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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中国与古希腊的差异，不但是理论上的，也源自身体感受的方式不同。
《身体的语言》从古中国和古希腊医学的歧异出发，阐析了古代中、希两大文化的身体的“表现性”
，不同的文化感官以及各自对人类存在真相的探求。
    歧异之一在于“脉”。
古中国与古希腊的医生最后都以手腕为诊断的部位，两个文化的医生把手放在类似的地方，所得到的
感受竟然有天壤之别。
古中国的“切脉”与古希腊测量脉搏的差别在哪里？
    歧异之二在于“观察的方式”。
古希腊医者着迷于肌肉的身体，探究着人体器官被创造的目的；古中国医者则在观察脸部表现所反映
的内在感受与意向，探索体内变化所流露的皮肤色泽，思索色泽中深沉的意蕴。
    歧异之三在于中、希医学对“血液”与“风”（呼吸）的不同看法。
中、希医学皆将血液视为生命的来源，但对“放血”疗法，态度却大相径庭；在古中国，从汉代到清
代的医籍里，“风”持续性地扮演着人类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在古希腊，自希波克拉底以后，“风”
却主要指体内气息、内在力量或灵魂。
这些差异显示了什么意义？
    以上便是《身体的语言》全书要旨。
据此，作者提出以下这个建议：比较研究身体认知的历史迫使我们不断重新检视我们认知与感受的习
惯，并且加以想象不同的存在方式——以全新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
在本书中，作者还提供了大量的图片，让我们得以直观地体验那古老而新奇的中、希医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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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领会生命的语言　　为何我的心灵对于罪恶不能够像身体对于疾病一样，具有焦虑、预感
、变化、抗体，以及怀疑？
为何我的心灵不会在受到罪恶诱惑时而有脉搏跳动？
⋯⋯我身染罪恶而卧病在床，并且埋藏腐臭于罪行当中，然而我对于自己的疾病却没有预感、没有脉
搏、没有知觉。
　　——多恩（John Donne），《初期状况的祈祷》　　（Devotions“pon Emergent Occasions）　　
关于人的真相是难以得知的。
　　有许多事人们不愿意说，而他们所说的又有许多不是真的。
也有许多事是人们无法说的，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有许多真相是无法经由内省而得知的。
多恩感叹我们对于自己的心灵状态一无所知。
若将心思转向内在，则我们会发现就连身体也是难以理解的。
我们生病时，可能对于病因、病状，以及严重程度都一无所知。
我们甚至可能已经患病却毫不知情。
　　不过，多恩暗示身体的不适与心灵的疾病有所不同。
我们对于后者毫无概念，无法测知；可谓全然无知。
相较之下，前者则“在我们患病之前便使我们产生对于疾病的猜测及忧虑”——虽然只是模糊的预感
，虽然“我们并不确定自己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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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身体的语言》比较了古希腊与古中国身体论述及其文化根源。
身体在中国医家眼中是全身孔穴、由一条条经络联系而成；西洋医家看到的却是肌肉纠结，全身充满
了神经与血管。
栗山从“触摸方式”、“观看方式”和“存在（being）方式”三方面加以探讨。
《身体的语言》是中西医学比较方面的开创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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