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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完全颠覆人们对疾病积累起来的那不足为道普通认识，冲击学院派医学坚持的真理。这本书也不
是在谈真理，多一个对疾病意味深长的解释系统，疾病对人的身体的威胁也就顺势减弱了。
2、作者很强大。身心健康，心理的波动彰显在身体上，so, 治身先治心，治标又治本，真的。
3、要我起书名就叫“疾病的真相”
4、如何看待疾病？
5、读后感写完了【把这本书批得一无是处【所以会被老师当掉吗
6、关于疾病是生活方式，思想，或身体问题的警告，表示非常赞同，但有些问题并不是病人自己能
够完全掌控的，比如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有怎样的家庭遗传疾病，这些是人的根，也许也是病根的来
源，但没有哪个能说完美，总有缺憾，也不能妄求一切都不出问题。总是在变化，病也成常态。
7、好书 在我生病的时候给了我希望的书 引人入胜
8、这只能当作一个思路，做一次哲学思考，有待验证和研究。虽然跟我的思维方式很接近
9、2014.1.8接触
10、很有创见，既不否定现有医学的效果，也不高看诠释疗法的作用
11、好书
12、我建议那些经常生病，或者身体有病但是去医院查不出病因的人此书必读吧，也许它能告诉你答
案。虽然我读这本书之前就知道身与心是相连的，但是这本书那个叫具体和详细的分析 还是够可以的
。不过，这本书你得耐下性子来读，而且我也可以保证你不用怀疑其中理论的正确与否，它已经被很
多人验证过了。我相信这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件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事。我很喜欢它的标签名称，”医
学心理学“呵呵，如果人们都没有心病是不是身体上也会健康的多呢，应该是吧。
13、人体器官被描绘得会适度表达出人身体内要说的话，通过疾病这种语言。人是否真的要学会和器
官对话后调整自己就可以了呢？人体若只是人工智能的载体，宿主，难道让我们被驾驭的——活着！
14、病因的心理层面，症状与特定意识的缺乏，很有启发，不错的书！
15、D
16、呵呵
17、:R395.1/2224
18、导师推荐，一直有翻阅，但是没有通读
19、这本书提供的是一种思考、理解疾病的方式，非常有意思。第一部分偏哲学，有点搞脑子，但是
不理解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看了也白看。

20、颠覆原世界观的一次体验，必须要二刷！让一切再混沌再清晰吧⋯
21、如果全世界有十本可以读的心理学书，这本书可上排行榜。如果全世界我只选三位心理治疗大师
，他也上排行榜。除了海格灵先生的书，我看不到其它有谁的境界和眼界超越了他。
22、很多咨询师悄悄看过的吧，曾奇峰比如。
23、当年还是花钱买的电子版，我是二死的吗！
24、接纳多元的世界观，价值观。给自己的思维之眼，来一次特别的旅行。原来，疾病在一些人的眼
中，如此特别，与心理密切相关。虽然，不尽科学。但，不失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角度。
25、从“意识、无意识”看待疾病的一种方法，提供了另一种对待疾病的视角。和王凤仪老先生的性
理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性理疗法更偏重家庭伦理。
26、翻得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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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疾病，毕竟，人不仅仅是生物层面的，还有心理和灵性的层面，所以，和人
有关的一切，也都要考考虑心理和灵性，疾病也一样。
2、这本书真是太好了。翻译得尤其好，让我为李健鸣老师的语言功底叹服，也感到中国文化和这本
书主旨的契合。期待李健鸣老师有更多更好的译作。德特勒夫森的另一些作品尚没有中文译本，所以
只好看英文版。感觉英文版的表达总有意犹未尽之感。期待李健鸣老师能翻译《命运即机遇》等作品
。
3、这本书是导师向我们推荐的（所以不是很新啦），作为一个心理学教授，他大概多少都有点天生
反骨吧，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拆传统学院派的后台（从多个角度多种文化开拆⋯⋯），大谈爱的艺术与
后现代⋯⋯很喜欢前面关于对立与统一的说法,但是后面具体介绍疾病时，好像讲了太多从语言出发的
东西，因为我本人学了一点德语，看着倒还有趣，但是对无意于研究日耳曼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人好像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可能有些德语的用法会正好与中文的情况一样,博得我们会心一笑,然后觉得作者说
得有理.但其实很多状况是只发生在德语中的,比如说到酸（sauer）的时候(我忘了作者说的是胃酸还是
味觉中的酸),德语里&quot;ich bin sauer&quot;，直译是“我很酸”，表示“我生气了”，而中文中的“
我很酸”则更多表示妒忌的意思，要是这本书是中国人来写的话，恐怕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基于以
上原因，其实我没有看完这本书⋯⋯当然我不是说作者说错了，要从A点达到B点有一万种方法，医生
知道一种，作者知道一种，我们用我们的古老文化鼓捣鼓捣说不定还能找出一种来。不可否认，作者
的这种视角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治人”而非“治症”这点上很像中医的思想，我身边既有只相
信西医的人，也有一年到头生病只喝中药的。中药不管是从其作用机理到表面上的制作过程都能体现
一种细致的关怀和深邃的洞察力，而非像书上所说的，把指示灯显示错误的信号只当作是指示灯自己
的问题。结合最近在看的美剧“House”，觉得医学真是和心理学一样不可捉摸，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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