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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找保姆
1、张女士：54岁，性格好，有耐心，有多年伺候老人的经验，对老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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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有多年工作经验，厨艺好，找一份给单位，或家庭做两顿饭的工

作。
3、师女士：48岁，家常菜做的好，干净，找一份给家庭做上午一顿或下午一顿饭的工

作。
4、杨女士：46岁，专业保洁，找一份给家庭一周去一次，或几次的保洁工作，擦玻璃，

打扫家均可。
5、王女士：50岁，有多年看小孩的经验，有健康证，育英师证，找一份10小时，或24小

时看小孩的工作。
有以上需求的请来电鑫旺保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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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2006年第八批次建设用地（地块三）批次
建设用地范围内房屋征收补偿费用进行公示

备注：涉及到的回迁安置房不予公示

双树村(富凯龙）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2006年第八批次建设用地,经自治
区人民政府（内政土发〔2007年〕77号）批准,已由集体土地征
转为国有建设用地。该宗地位于呼伦贝尔南路以西、托电小
区以北、电力家园以南、恩和家园以东，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共8份，现将补偿费用公示如下。

公示期为7天，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赛罕区重大
项目前期建设服务中心反映情况，公示期结束后我中心将
按照相关规定逐级上报。

联系人：齐靖茹 联系电话：0471-2631032
电子邮箱：2513255954@qq.com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姓名

班进刚
班进刚

乌勒查干
云鹏

郑海鱼
班义成
班玉兰

乌力吉达来(吉日嘎拉)

宅基地面积（m2）
383.49
131.19
188
137
94
94
94

303.71
1425.39

建筑面积（m2）
760
243
356
264
180
178
176
600
2757

回迁房屋
-
-
-
-
-
-
-
-
0

安置房面积（m2）
-
-
-
-
-
-
-
-
0

附属物补偿
185,800.00
117,510.00
136,020.00
137,140.00
131,500.00
131,460.00
131,420.00
358,814.00
1,329,664.00

协议金额（元）
3033663.00
137248.20
159910.00
159170.00
143845.00
143405.00
142965.00
1880385.00
5800591.2

征地情况 补偿及安置情况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首先，我们来了解作
者与董大的一些情况。高
适（700~765）是唐代著名
诗人，字达夫，渤海蓝（今
河北沧县）人。他虽然也做
过几次官，甚至安史之乱
后当过刑部侍郎（有人说
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
员）等大官。但好像在当官
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他的

“著名”主要体现在下列4个
方面：一是他与唐代另一名
诗人岑参齐名，并称“高
岑”；二是他与王昌龄、岑
参、王之涣三人合称唐朝

“四大边塞诗人”；三是他曾
与李白、杜甫这两位诗坛巨
星在洛阳相识，并一同游历
过不少地方，后来有人称他
们为“三贤”；河南省开封市
禹王台有个“三贤祠”，就是
纪念他们3个人的。四是《旧
唐书》上有句话：“有唐以
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
已。”你看，高适不简单吧？

现在，说说董大的情
况。董大指的是当时著名
的琴师董庭兰。董庭兰幼
年贫困，曾经以乞讨为生；
后来刻苦学习音乐，他不
仅会弹琴，而且善于作曲，
还会写诗。当时的宰相房
■（河南人，字次律）非常
欣赏他。唐代诗人崔珏写
过一首题为《席间咏琴客》
的诗：“七条弦上五音寒，
此艺知音自古难。唯有河
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
兰。”诗中的“七条弦”指的
是七弦琴，“此艺”就是指
弹奏七弦琴的艺术。盛唐
时盛行胡乐，能弹奏或欣
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
多。诗中的“房次律”就是
指宰相房■，“怜”就是爱
或喜欢之意。你想能得到

宰相欣赏的音乐家，其交
往之广，名声之大，自不必
说。据说，由于高适也通音
律，常与董大切磋，所以成
了好朋友。这首《别董大》
写于宰相房■被罢之后，
董大也就离开了长安，境
况很不好。而当时的高适
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当
时，高适与董大于睢阳（故
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
见了一面。这就是《别董
大》的写作背景。

其次，解释几个词语：1.
别董大，原诗共二首，这是第
一首。董大，即董庭兰，因为
排行是老大，所以称董大。2.

“千里黄云白日曛”，意思是
大片的黄云把太阳遮得昏
昏暗暗的；曛（xūn），形容
天色昏黄的样子。

最后，赏析这首诗。
1.“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从表面
文字上看，这两句是纯粹
的景物描写。短短两句，不
仅写出了送别的季节与当
天的具体时辰，而且写出
了傍晚时风雪交加的寒冷
凄凉的情景。我们看到的
送别诗中，前两句大多也
是写景。比如王勃《送杜少
府之任蜀州》的“城阙辅三
秦，风烟望五津”，王维《送
元二使安西》的“渭城朝雨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
新”，李白《黄鹤楼送孟浩
然之广陵 》的“故人西辞
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
州”。但，他们所写的景物，
并不让人感到凄凉，而这
首诗却与之相反。这是为
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有两
个原因。一是所写是送别
时的真实情景；二是高适
与董大当时的遭遇与心情
极其相似，而又恰逢风雪
交加的黄昏，所以，诗人就
用渲染环境的手法来倾泻
心中雾霾。这是典型的借

景抒情。如果我们联系马
致远《天净沙·秋思》的“夕
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就会更加理解高适的写作
匠心了。想想董大以前的
风光，再看看现在的凄凉，
一代音乐才人沦落到如此
地步，怎不催人泪下！

2.“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
句是诗人直接面对董大说
的话，这种修辞手法叫作

“呼告”。读者看到这里，会
不会有突然之感：刚才还
是很悲伤的样子，怎么一
下子似乎又高兴起来了？
此刻，我想到了《旧唐书》
写的那句赞扬高适的话：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
唯适而已。”

有人评论后两句诗写
道：“诗人在即将分手之
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
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
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
接未来。”有的还说：“踏上
征途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
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
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
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
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
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
拼搏。因为是知音，说话才
朴质而豪爽。”对此，我想
谈谈自己的体会。

说后两句诗是对朋友
的劝慰或慰藉，这是对的。
但，对“全然不写千丝万缕
的离愁别绪”“满怀激情地
鼓励友人”“话说得多么响
亮，多么有力”“说话才朴
质而豪爽”这样的分析，笔
者实在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后两句诗至
少有下面几个含义：

一是前两句所描写的
景物，董大看到眼中，必然
如同高适一样，会产生凄
凉而悲伤的情感；高适知
道这一点，为了使董大从
消极的情绪中解放出来，
于是他言不由衷地说出后

两句诗来。当时高适说那
句话时的声调与面部表
情，恐怕不会有“满怀激情
地鼓励友人”“话说得多么
响亮，多么有力”的样子
吧？大概仅是一种无可奈
何的安慰而已。我相信董
大听了，决不会一扫离愁
别绪，恰恰相反，他也许听
了会大哭起来呢！

二是诗中的几个词语
透露出高适与董大的离别
时的情景。一个词是“愁”，
另一个词是“莫”，“愁”这
个词，写出了董大当时失
意与忧伤的样子；“莫”，这
里当“不要”讲，这个词透
露出的意思是，高适看到
董大愁苦的表现，可能就
强作笑颜地说道：“你可不
要这样呀！”所以，不管是
高适还是董大，在这种情
景下，决不会有什么高昂
的情绪与豪爽的语言，更
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

三是诗人委婉地鼓励
董大不要过分悲伤，不要
因失去了“宰相房■”这样
的“知音”就心灰意冷，应
该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
有人欣赏你的。请注意后一
句的“前路”，那是运用了双
关的修辞手法的：明里是指
董大此去所到之处，暗里是
指董大此后的前程，即未来
的希望。至于“天下谁人不识
君”这句诗，完全是夸张。但
这种夸张又不是毫无根据
的吹捧，而是出自内心的赞
叹。因为在京城长安就有那
么多人赏识的董大，早已是
遐迩闻名的大音乐家了，所
以，不管走到哪里，也会有

“知音”的。其实，董大此后究
竟前途如何，不仅董大不知
道，就是写这句诗的高适恐
怕也只是写诗而已。

所以，一句话：笔者看
了古今某些专家对这首诗
的某些评论，是有所质疑
的。理由如上。这里，也请
读者不吝指教！文/李淑章

《苏丹的犀角》
作者：戴 芸 绘者：李星明

版本：蒲蒲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8年3月，地球上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苏丹”

在肯尼亚离世，意味着这一物种将很快与我们彻底告

别。图画书《苏丹的犀角》所讲述的，是苏丹一生的故事。

这是一个辗转多地的故事，从非洲到捷克的动物园，再回

到非洲，直到老去；而它的犀角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从

萌出到意外折断，再长出弯弯的角，最后却为了保护它不

被猎杀，不得不人为将其锯断。作为一个物种的代表，苏

丹一生的坎坷，能让我们想到太多太多。

这样一个著名的悲剧，在书中讲述得真实又克制。没

有给苏丹加上许多想象的故事性的情节，没有煽情，甚至

没有在最后点明苏丹的离去，所有唤起读者情绪的内容，

都是从看似平静的讲述中透出来。李星明的插画是温柔

的，他画笔下的苏丹特别能唤起人的共情，全书又用不同

的色调来烘托苏丹几个

生命阶段的状态———童

年，是非洲大陆夕阳的

橙黄色；在捷克的青壮

年，是悲伤的蓝色；在肯

尼亚的老年，是慵懒的

黄绿色；在最后，是粉色

的梦境，给这个悲伤的

故事一个明亮的结局。

《中国食辣史》
作者：曹 雨

版本：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最火的菜系是什么？不少人都会想到“无辣

不欢”的川湘菜。辣椒，作为一种口味浓重的食材，在

国人的饮食版图上迅速扩张。但与辣椒的流行形成鲜

明对照，相关的学术研究却难称丰富。《中国食辣史》

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缺，它摒弃了复杂论证与繁琐数

据，兼顾专业与趣味，是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书。

作者从历史上各地方志的“物产志”、稗官野史和文

人随笔、历代小说的记述里，爬梳出关于辣椒的传播历

史，同时用现代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去审视和重组这些内

容。从中国食辣的起源，到中国文化中的辣椒，再到辣椒

与阶级的关联，《中国食辣史》都有细致回应。辣椒本是贫

农的食物，当中国进入

工业化时代，辣椒被大

量来自农村的移民带

入了城市的饮食文化

中 ，成为新移民的象征

性食物，继而被赋予新

的文化标签和定义，在

工业化时代后普遍流

行起来。透过“食辣”的

流行，我们读到的不止

是辣椒的历史，更是社

会经济的巨大变迁。

高适《别董大》赏析
◎◎淑章谈古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