了百货

落地捐和筹防捐。随后呢，他将三个谋财害
命的狱囚拖出狱外斩立决，对谋财害命的亡
命徒，相信无论是封建者还是民主主义者，
斩立决的那个判断都一致的；李平书还做了
件大事，将当年江苏藩台处领到的并存放在
江南制造局的 $'万两库平银一股脑儿全送
到光复军手里，这让王一亭、沈缦云们大喜
过望；他还做了这样的事情，将上海本地及
苏、镇、扬、浙、鲁、皖、鄂各路敢死队的索饷要
求给予一一摆平，这件事情的要害处在于他
让一场可能对共和上海的动乱消弭于无形
中。当然，重中之重的一件事情，由他主导拆
毁了上海的老城墙。我必须强调在那个年代，
李平书看到拆城后于第一上海在交通、卫生
等方面的种种有利之处，李平书一定也觉得
拆城给予上海的那种象征性意义：古老的上
海城墙，属于清王朝的一个物象，它代表了旧
政权的全部腐朽和罪恶，拆了老城，将其彻底
摧毁，不充分证明了新的时代———民国时
代———到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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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邓子儒话剧上演

刘云翔给蔺佩瑶带来了一盒美国巧克
力，作为答谢之礼，然后问：“还有票吗？我两
个兄弟马上就到。”蔺佩瑶说：“你看看这外
面围着的人，都是想找票的。不过我可以帮
你问问夏经理，你咋不早点说嘛。”

那时国泰剧院每有好戏上演，一些没有
买到票的人宁愿站在外面等演出结束，然后
看过的人津津乐道地讲给没有看到
的人听，与他们一起分享精彩的剧
情。戏迷也跟球迷、钓鱼迷等痴情者
一样，围观也幸福。

国泰剧院的内部装饰已经焕然
一新了，观众们被它的洋派、豪华震
得啧啧连声。邓子儒在前面和后台忙
得团团转，迎接前来捧场的官商朋
友，江湖上的各路神仙，他还要招呼
群众演员，监督道具到位情况，连锅
盔（注：一种烧饼）他都安排买了 (''

个，稀饭也准备了两桶，老荫凉茶四
桶。他的戏只在第三幕，但他早早就
把戏装换上了，头缠青布包头，上穿
黑色家织布短褂，腰系一根麻绳，下
身粗麻布裤子，打绑腿着布鞋。这种棒老二的
打扮让他新鲜不已。朋友们笑他道：邓老板要
打劫我们？邓子儒拱手得意地回答：客串一个
小角色，过把瘾嘛。兴奋莫名中他忽然大喊一
声：糟了，我的台词忘记了！其实他就三句半
台词———“兄弟伙，这是头从天上掉下来的大
肥猪哦！快给老子们绑起来”“小娘子，你就从
了我家大爷吧，当压寨夫人可是有吃有喝”
“小姐，原来你跟这个开灰（飞）机的是一家
嗦？”还有半句“要得”。但好不容易想起了这
些台词，却把前后顺序搞乱了。他跑去问白
羿，白羿正在化妆间描眉，她淡淡地说，子儒
哥，不要紧张，到了那个场景你自然就想起来
了。你的情感要跟着剧情走。情感……邓子儒
望着白羿，就像看天上下来的仙女。

剧场内，观众已坐满。刘云翔和蔺佩瑶
坐在荣誉票区，五排正中。陪都的要人们和
文化界名流们的赠票都安排在晚上，这是应
老板临时的动议，他说一部新剧目的首场，
演员难免紧张，影响发挥。

大幕拉开，全场寂静，在小提琴独奏《松
花江上》美丽忧伤的旋律中，灯光转暗，枪炮

声打破了松花江上宁静的夜，狼烟弥漫，中
华民族的灾难降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蔺佩瑶的手悄悄
抓住了刘云翔。他没有拒绝，也轻轻地握住
了她温软潮湿的手。你的手掌里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的汗？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刘云翔
都会在回忆中一遍又一遍地追问。
人生的许多剧情在回忆中有的会逐渐变
得模糊、直至淡忘，有的则会愈发清
晰、美妙、诗意，甚至神化、虚构、想
象也能成为回忆的一部分。因此人
们需要艺术，需要文学，需要小说、
诗歌、电影、话剧等载体来廓清往昔
岁月中的剧情，来强化生命中的美
与崇高，苦难与坚韧。都说生命是一
条流淌的河流，回忆就是这条河流
上的小舟，满载着人们生命的体验。
第二幕结束，中场休息。剧场里

人声鼎沸，许多人不愿离去，许多人
的泪痕还历历在目。“高潮还在后面
哩。”蔺佩瑶对刘云翔说，“他后来在
大师们的指点下又作了很多改动，
这个人做事还是有一股子韧劲的。”

“包括当年追求你吗？”刘云翔的话语里不无
醋意了。“是噻，他那种一掷千金的做法，哪
个受得了？”蔺佩瑶话一出口便有些后悔，便
略带娇羞地打了刘云翔一拳，“哪个喊你死
哪儿去了都不让人晓得嘛。唉，算了，我去买
两瓶汽水。”

第三幕一开始，剧情已经紧紧攫住了观
众的心。之前蔺佩瑶和刘云翔一起看了那么
多次话剧和电影，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恋人
般缠绵。刘云翔动情了，舞台上的那个人就
是自己吗？蔺佩瑶也沉醉了，身边的这个人
终于找回来了吗？———就像剧情中的那个
女主角，她走过那样多的山山水水，历经了
那样多的磨难挫折，王子和公主就要幸福地
生活在一起了。蔺佩瑶一度想：人家能做到
的，自己为啥子不行……

可是，人们总是难以分清戏里和戏外的
差别。剧中的女大学生正被强迫与富家子弟
举行婚礼，全剧场的观众都反对她和富翁弟
子结婚，都期待有哪个英雄好汉来解救她。
孤单的弱女子正被强扭进洞房) 尖锐愤怒的
呼叫响彻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