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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爱生恨只能伤害你自己

Q：我是2011年来德国留学的。待了一段

时间后，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人、气

候，同时，也认识了他。

他是德国人，和我说英语。可惜

他的英语也一般。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打算自学

汉语，希望不久能和我用中文说话。他说这些时，特

别真诚，很动人，会让人忘记各种现实处境，而沉

溺在一种纯粹的境地里。

他带我见了父母，还说要和我结婚。在一起三

个月后，我提出要么租房一起住，他当时同意了。但

就在我退掉房子的那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觉得没

那么喜欢我。我很震惊，但还是和他同居了。不到两

个月，我就发现了他更多不靠谱的地方，懒惰，不上

进，还在酒吧里像那些兼职的大学生般做着侍应

生；抽烟酗酒，隔三差五买点大麻……

可我却泥足深陷了，几乎所有除开必要花费

的钱都贴到他身上，实在受不了时就和他吵，他却

说，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单方面付出更多的感

情。我要离开，他却又挽留，说想和我在一起。

我爱他，又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慕尼黑的雪

A
：你那德国男朋友说得很对，有时候

爱情就是这样，往往一方付出更多感

情，另一方无动于衷，你付出再多，另

一方不一定会给你相应的回报。既然

你远赴他乡，就该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面对可能

存在的问题，既是现实的，也包括感情上。你该知

道，你没办法按照一种理想化的伦理标准来生活。

这里也有你的问题，在没有足够了解对方前

就贸然在一起，尤其还是那种人生地不熟，出了事

儿没法儿立刻摆平的地方。之前的冲动，可能源

于你说的“动人”、“纯粹”，可你不知，这些美好的

词，对于成年人是大忌。

感情中存在强势和弱势，尤其当一个人很喜

欢，另一个不那么喜欢时，这时很喜欢的那个人

就容易犯贱，以为再喜欢一些、再好一些，就能让

对方有所回应。殊不知，这种加倍的喜欢，对另一

个来说，有可能会变成一种越来越不想面对的压

力，反而可能加速对方的离开。

如果你想继续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倒不如不卑

不亢，既不因爱生恨，也不过分关心。也许在这一点

点的距离中，对方能意识到你是珍贵的。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那也未尝不可。但奉劝你

不要带着那种倾其所有而没有回报之后的恨意离

开。他说的没错，他没义务付出和你一样的喜欢。你

所做的事情，说到底，是你的选择。你所产生的恨

意，在离开后，和他就更没关系了。它伤害的只能是

你自己。所以，做个聪明的姑娘吧。

一呈

荷尔蒙告诉你，快去爱吧！
文 l 心融二姐

一见钟情如何？

都说一见钟情不靠谱，其实没有比这个更靠

谱的事情了。

何谓一见钟情?就是你第一次看到他(她)就

会心脏狂跳，然后会在心里说，就是他！就是这个

人！

如果回到原始社会，人和人都没有那么多社

会的身份，那么大家又如何配偶的呢？当然，那

个时候也没有媒婆更没有婚姻法，所以只要对上

眼，最原始的生理吸引就可以……

但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一见钟情就变成太

不靠谱了呢？首先，结婚的成本也很高，大家辛

辛苦苦赚的钱，总希望找个“更好的”，女生更

是说什么“嫁对人，幸福下半辈子”，所以千挑万

挑，生怕自己赌错了筹码。其次，离婚的成本很

高，所以大家不敢轻易结婚，当然更不敢轻易一

见钟情了。即使有点钟情也要一见再见，生怕自

己有所闪失。

其实婚姻不是人的全部，就如事业也不可

能是人的全部。一见钟情的爱情是完全遵从于

你的生理本能。那个时候荷尔蒙会告诉你：那个

人，我想要！只可惜现代社会人的荷尔蒙越来越

少，仅有的那一点也被理智控制着，那我们如何

才能真正去“爱”呢?

一见钟情只是个美丽的童话
文 l 薛政

如果把爱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生理层

次的，建立在性驱动力、荷尔蒙上。它是外在的

形象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强烈，短暂。第二种是

心理层面，例如相互气质的吸引，隐含着一个人

生长的背景与精神上的需求。第三种为认知层

面，以真正的了解与接纳为基础，并要求相似或

互补的人生志趣。

一见钟情式大多停留在第一层次与第二层

次。以火喻之，它是忽然升腾起来的火焰，搅动

了当事人大脑中某些元素的分泌，形成一种强烈

的感觉（或错觉）。这把火会随着两人相处的增

多而渐渐熄灭，结果无非两种，一，化为余烬，激

情不再，但感情尚有恰如其分的余温。二是感觉

不再，索性放手。那些美丽的故事并不少，像《廊

桥遗梦》般，两人相遇，被深深吸引，在很短的

时间里互许终身。然后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种

激情发生之前，双方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

了解，一见钟情式的爱，往往惨淡收尾。

而爱情，又是一个容易伤人的危险品。如果

最后发现其实并不适合，却又泥足深陷，不愿放

手，那么苦的只能是自己。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的

可能性，倒不如在相识之初，先从最日常的对话

开始。

另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各自条件决

定你们能不能在一起，匹配度决定你们能走多

远。”深以为然。一见钟情只是个美丽的童话。

当然靠谱的“一见钟情”
文 l 走走

对于一见钟情，我本人完全赞同。在此先复

习一下它的定义，词典里的解释是“男女之间一

见面就产生了爱情”。也就是说，不是剃头挑子一

头热的单相思。第一眼所见，往往是直觉在起作

用。一见，见到的到底是什么？是总体印象，它包

括视觉感受、语音语调、词句内容。据说，人在三

秒钟之内就能对另一个人的形象气质、言谈举止

（眼神、姿势、语调）有一个总体直觉。

有调查数据显示：94%的招聘经理承认，最

初双方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决定了面试

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讲，面试最终做出的选人决

策是基于“一见钟情”。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质疑

爱情中的“一见钟情”，却不去质疑面试时的“一

见钟情”呢？大概是因为负责面试的人，往往长

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

训，由此，人们更愿意信任这种靠直觉做出的判

断。至于爱情，大家也顺利成章觉得，一个并没有

很多恋爱经验的人，如果也一下坠入爱河，那肯

定就有点危险了。但是。所有与爱情有关的故事、

影视，不都在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

吗？我们一直都在经验当中而不自知。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身上，从来不会发生一

见钟情的故事呢？在我看来，只有明确知道自己

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对什么好奇的人，才会一见

钟情。连自己都不愿去了解的人，了解他人的机

会，是很少的。

西方有“爱之图”一说，即每个人的大脑深处早就有
一幅最相恋对象的图画，现实生活中若遇到跟这幅图像
相似的人，就会产生强烈的亲近和爱恋之感。这也是中国
人说的“一见钟情”。有人认为，“一见钟情”缺乏对对方
的真实了解，远视的图像符合“爱之图”感觉就来了，走近
而视，越近越不像。也有些人特别迷恋“一见钟情”的感
觉，一旦最初交往时没感觉，立即就放弃。现实中我们该
如何看待“一见钟情”，这种感觉到底靠不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