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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上，什么也不想，与它无声地交流

一分钟，感觉身体里好似真的涌出一种

奇妙的力量。

抱树疗法，似乎是一项来自北欧的

心理疗法。在芬兰北部，每年 8 月都会

举 行“ 抱 树 大 赛”。 日 本 有 一 个 词 叫

shinrin-yoku，意思是森林浴或森林康

养，即在大自然中沐浴树木的香气以达

到精神放松的效果。在印度的瑜伽体系

中，人们也相信树木具有某种能量，这

些能量可以被人体接收并带来益处。

从广场回到家里后，我想，以后我

的充电桩可以增加一项“抱抱树”，不

费吹灰之力却又于己有益。

能量，拥抱它，就能与它产生生命的连接，

相当于情绪上的一种充电。

现代社会，节奏加快，每个人多多

少少都有难以排解的压力。找到适合自

己的充电桩，让情绪得以适时舒缓，在

这个年代显得尤为重要。我平时的充电

桩是音乐、美食、写文和散步，它们是

治愈的法宝，填补了空虚、充实了生活。

我没遇见抱树的人。想来广场上人

来人往，众目睽睽之下跑去抱棵树也是

需要勇气的。不过，面对一棵穿了衣裳

的树，似乎有了拥抱它的合理理由。于是，

我张开双臂，大大方方地去拥抱了那棵

挂着牌子的树。闭上眼睛，把脑袋贴在

抱抱树

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印象深刻：作

者连遭不顺，心情黯淡，朋友说：“去西

天目山拥抱大树吧！拥抱大树能够释放

人体内的快乐激素呢！”而当这位作者伸

出手，触摸千年古树树干背阴面凉而腻的

厚厚青苔，眼底有了涩涩的感觉。一路上，

她总共抱了 32 棵大树。回程时，那些郁

结于心的痛苦，不知不觉冰消雪融了。

前些日子，我去家附近的广场散步，

发现树木竟穿上了五颜六色、款式多样、

手工编织的绒线衣，变得特别吸睛。有

一棵树上还挂了个牌子，写着：“Hug 

Me! 抱抱这棵树。”原来，“抱树疗法”

已经在城市里悄悄流行了。每棵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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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生朋友

认识一位医生朋友，胸外科专家，温

文尔雅、平易近人，颇具人格魅力。最近

一次见面，我又开始点赞他，他笑：其实，

这两年，我被病人家属投诉过两次呢。

他接着解释道，自己农村出身，知道

底层的艰辛，总是尽可能从患者的角度提

出治疗方案。有个晚期癌症病人，病入膏肓，

他唯有建议回家休息、观察。不久，那个

病人去世，家属认为医生又没开药、又没

让住院，太不负责了。但真相就是病人业

已无药可救，治疗只会增加生理负担、经

济负担，而在有限的门诊时间，医生朋友

不可能与病人明说，也不方便与病人家属

和盘托出——这里面尚有伦理与边界的问

题。另一个病人家属投诉的理由是：挂个

专家号一两百块，排队几小时，看病 3 分

钟，既没有再给检查，又没有给住院治疗，

三言两语就打发回家，亏大了。医生朋友

表示冤大了。现在各大医院的检验、检查

结果互联互通互认，许多检查根本没必要

重复；有些一眼就能看明白的病，他会直

接作出结论，节约门诊时间。好比一件茶

具一看就知道是陶瓷的，何必绕个弯子，

先排除它是木制的，再否认它是塑料的？

当然，被两次投诉之后，医生朋友进

一步学到，既要重视“医术”的提高，也

要注意“话术”的改进。生理上要“疏通”，

心理上要“沟通”，通则不痛。医生要知

道疾病的原理，熟悉患者的情况，理清治

疗方案，还要掌握病人及家属的心态。只

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过，

医生和病人、病人家属之间，永远有信息

不对称，难免有分歧与矛盾，所以，少有

不被投诉的医生。但是，我的医生朋友特

别反感那些忽悠、欺骗病人的“话术”，

嘴上一套，手下一套。

而我从医生朋友的遭遇里也学到：某

位医生门诊时，很快给出诊断结论，可能

是疾病明确，你倒不必怀疑他草率马虎。

而当一位医生反复询问病情，仔细研究检

查报告时，可能是对眼前的病人没有太多

把握，正在思考如何准确诊断；亦可能疾

病本身疑难复杂。医生是人不是神，你要

是觉得这一位不靠谱，可以换一位，兼听

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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