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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的疾病叙事由来久矣,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

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 在经史典籍中的疾病叙事向文学作

品中的疾病叙事的演变过程中,疾病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已突破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一基本

含义,开始作为喻体来指代各类有损国家利益的因素。 疾病叙事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内容属性上有实笔

与虚笔之别,前者可称为写实型,后者可称为隐喻型。 两种笔法对应着不同的主题表达,一是作为日常

生活的表征,一是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具体包括了个体层面的道德隐喻、命
运隐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隐喻。 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因果报应观念

成为小说叙述中道德缺失导致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 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相反,道德的

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愈。 就命运隐喻而言,一些明清小说名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绘了精神性疾病的

具体病症表现,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 就政治隐喻而言,晚清小说家往往用疾病来比喻满目疮

痍的中国现状,批判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之弊端,提出改良国家之方案。 以上三种类型,就疾病叙事的

内容而言,包含了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 就作品题旨而言,则又交错着“病” “医”
“药”的三重隐喻。 最后,可以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观念两方面来阐释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极为

深湛的文化意涵。 “天人合一”说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违背自然规律将

是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 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 “医儒同源”观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

度,揭示了医儒之道本自相通,治国与治疾原理亦可相通,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

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乃是两者合流的结果。 古代小说

中的疾病叙事昭示后人: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不止在于医人之病,更在于医世与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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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是人体机能出现异常的一种生理现象。 一直以来,人类就对疾

病给人带来的不适及可能导致的死亡表现出恐慌和畏惧,并不断对疾病的成因展开思考和探讨。
当疾病进入文学领域,与表现人类情感和思想的文学作品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品中的疾病描

写已不仅仅是对具体某一种疾病的写实性叙述,它大多超越了原本的医学内涵,被赋予了更多的关

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的深层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中较早出现、亦较为典型的疾病叙事是汉代的《七发》,这一汉赋名篇描写的主要

内容是吴客前去探望患病的楚太子,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不是一般的

用药和针炙可以治疗,只有通过“要言妙道”才能治愈,从而强化了道德劝诫。 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

事可谓蔚为大观。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中,疾病叙事成为“搜奇记逸”的重要对象,出现了

多篇专门记叙疾病的篇章。 如干宝的《搜神记》中与疾病有关的篇目《淳于智筮病》《郭璞筮病》《华

佗治咽喉》《华佗治疮》等。 而在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中,也有《马溺消瘕》 《蕨茎化蛇》 《斛二瘕》
等与治病相关的篇章。 唐传奇中的疾病叙事则多与爱情题材有关,《霍小玉传》 《李章武传》 《杨娼

传》等作品中对于主要人物的疾病叙述,烘托并深化了小说的爱情主题。 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类型

多样,内容丰富,英雄传奇、历史演义、世情小说甚至神魔小说等各种题材类型的作品对于疾病情节

都多有涉及。 《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的疾病叙事出现了“黛玉病

肺”“瓶儿染疾”“曹操疗头疾”等许多经典段落,成为展现小说主题思想和艺术技巧的重要载体。
本文拟首先对疾病叙事从历史叙事演变为文学叙事的轨迹加以简要梳理,以明其渊源所自,进

而聚焦于古代小说中疾病叙事的两种主题表达,即作为日常生活的表征和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
最后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两方面阐释疾病叙事的文化意涵。

一、经史之“病”与文学之“病”: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

(一)作为中介的巫文化

当人类产生之时,疾病也就随之而生,乃是人类生命流程中无法回避的人生体验。 同时,关于

疾病之描述也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早在有文字可考的上古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对疾病加以关

注,在甲骨文中将疾病称之为“疒”,在表示生病的部位前面都加上这个“疒”字,因而有“疒目” “疒

首”“疒耳”“疒骨”“疒心”等,比如卜辞云:“贞:王其疒目? 贞:王弗疒目?”根据研究者的研究和相

关统计,“甲骨文中记载了内、外、妇、儿、眼、口腔、耳鼻喉、传染病等各科疾病 40 种” [1] 。 这说明,早
在上古时期,当人类还处于蒙昧初开的早期阶段,便开始关注并用有限的文字来记录疾病这一生理

现象,从而形成了关于疾病的历史叙事。
关于疾病的叙述很早就和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 我国记言文之祖《尚书》就保存了一些疾病记

录。 如《周书·金縢》中记载了周武王的一次患病经历,“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
王有疾,弗豫。 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
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2] 。 武王得重病,周公扮演巫者的

角色向先王祷告,请以身替,之后武王得以病愈。 商周时期,当时社会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之下,鬼
神信仰颇为流行,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具体表现为在日常行事的许多场合,都要请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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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卜筮来叩问吉凶,进而向天神寻求庇佑。 如果患病,无论病之大小,都会根据情况以占卜来寻求

神助。 大病用御祭,中病用龟ト,小病用占筮。
巫出现的时代早于文明史,故《艺文类聚》引《古史考》曰:“庖牺氏作,始有筮。” [3] 操此业者有

男有女,仅名称有所不同。 《说文解字》第五篇上释“巫”:“巫,祝也(段注:按祝乃觋之误)。 女能事

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象人两褎舞形。”又释“觋”:“觋,能齐肃事神明也。 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4]

因为巫的独特身份,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客观上扮演了医者的角色,如《公羊传·隐公四年》何休注:
“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由于最初的医药知识在很长时期和原始宗教的巫术结合在一

起,因此《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勿躬》以及《说文解字》释“医”都说“巫彭作医”,《古今医统》认

为“以巫而替医,故名巫医也”,《广雅·释诂》更明确地指出“医,巫也”。 可见,巫医在当时显然不

是专门职业,医只是巫多重身份中的一种。
回顾与分析先秦文学中留存下来的疾病叙述,后人得以了解先民们如何看待疾病以及疾病内

涵的发展演变。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众还崇尚原始宗教的夏商时代,人们显然无法理解和解释疾

病的产生,于是很自然地将疾病与巫祝活动关联起来,认为疾病是由祖先灵魂不灭、甚或是自然界

的精怪作祟造成的。 人们希望通过卜筮和祭祀来祈求神灵的庇护和治疗,并由此敷衍出种种传说,
使得疾病这一客观的生命体验披上了一层超现实的神秘面纱。

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其实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

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 无论是作为对象的巫医,还是作为形式的巫史,贯穿其中的

都是一脉相承的巫文化。
(二)疾病叙事:从本体到喻体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进步,人们对于疾病这一现象的认识逐渐深入。 在先秦时

代的诸子散文中,疾病的涵义获得了多维度的拓展,一方面是词性上的变化,“疾” “病”等表述除了

具有名词的含义,也被使用为动词,其意思为“忧虑” “痛恨” “残害”等。 另一方面就是含义上的拓

展,比如常用作名词的义项也变得更丰富,衍生出“不足” “错误”等含义。 这在典籍中多有体现,如
《论语·雍也篇第六》:“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

称焉。’” [5]190《荀子·不苟篇第三》:“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
可谓公士矣。”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对“病”之涵义的理解和界定显得颇为明确。 他认为,人的生活状态属于自

然和正常的状态,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那么,疾病之生就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所谓“性伤

谓之病”
 [6]278-279。 此义应该说是最接近于今天我们对于疾病的理解。

在道家老庄的笔下,对于疾病的理解带有更多的哲学思辨色彩,对于疾病的论述往往与广泛的

社会生活相联系,从而揭示疾病的社会属性和隐喻意味。 比如《老子·七十一章》:“知不知,尚矣。
不知知,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7] 将疾病与个人修养联系起

来,同时也将病的多重词义属性予以并置,展开形而上的思辨。 再如《庄子·杂篇·让王》:“子贡乘

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 原宪华冠徒履,杖藜而应门。 子贡曰:‘嘻! 先生何病?’
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 今宪贫也,非病也。’ 子贡逡巡而有愧

色。” [8]进一步阐述了“贫而非病”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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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擅长说理,在论证中,疾病的案例或比喻多被用来说明君主治国之道。 比如在《外储

说左上》中,韩非通过以药治病,说明逆耳的忠言对于治理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夫良药苦于

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 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6]395,因此,
“夫‘药酒’‘用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 [6]385

 

。 在《外储说右上》篇中,他又通过针对“痤疽”之疾

的治疗来喻指安邦治国之道。 《喻老》篇中关于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极为著名,可谓内涵深刻,以此

说明小病若得不到及时医治,必然发展成为大患而不可收拾。 可见,《韩非子》关于疾病的论述似乎

更为自觉,其社会隐喻意义也得到了更加深刻的体现。
不仅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历史散文也有不少疾病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在行文中一些关于“病”

的表述,已超越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个层面,自然地用为比喻义。 例如:《左传·襄公十年》:“郑子

展曰:‘必伐卫,不然,是不与楚也。 得罪于晋,又得罪于楚,国将若之何?’子驷曰:‘国病矣!’子展

曰:‘得罪于二大国,必亡。 病不犹愈于亡乎?’” [9]686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以大国政令之无常,
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 [9]769 都是用“病”来指称国家之运行出现了足以招致大

祸的严重问题。 再如《国语·吴语》:“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 夫越王之不忘败吴,于其心

也侙然,服士以伺吾间。 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 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

与我争此地哉?” [10] 665-666 更是将对国家可能产生的危害分出了“腹心之疾”与“疥癣小疾”的不同

层次。
由以上例子可看出,此时“病”“疾”一类的表述已不再局限于人体的生理疾病,而是将其与国家

的命运和前途关联起来,国家替代个体作为疾病发生的主体,“有疾”与“无疾”,“大疾”与“小疾”从

而成为更具普遍性的社会隐喻。

二、疾病叙事的实虚之辩与世情表征

(一)疾病叙事的实笔与虚笔之辩

就描写内容属性而言,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可分为实笔和虚笔两种情形,或称之为写实型与

隐喻型。 所谓写实,指的是小说家在叙述患病事件时,通过真实细腻的笔法,对小说人物罹患疾病

的前后过程或者特定环节展开叙述。 此类疾病叙事重在通过对小说人物患病场景的还原,呈现人

们日常生活起居的基本状态,突出了作品的现实质感和世情特征。 这些叙述是小说家用来推动故

事情节发展、凸显作品人物性格、丰富人物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小说在描写医生问诊医治时,
包含了对病情的描述和判断以及相应的治疗方案,多杂有中医学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的医案和医

方,也可作为认识和研究传统医学和社会风俗流变的一种参考。
在相关作品的写实型叙事中,作者往往关注人物的患病以及带来的影响,通过故事情节的设计

来体现主观命意。 有特色的疾病写实不仅刻画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还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

人物结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喻世明言》中的名篇,小说中出现的若干处

疾病叙事,就体现了作者的艺术用心,事实上起到了制造波澜、形成巧合、推动情节峰回路转的作

用。 小说中的主人公蒋兴哥辞别妻子,外出经商,结果得了重病。 小说写道:“兴哥在家时,原是淘

虚了的身体,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 每日请医

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 把买卖都担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 [11]这一患病叙述

成为整个故事发展的起因,因为生病,以至于“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蒋兴哥因病无法回家,妻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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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巧在家悬望,不免心生怨艾,为其后陈大郎的诱奸情节作了铺垫。 在王三巧和陈大郎通奸之后,
小说又写到了陈大郎的患病以及最终病亡,还有平老朝奉的痰火病发,正是人物的系列患病使得陈

大郎原配妻子平氏,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了蒋兴哥所处的枣阳城并与蒋兴哥结为夫妻,最终点题,
蒋兴哥得以重会珍珠衫。 小说中多处出现人物患病的情节,这些设计往往具有较强的叙述功用,不
断将情节推进向前,产生巧合,使得故事发生转折,导向结局。 总的来看,此类疾病叙事因其写实性

的特点在明清世情小说中较为常见,出现频率也较高。
就隐喻型而言,小说家往往突破了故事情节层面,进入到作品主题层面。 也就说在开展疾病叙

事时,更关注其在作品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与文本主题形成较密切的关联,从而使疾病叙事被赋予

了某种隐喻义和象征义。 就叙述内容而言,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往往关注三个方面,分别是致病

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 这三方面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都既可作为本体,也可成为喻体。 此种

隐喻既体现在个人之病的层面,也体现在家国之病的层面。
在西方学者眼中,疾病之于文学,获得了某种本体论的意义,疾病的社会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已

成为道德观念的承载和假借。 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著有《疾病的隐喻》一书,即是在社会

文化的意义上来定义和解释疾病的发生与影响。 桑塔格在书中所论的“隐喻”概念来自于古希腊的

亚里士多德。 后者在其名著《诗学》中如此界定“隐喻”,也就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

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 [12] 按照亚氏的说法,隐
喻属于一种修辞手段,由于某种内在的关联,可以把原本属于乙事物的名称用来命名甲事物。 在具

体运用中,这一修辞手法逐渐被人们接受为一种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 隐喻思维的内在逻辑就是

借助一定的想象,以大众熟识的方式来解释和展示相对陌生的事物。 随着某些疾病在社会的演绎

中一步步隐喻化,与其说疾病与隐喻存在天然联系,还不如说疾病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和修辞。 尽

管中西方文学在文化背景和文本形态上有较大差异,“疾病即隐喻”的观点仍然为我们研究中国文

学尤其是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提供了一个有启发的视角。
与此相类,古代民众对于疾病发生以及医治过程较为关注,进而展开形而上的思考,正体现了

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精神环境状况的反思,也包含着一种人本主义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齐谐记》记载了关于薛道询的故事,颇具有启示意义。 故事记述江夏郡安陆县的薛道询得了疯病,
多方医治无效,进而变为猛虎,食人无数。 病愈后恢复为人又出而为官,任殿中令史。 故事的离奇

之处在于官吏与食人的恶虎在生物属性上如何实现互通,那种可以把人变成猛虎的癫狂之症也不

免令人心生联想,或许这便是推动普通人成为凶残官吏的某种恶劣机制。 总的来看,这类疾病叙事

不太关注疾病流程,重在传达小说题旨,对人物患病场景的描绘多服务于叙事背后的深层意涵。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种类型表现为疾病描写的两种不同笔法,写实型重在客观描述,隐喻型

偏于其深层意蕴的读解,但在很多情况下,一体两面,这只是对于同一叙事段落的表里两个不同层

面的判定而已。
(二)疾病叙事作为日常生活之表征

古代小说尤其明清小说内容涵盖面极为广泛,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 疾病

显然是日常生活的必有形态,因而疾病叙事也与其他诸如饮食、出行、娱乐等日常生活叙述一起构

成了小说文本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疾病叙事不仅是小说对日常生活叙述的一部分,同时它还是小

说家呈现世俗面貌、凸显小说世情主题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因为通过描绘疾病,可以更完整、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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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示人生,所以疾病叙事在很多时候引领、甚至带动了其他形态的日常生活叙述,这一点在《红楼

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家庭题材的世情小说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金瓶梅》一直被视为古代世情小说的杰作,作品聚焦西门庆一家的日常生活状态,向读者展现

了当时社会世俗生活的全息图景。 如同一卷卷的家庭“大账簿”,从衣食住行、妻妾争宠、生活琐事

到节庆宴饮、官场交游、商业经营,可谓是事无巨细、一笔笔写来,当时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气得到了

淋漓尽致地呈现。
疾病叙事是《金瓶梅》故事展开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叙述不仅真实折射了一个集官僚、富

商、恶霸于一体的巨富人家的生活面貌,并带动和推进其他日常叙述的各条线索。 小说关于西门庆

的疾病叙事可谓笔墨不少。 长期无节制的纵欲是导致西门庆最后一命呜呼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结

果是逐步演变产生的,长年累月的暴饮暴食以及通宵达旦的生活习惯等都埋下了祸根。 作者在小

说第 78 回描绘了西门庆身体状况的恶化。 在频繁的应酬宴饮和性欲放纵之后,西门庆身体的透支

状况慢慢显露出来。 小说写西门庆与林太太淫乱及痛饮归家之后,其自述道:“明日薛太监请我看

春,我也懒得去,这两日春气发也怎的,只害这腰腿疼” [13]1154,尽管西门庆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

不适,但他显然无视了这种警告,继续谋划着下一轮次的宴饮和幽会,“因和月娘计较:‘到明日灯

节,咱少不得置席酒儿,请请何大人娘子,连周守备娘子……’” [13]1154。 在此次宴席上西门庆身体的

疲乏和精力的缺损表现得更为明显,“还未到起更时分,西门庆陪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睡

来”
 [13]1169。 而在身体如此困顿的时候,西门庆仍没能节制情欲的放纵,不仅奸淫了下人来爵之妻,

心中还在算计着如何占有同事的妻子蓝氏。 殊不知“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西门庆的放纵

将他引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 至小说第 79 回,过度的饮酒和纵欲最终使西门庆在过量服

用春药后精枯而亡。
《金瓶梅》的疾病叙事在古代小说中极具代表性,小说作者正是通过对西门庆的疾病叙述向世

人展示了西门府的奢靡生活,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纵情声色和物欲横流,而西门庆死后,树倒猢狲散,
诸多亲友表现出来的疏离、冷漠甚至落井下石,则反映出了物欲浸染下的世态炎凉,更凸显了小说

的世情主题。

三、个体隐喻:身德一体与心命相系

(一)道德隐喻:身体疾病与品格衡判

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而因果报应观念则成为小说叙述中道

德缺失引发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 先看天理层面,《三国演义》虽然讲述的是三国故事,但也带有明

显的明清时代的思想特征。 《三国演义》中疾病的道德隐喻,在于是否违背历史大势,逆时代而动,
由曹氏、司马氏、孙氏各个家族成员的相继病亡可看出作者鲜明的历史观念,其中以曹氏家族最为

典型。
曹操是曹氏家族的最重要代表。 小说依据历史上的曹操确有头风病这一事实展开文学演绎,

描写其发病时疼痛辗转,不可控制,甚至经常晕厥在地。 在小说情节设计中,此病与曹操生性狡诈、
工于心计的个性特征形成相互的映照。 在这类患病乃至死亡的叙述中,往往带有因果报应的元素,
比如曹操在病榻上垂死之际,就看见为其所杀的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伏完等的冤魂出现,面目

狰狞可怖,这加速了他向死亡深渊的坠落。 更值得注意的是,让曹操心生不安的鬼魂往往是受到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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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无辜者,而沙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的鬼魂并没有出现。 这也就暗示了曹操的疾病和死亡似乎

更多是对其不仁不义的天谴。 曹操道德缺失的后果似乎也影响了他的家族,其后的曹丕和曹睿也

都死于疾病,患病的描写也显得意味深长。 曹丕得病是在第 80 回废汉帝受禅称帝之时。 当时的曹

丕显然志得意满,然而他在受禅坛上准备下拜答谢天地时,猛然间暴风疾来、沙石迷目,使得曹丕颓

然倒在坛上,从此以后缠绵于病榻之中。 这似乎是冥冥之中对曹丕废帝篡位行为的彻底否定和严

厉惩戒。 而曹氏集团的另一位继承人曹睿则是在半夜时分遇到毛皇后鬼魂前来索命,于是一病不

起,最终呜呼哀哉。 古代医疗不够发达,历史上曹氏三代因病而亡可能本就是事实,但小说中由此

敷衍的具有惩戒意味的各种鬼神报应情节,则出于小说作者的特别设计。
王侯将相影响着历史大势的发展,对应的是视野宏阔的历史判断。 而对于市井细民而言,对于

社会规范的遵守或者违逆则会引发道德上的评判。 明清时期,小农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商品

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物质享受的疯狂追求,人们往往以欲望化的生活方式

来挑战传统伦理秩序。 这一时期小说文本中的疾病叙事很好地充当了作者开展道德说教的载体,
作者往往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表现出浓重的道德焦虑,从而借助疾病的隐喻功能来表达道德评

判。 明清小说作者创作了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 《林兰香》 《红楼梦》等为代表的大量具有社会

批判意味的家庭小说,这些作品的共同点都是以封建大家庭作为整个时代之缩影,以家喻国,进而

由小说人物的道德素养来映射所处时代之道德现状。 如《红楼梦》中贾瑞、秦可卿、赵姨娘的相继病

亡,《金瓶梅》中西门庆、李瓶儿、庞春梅的相继病亡,都具有鲜明的道德隐喻意味,体现出了作者强

烈的批判意识。
如果说,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那么,反而言之,道德的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

愈。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小说中还有一类关于疾病的反向道德隐喻的作品,是以“麻风女邱丽玉”故

事为代表。
晚清小说中一直流传着“麻风女故事”,其情节大体相似,却不断被改编,流传久远。 见于宣鼎

《夜雨秋灯录》的《麻风女邱丽玉》是这类“麻风文学”的代表作。 贫苦士人陈生到广东寻亲不遇,被
某富翁招赘,却于新婚之夜被妻告知:她乃麻风女,与其结婚乃为“过毒”,即把麻风病传染给他。 待

其走后,她的家庭会为她寻找真正的伴侣。 麻风女出于善良,并没有“过毒”给他,而是助其瞒过家

人,待其得到富翁之馈赠回乡后,她毒发而被遣入“麻风局”。 后麻风女不远千里寻至陈生故乡,又
因奇缘治好了疾病,陈生得中进士,终于富贵团圆。 这类作品的意义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疾

病叙事的传统套路,一方面德损可能致殃成为病人,另一方面病人也会因德进而痊愈,由此形成一

个与此前传统对立互补的故事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显然进一步完善了疾病作为道德隐喻的故事

系统。
 

(二)命运隐喻:精神痴迷与悲情结局

古代小说中出现了内容丰富的疾病叙事,涉及的疾病也类型多样,既有常见疾病,也有疑难杂

症。 就具体病理特征而言,可以将疾病分为身体性疾病和精神性疾病。 小说出现的以身体性疾病

最为常见,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精神类疾病有时也是作者们关注的重点。 这类疾病在六朝与唐人志

怪小说中就多有记载,尤其是著名的离魂类故事,乃成为精神疾患的典型演绎,如唐传奇《离魂记》
中王宙与倩娘本有婚约,后不许,“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王宙无奈而别,倩娘魂魄随之,其人

则辗转于病榻。 归来之日,“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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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皆重”。 再如《太平广记》中有《郑氏女》:“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 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

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得。 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可

见作为当时的一种惯常认知,小说文本提供并生动展示了精神疾病所投射的世俗影像。
此类题材发展至明清,作为推动情节与塑造人物的重要内容,于小说主题有了更为鲜明的指向

性。 一些小说作品不仅深入细致地描写了各类精神性疾病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探讨了致病之由,
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从而具有了较深的时代意义和反思价值。

《金瓶梅》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塑造成耽于情欲的“相思病”患者,或曰“性瘾者”。 《金瓶梅》中

共有三次描绘了潘金莲罹患相思病的情节。 前两次都与西门庆有关,具体表现为倚门守望,日夜不

安,茶饭不思,长吁短叹,以泪洗面。 就此看来,潘金莲似乎对西门庆一往情深,对于两人情感极为

专注,其实并非如此。 在守望不得之后,寂寞难耐的潘金莲选择了与仆人琴童私通,可见她与西门

庆之间更多的只是身体之爱。 潘金莲对西门庆的情感如此,对于西门庆而言,他同样不是一个专一

者,朝三暮四的他不断追逐着各类女性。 小说第三次写潘金莲相思成疾,是在西门庆髓尽人亡之

后,由于一个多月未见陈敬济,潘金莲生病的症状颇为明显,书中这样写道:“金莲每日难挨,怎禁绣

帏孤冷,画阁凄凉,未免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懒匀,茶饭顿减,带围宽褪,恹恹瘦损,每日只

是思睡,扶头不起。”
 [13]1238 因为与陈敬济无法见面,寂寞的潘金莲完全被身体欲望所支配,便与王婆

之子王潮儿私通以满足自己。 这种非常态的生理欲求,引发了心理的严重病态,也预示着书中人物

终将因“性”而死的悲惨命运。
相比而言,《红楼梦》关于精神疾病的描写更具有撼人心魄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寓意,有些疾病叙

事不仅指示出患病者的命运结局,更是在相关人物的形象塑造和人生轨迹方面有着清晰的命意。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中写到赵姨娘和马道婆串通。

马道婆铰了两个写着宝玉与凤姐生辰八字的纸人交给赵姨娘,然后让赵姨娘想法压到宝玉与凤姐

的床底下。 然后她在家做法,用巫蛊之术令二人应声倒地,死去活来。 小说中写道:
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宝玉一发拿刀弄杖、寻死

觅活的……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就要

杀人[14]222。
在马道婆的作法之下,贾宝玉和王熙凤陷入了癫狂状态,出现了严重的幻觉,表现为明显的精

神错乱。 在一系列 “ 拿刀弄杖” 的行为之后, “ 二人一发糊涂,不省人事,身热如火,在床上乱

说” [14]222。 哪怕请医生“百般医治,并不见好”,此时作为拯救者的一僧一道再次出现,指出病因乃

是妖法作祟所致。 惟有祭出贾宝玉的“通灵宝玉”才能祛除凶邪,最终,在宝玉发挥灵性之后,邪祟

远离,两人就此“一日好似一日的,渐渐醒来”
 [14]224。

就叙事的表层而言,此处的疾病叙事似乎只是剥去了贾府温良恭谨的外衣,展示了这个家族内

部残酷斗争的现实,也由此塑造了赵姨娘阴险自私的丑恶形象。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这场内部斗

争中人性被严重扭曲的一面,看到渺小的个体近于病态的绝望抗争。 赵姨娘作为贾政的侍妾,在贾

府中毫无地位可言,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以她为耻。 因此受到侮辱的她生出了无穷的恨意,为人

行事,处处计较,不断对抗着整个生存环境,而她的抗争换来的往往是变本加厉的轻视和欺凌。 正

因如此,她的人性开始逐渐扭曲,最终与马道婆密谋置人于死地,她期望以此来改变自己卑微的地

位,这种抗争显然无用,最终她以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一生。 透过贾宝玉和王熙凤的疾病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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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了诸多人物的悲剧性人生,这看似是个人悲剧,其实折射出一个大家族和时代的阴暗面。

四、政治隐喻:社会痼疾与治世理想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

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 [15] 。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讨论,在先秦时期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叙事散文,
很多内容都将疾病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把国家作为疾病的发生主体,《孟子·离娄》曰:“今之欲王

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16]用疾病来代指危害国家利益的弊病。
晚清以来,国内腐败不堪,民生凋敝。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用现代化工业技术武装的坚

船利炮轰开了“老大帝国”的门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此饱受凌辱。 国家因此患病,
代表着一种不健康、衰败、腐朽、羸弱的状态。 许多晚清有识之士投袂而起,大声疾呼,希望指陈弊

端,警醒世人。 启蒙思想家严复痛心疾首,直接将中国称为病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盖一国

之事,同于人身。 今夫人之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 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
则有速死而已。 中国者,非犹是病夫也耶?”

 [17]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无奈感慨:“中国、土
耳其、阿富汗、波斯、朝鲜,海内所号为病夫者也。” [18]康有为也多次用“病夫”来喻指中国之现状,强
调唯有变法才能自强,所谓“圣人譬之医也。 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 圣人之为

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 [19] 。 晚清用疾病来喻指中国之现状是如此普遍,也表现在诸

多小说作品中。 比如梁启超撰有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大胆设想国家之未来,书中主要人物的命

名颇具深意,一为孔觉民,要想振兴国家,必先“觉民”;二为李去病,只有民众觉醒,才能为国家祛除

沉疴旧疾;三为黄克强,只有国家无病,才能克服强敌。 在三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鲜明而乐观的

政治理想。 再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其中《老残游记》的主人公是江湖郎中“老残”;《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的叙述者则叫作“九死一生”,可见其人生之困厄,生平历险之多;《孽海花》的作者曾朴

在小说上署的笔名则是“东亚病夫”,这些都或明或暗地揭示出,晚清作者们眼中所看到的就是一个

病态的社会。 除了整体性的比喻,也有作者用具体疾病来暗喻社会痼疾和民间陋习。 比如在小说

《黄绣球》第十回强调社会开通的重要性,其中的毕太太就用顽痰之疾来比喻社会风气不开化,“我

说的是开通以后的流弊,内地未曾开通,其弊犹如顽痰一般” [20] 。 凡此种种比喻,在晚清小说中不一

而足,晚清文人在启蒙救亡的时代大潮中都慷慨激昂,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各种

弊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们讨论疾病叙事的隐喻意义时,其实包含了“病” “医” “药”三重隐喻,

当被用在政治领域进行家国命运反思的时候,其特征最为彰显。
在国家有疾、亟待治疗的时代共识之下,晚清知识分子往往以“医者”自任,希望为早已重疾缠

身的中国提供出各种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 洋务派文人认为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落后,
因为技不如人,所以无法抵抗列强的坚船利炮,因此倡导开展“洋务运动”,通过大力发展民族工商

业,以全面提振国家的经济水平。 而维新派文人则认为国家贫弱的原因主要是国家体制的僵化和

落后,仅靠发展工业、提振经济,无法振兴国家,如同强身健体不可能去除病根,要想标本兼治就必

须维新变法,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而晚清文人中的革命派,立场更为坚定,认为绵延数千年

的中央王权专制制度才是导致中国患病的总根源,要去沉疴,必下猛药,要想振兴国家,就应政治革

命,彻底铲除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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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老残游记》的刘鹗不仅是富有才华的小说家,同时也是医术高超的医生。 早年的他曾经

在扬州等地挂牌行医、悬壶济世,还写有《温病条辨歌诀》等医学文章。 其笔下的小说人物“老残”也

是一位医术高明且喜欢行侠仗义的江湖郎中,在老残身上寄托了作者匡时济世的医国梦想,正因为

作者对于国计民生和民众健康的双重关注,在小说中医者视角的观照下,疾病与国家的政治现状自

然地融合在一起。
现实中的刘鹗讲求实用,他努力学习西方的学问,希望“洋为中用”。 对于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主

张,他都并不赞同。 在《老残游记》的第一回,作者刘鹗便通过“大船隐喻”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革命

派和维新派,在“大船”上,那些反对者不是来自于船主和掌舵的,而是来自于下等水手和那演说的

“革命者”。 他认为要为中国去除病症,不能依靠那些只会振臂喊口号、草率盲动的革命者和理论

家,所需要的其实是冷静的、富有经验的实干家,同时要找对努力的方向。 小说第三回写高家有个

小妾,因为患了喉蛾,咽喉极度红肿,已到了滴水粒米不能进的程度,请老残为她看病。 老残在诊断

时说的几句话似乎意味深长,他说:“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点火气,被医家用苦寒药一逼,火不

得发,兼之平常肝气易动,抑郁而成。 目下只需吃两剂辛凉发散药就好了。” [21]24 在这里,刘鹗似乎

有所指,有些患者的病症本来并不太重,而医术有限的医生却喜欢用猛药来消除,结果不但未能改

善,反而变得更糟。 国家有疾需要医治的道理也是如此,那些所谓的救国者有时就是用药过猛了,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小说中还有一个问医就诊的案例似乎更能说明刘鹗不同于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治国方案。 小说

第一回就写山东有一大户名叫黄瑞和,得了一种浑身溃烂的怪病,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

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 多年来无人能治此病,每年都在夏季发病,一过秋分就会自愈。 老

残对于这个怪病却胸有成竹,他说:“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

方法。” [21]3 黄家人根据老残的药方抓药,黄瑞和的病果然就好了。 根据作者刘鹗的水利专长,再结

合病人“黄瑞和”的姓名与“黄水河”谐音,这一疾患的隐喻表达耐人寻味,大禹的治水之法重在疏

导,因而暗示治疗国之大患的方法不是盲目堵塞,而在于因势利导。 总体来说,作者还是希望在传

统路径中寻找解决国家自身问题的方法。 但是,就当时形势而言,这些改良的主张显然是行不

通的。
同时期的另一位小说家吴趼人也同样在作品中讨论对于国家之病的诊疗思路。 在小说《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作者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的叙述向读者讲述了晚清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荒诞

场景,揭示了社会之黑暗和世风之堕落。 认为只有在民众中大力倡导传统美德,才能疗救弊病,振
兴国家。 在小说《痛史》第二十一回中,作者借疯道人之口列举了当下的种种“奇病”:

神农皇帝,怜悯自家子孙,近日多染奇病,特令疯道人携带奇药,遍走中华。 专代圣子神孙,疗
治各种奇病. 你道是那几种奇病:一、忘根本病;二、失心疯病;三、没记性病;四、丧良心病;五、厚面

皮病;六、孤媚子病;七、贪生怕死病。 你想世人有了这许多奇病,眼见得群医束手,坐视沦亡,所以

神农皇帝,对症发药。 取轩辕黄帝战蚩尤之矛为君,以虞、舜两阶干羽为臣,佐以班超西征之弓,更
取苏武使匈奴之节为使,共研为末。 借近日文丞相就义之血,调和为丸。 敬请孟夫子以浩然之气,
一阵呵乾,善能治以上各种奇病。 服时以郭汾阳单骑见虏时免下之胄,煎汤为引。 百发百中,其验

如神[22]。
在作者吴趼人看来,精神缺失、道德沉沦乃是导致当下国家之病的总根源,而千古传承的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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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强、忠勇节烈的文化精神才是治病的良方,唯有如此,国家才能消除病体,走向繁荣昌盛。 事实

上,吴趼人对于此药方的疗效并不那么自信。 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恨海》中,张棣华、陈仲蔼等人是

作者所肯定的,代表了时人对传统道德的恪守和尊奉,而陈伯和、王娟娟等人则属于传统的背离者。
在小说中,作者为陈伯和设计了病亡的结局,似乎意在表达对道德疏离者的惩罚。 但同时我们发现

以张棣华为代表的正面人物,一直在努力改变环境的压制,始终未能见效,无论是希望帮助陈伯和

戒掉鸦片,还是尝试用传统的割股之法来医治患病的母亲,全都宣告失败。 这似乎预示着传统道德

在现实面前的无可奈何。 而张棣华在亲人离世后最终遁入空门,更是凸显了吴趼人“道德救国”疗

法的失败。

五、文化意涵:从“天人合一”到“医儒同源”

前文勾稽了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的发展历程,其中交织着多个维度的思考,譬如文学与医学,
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疾病叙事的本体与喻体,写实与隐喻,疾病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

病之果,疾病叙事中的“病”“医”“药”三重隐喻,等等。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基本了解了疾病叙事

的历史形态及其主要的主题指向,最后的追问是,在疾病叙事的背后是否有某些根植于传统的文化

观念,我们认为,有两种观念颇值注意,一是天人合一,二是医儒同源,前者揭示疾病叙事因何而起,
后者揭示疾病叙事因何而兴。

西方文化学者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①。 关于中国社会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向来有

多种阐释。 叶舒宪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中结合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依据符号

学的分类指标来分析和判断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态,将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视为小传统,而将前文

字时代的文化传统当作大传统。 在本文中,我们不妨以汉代为界,把儒学定于一尊前的充满活力的

文化形态称为“大传统”,其后的则称为“小传统”,这一分类为我们理解疾病叙事提供了大背景。 我

们认为在疾病叙事的探讨语境中,这种统领“小传统”的“大传统”就是“天人合一”说。
《黄帝内经》努力贯通哲学与医学,将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医学领域密切关联,以此来阐述

“天人合一”的系统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23]230,“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

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 [23]1347。 将天地与人置于同一个大系统之中,认为人的身体器

官与天地中的日月星辰、山岳河流相互对应,彼此联系。 正因为如此,人道应该顺应天道,人应该遵

奉自然规则行事,否则将招致祸患。 这种“天人合一”系统观直接影响着世人对于身体和疾病的看

法。 如《淮南子》中就有多处记载:
 

孔窍肢体,皆通于天。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 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
天有十二月以至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 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

者也[24]179。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其实,雷乃发声。 行秋令,则其时雨水,瓜瓠不成,国有大兵。 行

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疾疠[24]282。
通体于天地,同精于阴阳[24]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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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6 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种人类学研究文明社会的方法》中提出一对概念,叫做“大传统和小

传统”。 前者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的,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的文化传统;后者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

的大众文化传统。 参见《乡民社会与文化:一种人类学研究文明社会的方法》,陈睿腾译,台北南天书局 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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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认为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将违背自然规律视为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
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哪怕贵为天子亦是如此,所谓“天子有疾病祸祟,必斋戒沐浴,洁为酒

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去之” [25]224。
因此,我们只要理解了“天人合一”模式的“大传统”,那么随着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

会的主流思想,“德损—人病”以至于“家败—国亡”模式也就成为我们能够接受的、更为明显的“小

传统”。 正是这一思想基调以及所隐含的劝诫意味,催生了后世各类文学叙事尤其是小说文本中蔚

为大观的疾病叙事内容。
如果说“天人合一”揭示了疾病叙事因何而起,“医儒同源”则可以解释疾病叙事为何为小说作

者所津津乐道,儒者身份主要表现为古代小说创作中的主体意识和形象塑造,古代小说不外乎“儒

说”与“说儒”,从医与儒的关系可以探究疾病叙事因何而兴。 医者与儒者,这两种社会角色其实很

早就重合在一起。 《国语·晋语·医和视平公疾》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故医官也。” [10]528 在秦

汉时期,医儒结合的现象已经存在,当时的许多儒士同时也是医者。 西汉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
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

 [26] 王符在其著作 《 潜夫论》 中也曾指出: “ 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

疾。” [27]88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诊候》谓“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28] 。 所谓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古人看来治国与治病是相通的,这种相通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医儒之道相通。 儒学传承了古代圣人之学,其“一以贯之”之“道”应用于包括宇宙论、伦

理学与医学的所有领域。 《论语·子路》篇孔子引南人之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5]160,可
见,“恒”就是儒学与医学共同推崇的一种品格特质。 儒家经典《易》之太极、阴阳、中和等观念广泛

应用于医学中。 《黄帝内经》及后来的中医典籍都以阴阳为理论基础,其崇尚的最高价值都是“中

和”。 因此《礼记·中庸》 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5]289 还有就是顺应天性的重要。

《礼记·中庸》开篇曰“率性之谓道”,强调儒学之道顺从人的天性。 《内经·灵枢·师传》曰:“夫治

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唯顺而已矣。 顺者,非独阴

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23]230 可见二者在此原理上同样相通。 由此也就可以

理解古代小说内外,作为医者形象的一体两面。
其次是治国与治疾原理相通。 秦汉时的多种著作就曾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吕

氏春秋·慎大览·察今》:“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 病变而药不变,
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 [29] 《潜夫论·述赦第十六》:“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

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 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设之以禁,故奸可塞,国可

安矣。” [27]202 正因为治理原理相通,所以《汉书·艺文志》有言“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
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 [30] 。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经史中所表达的抽象的历史见识和观

点,而只有落到真实可感的文学叙述时,才会有古代小说疾病叙事的荦荦大者和丰富演绎。
最后,医儒之杰出者皆有深沉的家国情怀。 无论是儒者的入世兼济天下,还是医者的悬壶以济

世,最后都指向利安元元、有补社稷的家国理想。 司马迁《史记·扁鹊苍公列传》就曾专门为医者立

传,其中称赞淳于意“其人圣儒”,可谓真医与真儒的合体,后世医者也以“儒医”为荣。 在古代小说

中亦不乏这样的医家,比如前文曾有详论的老残,悬壶人间的同时亦游侠天下,可谓典型的“儒医”。
再如《三国演义》中的医者形象,除了第 15 回、第 75 回和第 78 回出现的神医华佗外,另一位就是出

现于第 23 回的为曹操治病的太医吉平。 这一形象的典型在于其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如果说此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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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所追求的都是治疾与治国的统一,而他所面临的则是毋庸置疑的背反,作为一名医生却谋划以

药来毒杀曹操,可见他决然地选择政治伦理,而不惜背离了职业伦理,这也由此成为古代小说史中

特别值得关注的反例。 对此,毛宗岗点评道:“上医医国,其吉平之谓乎? 若吉平者,不愧为太医矣!
以其药医曹操之头风,是毒药也;以其药医汉帝之心病,是良药也。” [31]这次行动虽以失败而告终,吉
平亦被杀害,却足以告慰儒医的文化传统,以及其中浸润深厚、流传久远的家国情怀。

概而言之,古代小说中疾病叙事的文化内涵是深湛而多样的。 “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

中本源性观念之一,它生发和统摄了后世的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叙事内容,但在人类身体与自然万物

同构的意义上,疾病叙事受其的引领和涵纳又是最典型和最具体的。 而“医儒同源”则从中国传统

士文化演变的角度,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

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恰是两者合流的结果。 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显然不

止在于医病,更在于医人,乃至于医国。 当现代的鲁迅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愤然写下《狂人日记》
《药》等旷世名作,我们看到了疾病叙事在现代文学中的不朽传承,更听到了“医儒同源”的伟大传统

在历史廊道中的铿然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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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ease
 

narrative
 

in
 

ancien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It
 

has
 

complet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
 

of
 

witch
 

doctors
 

to
 

the
 

tradition
 

of
 

witch
 

who
 

crafts
 

the
 

history.
 

The
 

former
 

is
 

the
 

object
 

described 
 

and
 

the
 

latter
 

is
 

the
 

form
 

of
 

description.
 

During
 

the
 

evolution
 

from
 

disease
 

narratives
 

in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books
 

to
 

disease
 

narratives
 

in
 

literary
 

works 
 

the
 

meaning
 

of
 

disease
 

itself
 

has
 

changed.
 

It
 

no
 

longer
 

only
 

refers
 

to
 

human
 

physical
 

diseases 
 

but
 

also
 

has
 

begun
 

to
 

be
 

used
 

as
 

a
 

metaphor
 

to
 

refer
 

to
 

various
 

factors
 

which
 

would
 

cause
 

damage
 

to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the
 

disease
 

narratives
 

in
 

ancient
 

novel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realistic
 

styles
 

and
 

metaphorical
 

styles.
 

The
 

two
 

styles
 

of
 

writing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thematic
 

expressions.
 

One
 

is
 

as
 

a
 

representation
 

of
 

daily
 

life 
 

the
 

other
 

is
 

a
 

metaphor
 

of
 

the
 

destiny
 

of
 

an
 

individual 
 

a
 

family
 

or
 

even
 

a
 

country.
 

It s
 

worth
 

noting
 

that
 

the
 

latter
 

one
 

includes
 

moral
 

metaphors
 

and
 

destiny
 

metaphor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political
 

metapho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Moral
 

metaphors
 

about
 

disease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two
 

aspects
 

of
 

natural
 

justice
 

and
 

humanity 
 

and
 

the
 

concept
 

of
 

karma
 

has
 

become
 

the
 

dynamic
 

mechanism
 

for
 

the
 

lack
 

of
 

morality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to
 

lead
 

to
 

physical
 

disease.
 

The
 

loss
 

of
 

morality
 

is
 

the
 

direct
 

reason
 

of
 

physical
 

illness 
 

and
 

the
 

therapy
 

morally
 

can
 

help
 

heal
 

the
 

sick.
 

As
 

far
 

as
 

destiny
 

metaphors
 

are
 

concerned 
 

some
 

masterpieces
 

of
 

Ming
 

and
 

Qing
 

novels
 

depict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mental
 

illness
 

in
 

great
 

detail 
 

which
 

has
 

highligh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tragic
 

theme
 

of
 

works.
 

As
 

for
 

political
 

metaphors 
 

novel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ten
 

used
 

diseases
 

as
 

a
 

metaphor
 

for
 

the
 

devastated
 

old
 

China s
 

situation
 

at
 

that
 

time
 

so
 

as
 

to
 

criticize
 

social
 

reality
 

and
 

the
 

drawback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propose
 

therapies
 

to
 

heal
 

the
 

country.
 

The
 

above
 

three
 

types
 

in
 

disease
 

narratives 
 

their
 

contents
 

include
 

the
 

cause
 

of
 

disease 
 

the
 

method
 

of
 

curing
 

disease 
 

and
 

the
 

result
 

of
 

getting
 

the
 

disease.
 

And
 

the
 

theme
 

of
 

the
 

work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triple
 

metaphors
 

of
 

disease  
 

 treatment 
 

and
 

medicine .
 

Finally 
 

th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disease
 

narratives
 

in
 

ancient
 

novels
 

can
 

be
 

explained
 

with
 

the
 

concepts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and
 

the
 

cognateness
 

of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
 

The
 

theory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holds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violation
 

of
 

natural
 

laws
 

will
 

be
 

the
 

predisposing
 

factor
 

for
 

disease.
 

Only
 

by
 

obeying
 

the
 

will
 

of
 

Heaven
 

can
 

we
 

be
 

free
 

from
 

dise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
 

culture 
 

the
 

concept
 

of
 

the
 

cognateness
 

of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reveals
 

that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ing
 

a
 

country
 

and
 

treating
 

diseases
 

are
 

inherently
 

connected.
 

Splendid
 

words
 

which
 

are
 

crafted
 

awakening
 

stories 
 

as
 

great
 

hearts
 

that
 

are
 

intended
 

to
 

enlighten
 

and
 

save
 

the
 

country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chieve
 

each
 

other.
 

Those
 

beautiful
 

models
 

of
 

disease
 

narrative
 

are
 

the
 

result
 

of
 

the
 

confluence
 

of
 

the
 

two.
 

At
 

last 
 

the
 

disease
 

narratives
 

in
 

ancient
 

novels
 

make
 

it
 

clear
 

to
 

us
 

tha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ommon
 

idea
 

of
 

both
 

doctors
 

and
 

Confucians
 

is
 

not
 

only
 

to
 

heal
 

people s
 

diseases 
 

but
 

also
 

to
 

heal
 

the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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