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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吵架》
作者：（美）朱迪斯·莱特、鲍勃·莱特

译者：钟辰丽

版本：后浪/中国华侨出版社

当激情之爱如电光火石般消逝，柴米油盐

和一地鸡毛就开始浮现。我们必须无奈地承

认，争吵几乎是每对情侣之间必不可少的生活

元素。许多谈论亲密关系的书，都在指导人们如何避免争吵，但这本《如何

正确吵架》却反其道而行，认为教人们避免吵架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适

当的冲突是伴侣间实现甜蜜互动的秘密武器，当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为何

争吵、如何争吵以及争吵的目的之后，这些互动将会拉近彼此的关系。

作者将吵架分成推卸责任、家务琐事、财务纷争、有话不说等15种类

型，并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让情侣学会探究争吵的根源，并满足内心

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去重新唤醒渴望和解放自我，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亲

密关系中的愉悦感。

《踏脚石：希尼访谈录》
作者：（爱尔兰）丹尼斯·奥德里斯科尔

译者：雷武铃

版本：大雅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

一个顶级诗人是如何形成的？除了印刷出

来的文字，诗歌的背后还有多少等待我们去理

解的空间？在《踏脚石》这本访谈录中，希尼展

示了自己寻找诗歌的历程。作为一名以音乐性

闻名的诗人，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每个寓所

中寻找着愉悦的快感。他写诗，但又在诗歌的

形而上空间中不断留下现实与过去的印记，例如爱尔兰乡村的蹩脚英语，

小时候喜欢撕墙纸的乐趣，在洛威尔诗歌中发现的惊喜，自行车的轮辐，

乡下的井与小路，铁匠的打铁声。无论希尼的诗歌走得有多远，个人的朴

素经验永远是最核心的源泉。

这本访谈录正是展示了希尼人生中这些最真实的东西。有些事情看

起来甚至很琐碎，但也都影响了他的写作。全书分为“印记”“作品”“尾声”

3个部分，另外还有诗艺主题的探讨，为深入了解希尼的诗歌世界提供了

丰富资料。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诺奖诗人的朴素，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朴素

者的超越之境。

《建筑师》
编绘：（美）大卫·马祖凯利

译者：艾琦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本图像小说用一个建筑师的形象展示

了人生建构的方式与困惑。主人公阿斯泰利奥

斯是个有许多缺陷的人，他是建筑师，却永远

只在纸上谈论建筑，探讨三维空间和对称结

构，没有一件真正完成的建筑作品。不过这些

并不妨碍他荣获世界级的建筑奖。而后有一天，他所住的公寓意外起火，

一无所有的他重新走上了建构人生的道路。

作者大卫·马祖凯利用不同的色系交织现在与过去，每一帧的构图都

很简练，但每个元素都值得读者回味。阿斯泰利奥斯在生活中时而被呈现

为一个完整的人，时而被画成多个几何结构的复合体———这些往往出现

在他走入死胡同的时刻。人生到底是什么，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

人。阿斯泰利奥斯一边在乡下生活，一边反思自己的过去。最后，他开车驶

向了离婚妻子的住所，并在意外的结局中结束了《建筑师》的故事。在优秀

的图像小说中，形而上的追求与简朴的日常生活总能形成强大的张力，而

图像很好地弥补了二者之间的裂隙，并令其趣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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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春季人才云服务交流大会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定于2019年3月2~3日（星期六、

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呼和浩特市东二环与大学东路东口交汇处）举

办“2019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春季人才云服务交流大会”。洽谈
会预设620个展位，提供3万多个岗位。参会人员必须携带二代身份证入场。

联系电话：0471-6928041 6601324 网址：http://zph.nmgrc.com

为你找保姆
1、王女士：单身，土旗人，53岁有多年伺候老人的经验，家常饭做的好，有耐心，找一份

长期住家照雇生活自理或不自理老人的工作。
2、李女士：50岁，本市人，厨艺好，找一份给单位，或家庭做两顿饭的工作。
3、常女士：50岁，家常菜做的好，找一份给家庭做上午一顿或下午一顿饭的工作。
4、张女士：48岁，山西人，面食做的好，找一份长期住家照雇自理老人的工作。
5、刘女士：49岁，有多年看孩子的经验，找一份10小时，或24小时看孩子的工作，三证齐全。
有以上需求的请来电鑫旺家政公司，小周，电话13171052438，6683263，15849392619。
地址，呼伦南路金地商城十字路口往南20米路西，一团火超市旁。

《诗经·魏风·伐檀》赏析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
置之河之侧兮，
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亿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特兮？
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
置之河之漘兮，
河水清且沦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鹑兮？
彼君子兮，
不素飧兮！
关于《诗经》，我们已做过

介绍，这里从略。《伐檀》是《诗
经·魏风》中的民歌，它反映了
社会中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
是一首嘲骂剥削者不劳而获的
诗。共有三章组成。

我们先对部分词语作一解
释：1.干：水边。2.廛（chán）：通

“缠”，古代的度量单位，三百廛
就是三百束。3.县（xuán）：通

“悬”，悬挂。4.素餐：白吃饭，指
不劳而获。5.亿：通“束”。6.特：
三岁大兽。7.漘（chún）：水边。
8.囷（qūn）：束；一说是圆形的
谷仓。9.飧（sūn）：熟食，这里
泛指吃饭。

接着，我们用白话翻译这
首诗的第一章，后两章从略：

叮叮当当把檀树砍，
树干树枝放河滩，
河水清清波纹欢。
你不耕种来不收割，
为什么三百捆粮食往回

搬？
你一年四季不打猎，
为什么院子里面挂猪獾？
你们这些“君子”呀，
可从来不是白吃饭！

现在，赏析这首诗：
《伐檀》是一首杰出的现实

主义诗篇。从思想内容上看，这
应是伐木的奴隶们唱的歌。他
们在砍伐檀树的时候，想到自
己长年劳累，生活却痛苦不堪；
而那些既不耕种又不狩猎的奴
隶主们，却过着不劳而获的生
活。奴隶们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于是，从心底发出愤怒的声音。

这首诗共三章（诗往往有
好几段组成：就现代诗而言，一

段称作一节；而诗经的一段则

称作一章），每章九行。粗看起
来，每章内容基本相同；但细细
玩味，却别有一番洞天。

首先，讲讲第一章的内容。
1.第一章前三句是：“坎坎

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
且涟猗。”这三句诗，诗人用通
俗的语言叙述一群在森林里叮
叮当当地砍伐檀树的奴隶们。
砍坎完后，他们又共同把一株
一株的树干放在岸边；这时他
们看看河水，河水波纹浅浅的，
正哗哗地向前流淌。请注意：面
对此情此景，浑身是汗的奴隶
们在想什么呢？

2.第一章后几句是：“不稼
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
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
兮，不素飧兮！”我们可以想象
一下：他们如此没完没了地劳
累，究竟是为了谁呢？为他们自
己吗？不是，因为砍下来这么多
的树干，没有哪一根属于哪一
个奴隶！原来，他们累死累活地
获得的成果，都得一捆一捆地
搬到奴隶主的家中。这太不公
平了！于是，他们每一个人心里
堆积了很久的同样的愤怒，就
一下子爆发出来：这可能是好
多人的怒吼，也可能是由一个
奴隶喊了出来的：“那些自称君
子的人们，他们从来不耕种不
收割，可为什么三百捆粮食往
回搬？他们一年四季从来不打
猎，可为什么院子里挂猪獾？他
们这些‘君子’，纯粹是不劳而
获呀！”

有读者可能说：“诗中明明
写的是‘彼君子兮，不素飧
兮！’”是的，要知道，“彼君子
兮，不素飧兮！”这句诗，其实是
反语；是更具杀伤力的讽刺：

“啊呀，你们说得不对！人家那
些君子呀，可从来不是白白吃
闲饭哪！”请读者想想：一年四
季什么都不干，却坐享其成，丰

衣足食，这究竟是不是不劳而
获？是不是白白吃闲饭？

其次，再讲讲第二章与第
三章。

有人说，这首诗的第二章
与第三章是第一章的重复，是
为了反复咏唱而已。我们不完
全同意这种说法。理由有三：

1.说这首诗共有三章是用
了反复咏唱的手法，这是对的。
但，其所以要反复咏唱，主要不
是因为音乐的需要，而是因为
诗人要反复表达奴隶们的思想
感情。让他们只喊一声，不足以
倾泻他们积久的怨恨与愤怒！
所以，反复咏唱的形式，是被非
不断倾吐不可的内容决定的。

2. 三章诗的前三句中，有
几个不同的字：干与侧、漘不
同，涟猗与直猗、沦猗不同。这
些不同的字清清楚楚告诉读
者：奴隶们不是只在某一两个
地方劳动：今天在这条河边，明
天却又到了那条河边，一切都
由不得奴隶们自己做主；而河
水的深浅大小与当时气候的变
化，更是他们无法预料的；然
而，无论让他们到什么地方受
苦，无论遇到的环境怎样恶劣，
他们都得撑下去。

3. 三章诗的后几句中，也
有几个不同的字：廛与亿、囷不
同，貆与特、鹑不同，餐与食、飧
不同。这些不同的字也清清楚
楚告诉读者：奴隶主的生活是
极其奢侈的，而他们的这种生
活又是建立在奴隶们痛苦的基
础之上的。你看：奴隶主的院子
里挂的飞禽走兽，什么都有；何
止是貆、特、鹑呢？他们的食物
中种类之众多、味道之鲜美，也
是可以想见的，不然，怎么会有
餐、食、飧的不同呢？这同奴隶
们在烈日当头的酷热中劳作，
在狂风暴雨里挣扎，岂不是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吗？

最后，说说这首诗的现实
意义。

这首诗其实给我们提出几
个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一是
不劳而获的现象究竟是怎么造
成的？从古到今，究竟是谁养活
谁？二是有史以来，每次社会革
命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三
是联系当今的现实，再想想我
们自己，究竟怎样做才能让这
个社会平等、公正、文明、和谐
呢？ 文/李淑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