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到韩国时，《环球时
报》 记者和一个韩

国家庭同住。这个家庭中
爸爸是小有名气的画家，
每天在工作室里埋头作
画，妈妈是全职主妇，除
了每天带孩子，还要做家
务，管理出租的三个房
间、接待全世界各地的访客。有一段时
间看到她气色不太好，总说感觉压力很
大，腰酸背痛，全身无力，心跳加速，
还经常失眠，去看医生也没检查出毛
病。后来记者才知道她得的是韩国特有
的疾病“火病”。

火病会导致自杀
火病，在韩国又被称为“郁火病”。

最近韩国媒体一篇题为《只有韩国人才
患的疾病》的文章把火病炒得很火，中
国的网友调侃说：“恭喜韩国有了独一无
二的文化特征，快去申遗吧。”火病顾名
思义是跟火有关系的病，主要是在平常
生活中跟别人发生矛盾，心中怒火无处
发泄，无法平复而憋出来的病。火病的
症状除了全身无力，四肢酸痛，失眠，
呼吸困难，头疼头晕以外，严重的还会
产生自杀的想法。可是即使去了医院，
医生也很难找出原因。

据说，火病一词早在中国明朝的时
候就被使用，后来传到了韩国。1996年
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其载入了美国发表的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英语翻译
为愤怒症候群(anger syndrome)，从此火
病被认为是“韩国文化结合症候群”而
被广泛使用。所谓文化结合症候群，也
就是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精
神疾病。中国人常说的“肾虚”“走火入
魔”等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结合症候
群，收录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中。

白领是高危人群
火病首先跟韩国人的脾气和性格有

关系。很多人对韩国人的印象是勤奋、
团结、爱国，当然还有他们急躁的脾
气。有一次记者从韩国回北京，出租车
司机一听是从韩国回来，就一路叨唠说
最怕拉韩国客人，因为一遇到堵车就急
躁得不行。这点记者在韩国深有体会，
记者的韩国朋友就经常把“吧里吧里”
（快点快点）挂在口头。这种烦躁情绪如
果没有及时发泄，长期积累就会成为火

病。其次火病和韩国人的饮食习
惯有关。韩国人喜欢吃辣，辣白
菜、辣酱、辛辣面都是餐桌主
角。辛辣的食物能增加排汗和促
进脑细胞的活性，但吃多了也容
易上火。

韩国的白领是火病的高危人
群。2015 年韩国求职网站 Career
针对 448 名白领进行问卷调查，
90%的人回答说他们患过火病。
其中 63%的人表示主要原因是跟
老板和同事的关系不好，其次
25%的人说因为工作压力大。对
于韩国的打工族来说，最害怕的
是遇到脾气暴躁的老板。记者的
韩国朋友说，如果做错了事，他
们的老板就会像吃了炸弹一样劈
头盖脸骂人。对于职场新人来
说，学会挨骂，能忍得了骂才会
工作。这些调到“骂不死”工作
模式的白领们压力越大，越容易
生火病。

女性易得火病
韩国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导致火病

的大部分患者是女性，特别是40到50岁
的“阿珠妈”（韩
国对已婚，上了年
纪 的 女 性 的 称
呼）。2015年韩国

《中央日报》 引述
韩国健康保险审查
评价院的调查结果
称 ， 2011 年 到
2013 年间每年平
均有11.5万名火病
患者，其中女性占
绝大部分。这是因
为在儒家传统文化
的影响下，韩国女
性在日常生活中面
临着很多压力。在
家里没有话语权，
为了丈夫、家庭和

公婆奉献了一辈子却又得不到尊重，过
分压抑自己而得火病。

很多韩国女性在结婚以后因为育儿

的压力而离开职场，即使是
想继续留在职场，随着年龄
的增长，因为性别导致的职
场地位差距会越来越大，更
多的晋升机会都留给男性。
记者居住的那个韩国家庭的
妈妈，结婚以后就把自己想
当画家的梦想搁下，每天的
生活就是做家务，照顾孩
子，侍奉公婆和照顾丈夫。
琐碎的家务事和不平等的家
庭关系让她经常生气，每当
忍无可忍时，她就会想起自
己的“退休计划”，就是等到
老公退休，孩子上大学，她
就可以每天去图书馆看书、
旅行和画画了。大部分女性
以家庭为重，一忍再忍，憋
出火病，也有忍到最后导致
杀戮的例子，例如韩国著名
导演金基德拍的《金福南杀
人事件始末》就是讲述一个
被丈夫和家人欺负和凌辱的
女性的复仇故事。

火病怎么治疗？西医的
治疗是以心理治疗为主，药
物对症为辅。医生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精神和心理上的疏
导，同时给予抗抑郁等药物
以镇静安神。韩医的治疗反
过来，以药物治疗为主，常

用的韩方是滋补、清热安神的泻心汤，
归脾汤等。据说小麦和大枣对释放压
力，控制火病也很有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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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王 蕊

韩国人为啥憋出“火病”
本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林龙优

压力大无处诉说 脾气躁难以发泄

乘军用越野车，狂野游奥尔洪岛贝加尔湖近几年成为中国人
夏季避暑的热门选择，作

为湖中最大岛屿，奥尔洪岛是游
客必到之地。这或许是最适合发
呆、闲逛的小岛，岛上没有太多
的文化遗址，更没有人工建造的景点，
大自然赐予这里信手拈来的美景。笔者
在今年初夏时分，来到奥尔洪岛放空自
己。

清晨时分，笔者从北京出发，经过
约 3 小时的飞行，抵达森林中的城市
——西伯利亚第二大城市伊尔库茨克。
从伊尔库茨克到奥尔洪岛车程约 350公
里，沿途多是草原风光，牛儿在悠闲地
吃草，时而嚣张地横穿车流并不算稀少
的公路。公路两旁间或出现的小村镇或
零星散布的小饭馆，为路过的车辆、乘
客提供必要的补给。车子在靠近奥尔洪
岛的萨休尔塔驶上摆渡船。

二三十分钟后上岛，沿着土路再颠
簸30多公里，到达胡日尔镇。胡日尔镇
清一色的木房子，一方面是搭建木质房
屋相对简便，岛上的林木可直接作为建
筑材料，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奥尔洪岛多
发小规模地震，木屋坍塌时危险系数较
低。近年来，随着游览贝加尔湖日渐升
温，岛上的木屋越来越多，据说到了七
八月旅游旺季，这个冬天冷清的小岛也
会人满为患。奥尔洪岛的外国游客中，
中国游客最多。笔者住的木屋旁是几栋

据说由中国人投资建设的木屋，其设计
风格、建筑规模都与当地人搭建的木屋
略有不同，或许当今年的旅游旺季来临
时，这些中国木屋已经开门营业，并为
来自中国的游客奉上可口的中餐。在物
资运输不怎么便利的小岛，目前只能供
应蒙古口味和俄式口味的菜肴。

在小木屋休整至傍晚 7时，太阳依
然高悬空中，吃饭、散步、在奥尔洪岛
最著名的萨满岩旁逗留玩耍了好一阵
后，看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晚 10时，

太阳的光晕却依然洒满天
际，落日的余晖荡漾在贝加
尔湖微波粼粼的湖面，太阳
千百年间在这里升起又落
下，当年苏武牧羊于北海所
观景色不过如此吧。

奥尔洪岛南北长 73.5公
里，东西最宽处15公里，岛
上常住人口1668人。奥尔洪
岛东部是贝加尔湖最深处，
水深可达1642米。关于俄语

“奥尔洪岛”名称的起源，
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其取
自布里亚特语的“小树林”

或“有些繁茂的地方”，另一种说法认
为，取自布里亚特语的“干燥之地”。

“有些繁茂的小森林”或是“干燥之
地”，都是对奥尔洪岛自然环境的正确描
述。奥尔洪岛的森林覆盖面积约为岛屿
面积的 1/3。奥尔洪岛位于北纬 53°，同
中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县纬度基本相
同，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寒夏热、
年温差较大、降水量少且多集中在夏
季，气候相对干燥。奥尔洪岛四季分
明，春夏之时，可看广阔、澄澈、湛蓝

的湖水，秋冬可观清莹如玉石翡
翠的蓝冰。

岛上目前两条较为成熟的游
览路线为南线和北线，此外，在
旅游旺季，还会开设走入奥尔洪

岛森林深处的东线和乘船游览贝加尔湖
的线路。

乘军用越野车在坑洼不平的野路上
行进，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北线行程的
司机十分热情，驾驶风格很狂野，军用
越野车以时速40—60公里的速度跃过一
个又一个土坡，乘客胆战心惊，握紧扶
手，司机却优哉游哉哼着乡间小调。颠
簸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北线的第一站，
乘客们如释重负，司机变身导游，开始
讲解布里亚特人的风俗，介绍贝加尔湖
的历史和地理。一路上听的都是和山
崖、怪石、湖岸相关的，富有萨满教传
奇和神秘色彩的传说。

中午时分，军用越野车载着我们穿
过草原、森林，到达此行终点，奥尔洪
岛最北端——哈伯伊角，有些崖壁上爬
满橙黄色的地衣，有些崖壁则因湖水多
年侵蚀布满了孔洞和裂痕。关于哈伯伊
角，有许多古老传说：它是巨龙飞跃贝
加尔湖时掉落的牙齿；它是因嫉妒而被
上帝化为顽石的女子。坐在崖壁上，看
到的是与天同色的湖水，听到的是鸟的
啼叫，内心感受到的则是久违的平静和
开阔。▲

美味不可貌相美味不可貌相 猜猜看，这是什么？这竟然是
一种美食！这是波兰最有经济活力
的城市波兹南的特色美食——土豆
配奶酪。波兹南的美食大部分都是
用土豆做成的，土豆配奶酪是其中
非常著名的一道。烹饪时使用未去
皮的土豆，中间挖空，放入奶酪，
配韭菜末，洋葱，西芹等调料，放
入炭火中烤制。做好后，土豆皮是
棕色的，外裹面粉，一家名为
Vine Bridge 的创意波兰菜餐厅用
绿色干草装饰土豆，看起来十分亲
近自然。吃一口，感觉保留了土豆
的原味，带着奶酪的香气，十分美
味。▲ （邹 悦摄并文）

一家治疗火病的韩国诊所的广告。

军用越野车和小木屋。王 蕊摄

大家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