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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一粒沙的感受

——作者自序

妈妈抱着我，外婆帮着妈妈慌里慌张地钻进了河边的高粱地。妈妈

告诉我：“千万别出声，中警队来了！”中警队是干什么的，多少年以

后我才弄清楚，他们自称为“和平军”，是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

妈妈把我卷进了芦苇席，芦席靠墙放在门的背后。妈妈告诉我：

“千万别哭，你一哭，东洋人的刺刀就要来捅你的肚子！”她把门虚

掩着，抱着妹妹，牵着姐姐，躲到麦田去了。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东

洋人就是日本侵略军。门半开半掩。原来一字不识的妈妈，也会用孔

明先生的空城计来糊弄洋鬼子。

妹妹嚷着要吃白米饭，野菜充饥吃了一个星期，我绝望地问妈

妈：“这一世里还能吃到白米饭吗？”妈妈告诉我：“你姐姐家有三

亩租田，种的全是早稻，等早稻收割后，你就能吃到白米饭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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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苗还没吐穗扬花呢，我等呀盼呀。终于，还有半个月要收割早稻

了，于是我扳着指头数：“十四天、十三天、十二天……”

我从家出来，邻居二哥告诉我：“解放军来了！”我去看热闹，

发现有十几个人。走在最前头的一个解放军叔叔向我招招手，他们一

边走一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这是我自离开妈妈的肚子以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多少年后我知道了，

这一天是1949年4月24日。

阿爹脸上堆满笑容，他告诉妈妈：“我们家共分到七亩五分地！

全村所有的人都一样，每人一亩半。”阿爹阿妈商议着，种几亩棉

花，几亩番薯，种多少瓜果，多少蔬菜，还要种些甘蔗、玉米。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翻箱倒柜，寻觅铜、铁、锡、铝制作的旧

器具。阿爹把埋在锅灶里面还在用的铁汤罐挖了出来，邻居大伯把铜

质水烟筒找来擦去了灰尘，张家婶婶把盛饭用的铝勺也上交了，李家

阿婆把放茶叶的锡盒也献了出来。这是在干什么？支援抗美援朝！乡

长说：“这些破旧器具能造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

不知村长与阿爹说了几句什么话，我要上学去了！我一跨进学校

大门，就书写了两项纪录：其一，从我往上数，至少三代人，我是第

一个能进学校读书的人；其二，我后来成为全村第一个中学生。

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我胸前戴上了大红花，也成了“解放军叔

叔”。二十岁的我，才第一次坐汽车，显得很兴奋。到杭州坐火车

时，看到铁路后我犯傻了，原以为铁路上面一定铺了一层厚厚的铁

板，要不还叫铁路吗？可眼前的铁路只有两条平行的铁轨，又那么狭

窄，火车不小心滑下来怎么办！别笑我没见识，我的几位战友都有这

个顾虑呢。

蒋介石反攻大陆在即，他派侦察机来大陆刺探解放军布防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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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大炮时不时地怒吼起来。我奉命调到福建前线，在这乌云翻滚的

日子里，谁心里都明白，前面的路途会有多险恶，生死即在一瞬间。

说不定什么时候“光荣”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事还需瞒着父母，瞒

着亲友，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承受着忧虑、担心、牵挂、思念，

还有孤独和寂寞。

从那时起，我总爱看看报纸，听听新闻，翻翻书刊，无非是想得

到一些好消息。渐渐的，国家的事与自己分不开了，尽管自己仅仅是

一个还没过河的卒子，却时时关注着国家大事，切切地盼着祖国快点

强大起来，强大到谁也不敢再来欺负我们。

我很渺小。觉得自己仅仅是一粒沙。可连长告诉我，在守卫疆场

的岁月里，一粒沙就要聚集到戈壁滩里来，只要敌人敢来捣蛋，不让

他们逃出大沙漠。我说自己仅仅是一滴水。指导员说，在祖国走向强

盛的征途中，一滴水也要映射出太阳的光辉，方法很简单，你不用问

妈妈，能为自己提供些什么；你只需问自己，能为妈妈奉献些什么。

我很激动。原子弹爆炸了，我感慨万千地哭了。卫星上天了，我

们的指导员流泪了，我也跟着流泪。洲际导弹发射成功，连长振臂高

呼：“毛主席万岁！”我也举起了拳头。

我很自信。相信祖国会越来越强大。果然氢弹试制成功，宇宙飞

船遨游太空，探月卫星要寻访嫦娥，深水潜艇想探望龙宫。每当此时

此刻，我总是昂起头傻傻地想：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

我很幸运。因为我真正的记事是从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的。

我看着她诞生，跟着她前进，盼着她强大。我耳闻目睹：梦想成了真

事，现实超越了神话。共和国前进的脚步声，我听得清清楚楚；华夏

儿女的奋斗精神，我体验得真真切切。

我很幸福。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而是因为我有厚重的生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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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饱览沧桑变迁，亲历忧患坎坷。我知道昨天的艰辛，便懂得今天

的幸福；我回望昨天的起跑线，便惊叹今天的辉煌！

我很偏执。认为不了解昨天是件憾事。不了解昨天，就不会懂得

今天，体会不到今天的幸福；不了解当家的艰难，就不知道妈妈的艰

辛，就不会爱自己的妈妈。

我想把发生在昨天的一些事一些人记下来。谈谈一粒沙的感受，

说说一滴水的情愿。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豌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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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一

太阳跳出地平线才一丈多高，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带着一个十五六岁

的小姑娘沿着弯弯曲曲的河边小路向学校走去，两人的脸上堆满笑容。她

们并不是母女俩，大妈叫杨凤仙，小姑娘叫杨豌珍，是杨凤仙的亲侄女。

杨豌珍是今年刚考上县二中的学生。

一个学生能考取二中，本身是件令父母亲友感到脸上生辉的事，说明

这孩子聪明好学。今天是学生报到的第一天，人逢喜事精神爽，从家到学

校也就四里多路，杨凤仙早早起床带侄女到学校报到来了。

二中是县里的重点中学，是由一个姓吴的旅日华侨捐资兴办的，学校

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齐全，基础设施也特别好。

学校的教学用房是一座四合院式的两层木结构楼房，楼房前后左右

各有十五间正房，合计一百二十间。四角有四个楼梯口，上下很方便。四

合院的地面上有两条鹅卵石铺就的十字路，贯穿南北东西。四角地上种了

四棵硕大的广玉兰，树径达二十多厘米，站在二楼栏杆边，玉兰花伸手可

摘，不过谁也不会去摘它。院子中央有一棵树径达五十多厘米的沙朴树。

第一章　儿女初长成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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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人们说，此类树只有月亮上才有，用沙朴树的枝条做锅铲柄，再用它

去盛饭，锅内的米饭会永远盛不完。沙朴树周围，还栽有月季、蔷薇、茶

梅、映山红等小花木，似众星捧月。还有些空隙之地，师生们又种上凤仙

花、一品红、君子兰、夜来香等草本花卉。当春暖花开之际，校园内就五

彩缤纷，花气袭人，一派生机勃勃的迷人景象。

在周围大多数农户还住在金丝草 ①盖顶的房子里的情形下，这座教

学楼绝对是鹤立鸡群了，方圆三四十公里内再没有一幢房屋建筑能与它

相媲美。

学校的大操场可宽敞了，1958年10月，这里聚集过数万民众，开大会庆

祝人民公社成立。操场内单双杠、高低杠、平衡木、鞍马、沙坑等体育训练设

施一应俱全。一个四百米环形跑道，还有四个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等。

一条角尺形河流把校区与村庄隔开。河边建有二十多米长的石砌埠

头，均用花岗岩石块垒砌而成，可容纳二三十个师生同时洗洗涮涮。河边

栽有杨柳树、夹竹桃、冬青、苦楝等树木，组成了一道密密麻麻郁郁葱葱

的树墙，既美化了环境，又可有效地防止篮球、足球等物滚到河里。

来该校读书的同学来自全县各区、乡，大部分是住宿生，只有像杨豌

珍这样离校较近的同学每天回家住。其实，豌珍自己的家离学校有近二十

里路，这里是她姑妈家。或许豌珍与姑妈有缘，人们说她很像小时候的姑

妈。所以每当人们称赞豌珍长得俊俏时，姑妈感觉自己像在喝蜜糖水，心

里头甜滋滋的。姑妈也特别喜欢这位内侄女，热情地邀她住在自己家。

豌珍妈自然求之不得，毕竟女儿还小又没出过远门，有些不放心。现

在有姑妈照应着，如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就踏实了。

豌珍是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子，鹅蛋形的脸上配有一对深邃的大眼睛，

皮肤滑嫩细腻。虽不像城里妹子那样白皙，但一脸健康色，红润且充满光

泽。鼻梁挺直，嘴角微翘，一头乌黑闪亮的秀发，处处透射出一个农村女

孩质朴的自然美。

①金丝草：指晒干的黄稻草，这里故意抬高稻草的身价来映衬农民生活  

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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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姑妈的左邻右舍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才十五六岁，还是只青苹

果呢，就出落得这么喜人，再过三五年，她娘家的门槛呀非踩断几根不

可！”姑妈听了，口里像含了个山核桃，怎么也合不上嘴。

二  

豌珍他们这一届初中共有三个班，她在初一（2）班。全班48个同

学，和她同桌的是个男生，叫刘正伟。他长得浓眉大眼，人也聪明，性格

有点张扬，说起话来喉咙里像装了个高音喇叭。同学们说他，以后要是当

个乡长什么的干部，作报告省得用麦克风了。他与文静雅致，略带几分腼

腆的豌珍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入学的第一个星期，刘正伟仗着自己有几分蛮力，便变着法儿与杨

豌珍作对，他用粉笔在课桌的中间画了一条杠杠，不准豌珍超越这道

“三八线”。

豌珍不想与他一般见识，也就不与他计较，自己小心点吧。后来刘正

伟又把分界线往豌珍这边推进了三公分，变成了“四一”线。豌珍仍没与

他论理，结果他又推过来三公分。

豌珍并不是一个毫无主见懦弱可欺的女生，觉得这样再退下去，他只

会得寸进尺，像当年的八国联军欺负清朝政府那样没完没了，哪有满足的

时候。便正式地对刘正伟说：“刘正伟，你还让不让我做作业？你把后面

划的两道线给我立即擦掉，否则我们找老师评理去！”

刘正伟听后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此前从没与自己争吵过，也从没起过

高声的女生，这回表情这么严肃，语气这么铿锵有力。他正犹豫着，豌珍

说：“你擦不擦？”说着便起身要去找班主任谢培基老师。刘正伟自觉理

亏，赶紧说：“我擦，我擦！”他一边擦一边还为自己找台阶：“好男不

与女斗，好男不与女斗。”从此以后，刘正伟再也不敢欺负杨豌珍了。

后来刘正伟听同学们在议论校花、班花什么的，说初一（2）班有三

朵花：杨豌珍、吕豆豆、丽花。大家一合计，从三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

合起来就是“豌豆花”。而首屈一指的班花非杨豌珍莫属，还说再过两年

她必定成为校花云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豌 豆 花Pea f lowers

004

“豌豆花”是三位女生的代名词，但只有男生圈内明白，女生们并不

清楚。因此尽管有豌珍等女生在场，男生们也常会相互调侃：“你喜欢豌

豆花吗？”

刘正伟开始关注起自己的同桌来，有时还偷偷地从不同的角度注视杨

豌珍。他觉得最有诱惑力的，是杨豌珍的一双大眼睛，明亮的眸子好像会

说话。再就是她一头黑得闪闪反光的秀发，头一转动，两条羊角辫子左右

摇摆起来，像荡秋千似的，美极了！

刘正伟的心房微微地颤动了一下，这是他人生路上，心房因见到女孩

而产生的第一次颤动。他自己也说不准为什么会产生这莫名的颤动。

于是他开始与同桌套近乎，时不时地找些题目向杨豌珍请教。其实有

些问题他自己本来就会，只是明知故问，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机与她说说

话罢了。

豌珍觉得自那次“阶级斗争”后，刘正伟变化很大，人谦逊了许多，

渐渐地对他有了些好感，也会主动与他探讨一些学习上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男生的数学成绩会比女生好些，而女生的语

文水准较男生强。然而刘正伟与杨豌珍二人正好相反，杨豌珍数学成绩在

全班是冒尖的，老师提名让她做了数学课代表。而论语文知识方面，刘正

伟比杨豌珍要掌握得更全面一些。什么主谓宾呀，什么动词、名词、形容

词、副词、代词、感叹词，他讲解起来头头是道。于是他成了她的语文辅

导老师，她成了他的数学辅导老师。

或许是同桌的原因，不知从哪天起他们二人之间相互称呼时只叫名，

把姓氏都省去了。刘正伟看到了自己的优势，而这个优势竟然又可以成为

他与杨豌珍之间增进情感的桥梁，于是更加注重对语文知识的钻研，语文

成绩更加突出。

一天上语文课，杜德尧老师要刘正伟把上堂课学过的《关雎》一文解

读一下。刘正伟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因为他对豌珍

有好感，把《关雎》中的“淑女”当作豌珍的形象来解读，对文中不清楚

的个别词句还特地跑到乡中心小学，求教了当老师的一个远房舅舅。

于是他迅速站起来，从容地从头至尾解读起来：“第一句‘关关雎

鸠，在河之州’的意思是，关关鸣叫的水鸟，栖息在河中的沙洲里。‘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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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是说，善良美丽的好姑娘，好男儿的好配偶。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是长短不齐的荇菜，姑娘左右去择取。……‘窈

窕淑女，琴瑟友之’是说，善良美丽的姑娘，我用弹琴鼓瑟亲近她。‘钟

鼓乐之’的意思是用敲钟击鼓来取悦美丽的姑娘。”

当刘正伟讲解“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一句时，竟大声地说：“美丽

善良的姑娘呀，我醒来做梦都在想你呢！”课堂里发出一片笑声。

杜德尧老师说：“大家不要笑，我看刘正伟同学对《关雎》一文的

理解还是很不错的。我提个建议，我们初一（2）班还没有落实语文课代

表，就让刘正伟同学担任好不好？”

“好！”同学们一致赞同。

对同桌的这些心路暗流，豌珍自然一点也没觉察到。至第一学年学习

行将结束前一周，见豌珍在看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刘正伟问她：

“你这本书看完了没有，能借我看看吗？”

“ 正 好 刚 看 完 ， 故 事 挺 感 人 的 ， 保 尔 的 精 神 真 了 不 起 。 你 拿 去 看

吧。”杨豌珍说着便把书递了过去。

仅仅过了四五天，刘正伟拿着书说：“豌珍，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还给你吧。谢谢！”

“这么快就看完了？你就放在桌上吧。”杨豌珍因早上起来打了几个

喷嚏，怕感冒找上门，说完便找校医去了。

刘正伟心里想着篮球场，就把书放在课桌上也出去了。他刚迈出教室

门口便觉不妥，就返回来把书放进豌珍课桌的抽屉里。可走了几步后又觉

不妥，心想还是亲手交给她吧，免得出差错。于是又返回来，把书取出后

放在自己的抽屉内。

“刘正伟，你快点！”是同学郑勇叫他打篮球去。

“哎，来了！”刘正伟边应着边奔向篮球场。

对刘正伟来来回回地把书拿进拿出的举动，侧旁的丽花觉得有点异

样。干吗这么神经兮兮的，她怀疑书中是否有什么秘密。当刘正伟离开

后，她便走过去把书拿了出来，仔细地翻了会，果然发现有一张便条夹在

里面，她把信笺打开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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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珍：

我和你同桌学习接近一年，一年来，我们由陌生到相识，由相识到相

知。你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的灿烂！不管你对我看法如何，我将把你的形

象永远储存在自己的脑海中。同学们在背地说你不仅是当之无愧的班花，

还是他日校花强有力的候选人。

我认为班花校花算不了什么，每所学校每个班都可找出自己的花来。不

过同学们把你说成班花校花也并非空穴来风，只因你的形象特别引人注目。

尽管没有金银首饰的点缀，没有珠宝玉器的映衬，却时时闪烁着青春的光

华，正是这天然去雕饰的朴质之美，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当然一个人仅仅有个美貌的外表是不够的，在亮丽外表的映衬下又拥

有一颗美好的心灵，那才显得弥足珍贵。而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的人

品像你的名字一样亲和，你的心灵像你的外貌一样姣美……

丽 花 看 到 这 里 ， 不 禁 自 言 自 语 ： “ 啊 唷 我 的 妈 呀 ， 怎 么 这 么 肉 麻

呀！”

这时，与她同桌的李松林刚巧进了教室，听丽花在自言自语，便问：

“丽花，你在跟谁说话呀？”

丽花说：“李松林，特大新闻，你快来看看！”

李松林接过丽花递过来的信笺，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后说：“刘正伟这

小子真是‘大跃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这么小就学会写情书了，不知从

哪儿找来这么多描绘女孩子的词句。”

略一停顿后，李松林问丽花：“刘正伟给杨豌珍的情书怎么会落在你

的手里？”

丽花眉飞色舞地把经过说了一遍。李松林听了却说丽花私下看别人的

信不好，叫她赶快把信和书按原样放好，并告诉她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一

定会引起满城风雨的，这样不但对他们两个人都不好，到时她自己也不好

向他们交代，会弄得很尴尬的。

经李松林这么一说，丽花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说：“啊呀，李

松林，多亏你的提醒，要不后果真的很难预料。”说着她赶紧把信夹入书

中，并把书按原样放进刘正伟的课桌抽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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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花转身对李松林说：“今天这件事幸亏遇上了你，要是碰上一个像

我一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到时非砸锅不可。真该谢谢你，谢谢你的

提醒！”

李松林说：“谢什么呀，我长你两岁，只能说这七百多天的饭还没白

吃罢了。”丽花开怀笑道：“你还很谦虚的呢。”

两个人约定：“这事到此为止，反正除了我俩，只有天知地知了。不

管杨豌珍对这封信怎么应对，那是她的事，我们就当事先一点也不知情，

没这么回事。”

三  

通过这件事，丽花觉得李松林是个比较成熟的男生，有了几分好感。

便对李松林说：“以后我叫你松林哥行不行？”

李松林没想到丽花会说出这么一句话，也不知道她改称呼的真实意

图。便说：“为什么要改称呼呀，大家都以名字相称不是很好吗？”

丽花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突然会冒出这么一句话，似乎也意识到哥呀

妹呀的有深层次的含义，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你比我大两岁，叫

你哥有什么不对吗？”

“错倒没什么错，但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李松林回答道。

丽花一听“误会”两字，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竟满脸通红起来，她

赶紧说：“好吧好吧，我不改口，永远叫你李松林，这总该行了吧，我们

的谦谦君子！”

李松林说：“其实同学之间叫名字显得自然平和，国外许多地方，兄

弟姐妹之间都以名字相称的。连子女对父母也是直呼其名，说这样更显得

平等亲密。不过子女直呼父母的名我倒并不赞同，觉得还是强调尊老爱幼

为好。”

“好了，你不用上政治课了，再讲我的脑袋装不下了。”丽花嘴里这

么讲，心里却在琢磨“平等、亲密”两个词的含义。

下午已上了两节课，第三节是自习，对第二节的英语课，有些同学感

到有点迷惑不解，怎么哥哥与弟弟是同一个词，都念Brother，姐姐和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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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读Sister，听了半天也搞不清究竟谁是哥谁是弟，谁是姐谁是妹。

丽花说：“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反正姐和妹、哥和弟都是平等的，人

家英国人不像我们等级森严，到现在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弟

弟批评哥哥，妹妹不听姐姐的话便是大逆不道。” 

她后座的吕豆豆说：“嗨！英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哩！”

丽 花 反 诘 道 ： “ 谁 说 月 亮 圆 不 圆 了 ， 就 事 论 事 ， 不 要 扣 大 帽 子 行

不行？”

杨豌珍插话：“就事论事地说吧，我也觉得英语的词汇不够丰富，叔

叔、伯伯都是同一个词汇Uncle倒也算了，舅舅怎么也与叔叔伯伯一样的

称呼？这是两个不同家族的长辈呀！再说婶婶、阿姨、舅妈都叫Aunt，如

果当时只有一个人在场还好说，如果一个婶婶、两个舅妈、三个阿姨在同

一个场合，你叫了一声Aunt后，听者还不知道是否在叫自己呢，弄得听者

应答不是，不应答也不好。”

吕豆豆见豌珍这么一说，好像喝了杯热咖啡，来了精神：“要我说

呀，英国人也是够笨的，词汇真的贫乏得可以。”

丽花说：“我们班里出了个天才，牛顿和瓦特加起来也顶不上一个吕

豆豆。”她的话引来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吕豆豆知道自己的话被丽花钻了空子，但还是为自己争辩道：“我指

的是语言词汇，你不要断章取义偷换概念好不好，谁说牛顿是笨蛋、瓦特

是饭桶啦？”

教室里的喧哗声引来了班主任谢培基老师，他问大家：“自习课怎么

这么热闹？”班主席郑勇同学站起来说：“我本想阻止的，但今天大家议

论的问题很集中，是围绕刚学的英语课在讨论，很有意思，觉得讨论讨论

也不错。”接着他把大家争论的议题大概讲了一下。

谢老师说：“各国的情况不同，思维理念有差别，文化内涵自然也不

一样，因此不能说谁家的文化一定最好，关键看是否适合本国国情。适合

的就好，不适合再好的东西也不会有好的效果。”他看了一眼杨豌珍后笑

着说：“杨豌珍同学戴了两只耳环，显得很雅致。可这耳环要是戴到刘正

伟同学耳朵上，效果会怎样？”同学们笑得前仰后翻。

谢老师接着说道：“同学们不要以为我只是在讲笑话，哪有男生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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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其实，在云南贵州那边，有些少数民族的男孩子也一样戴耳环，而

且耳环的圆周有乒乓球那么大呢，这就是个理念的差别。”谢老师接着强

调：“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肯定不行，反之把中国的文化原封不动地移植

到别的国家，也一定不会有好的效果。”

当天下午放学后，豌珍看了刘正伟的信，心里嘣嘣跳个不停，脸上

感觉火辣辣的。她既感到突然，又感到迷惘。这是她第一次收到男孩子的

信，喜悦和羞涩之情同时涌上心头。她对刘正伟的印象不是太好，但也不

是很差，那该怎么回复呢？她拿起笔写回信却不知怎么写，第一句话就卡

住了。这时她才体会到“万事开头难”这句话的意义。

她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沉思着却不知如何落笔，连姑妈叫她吃饭的

喊声也没听见。姑妈想，这孩子怎么啦，平时很勤快的，一放下书包便来

帮忙。今天这么长时间在干啥，是否病了？她急匆匆来找豌珍，推开门见

豌珍拿了支笔呆坐着，什么事也没做，便问豌珍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有没

有生病。

豌珍对姑妈说，自己好好的，没有生什么病。

“没病就好，这我就放心了，”姑妈说，“可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在

干什么？”豌珍被姑妈一追问，脸颊卷起一片红云。

姑妈一看便猜想，这孩子八成恋上爱了吧！便问豌珍：“是不是有秘

密瞒着我？”

豌珍没回答，像一个怕别人看到自己脸的小偷，把头压得低低的。

姑妈断定自己的猜想没错，便又说道：“告诉我那男孩的情况，他是

哪个村的，干什么的？”豌珍还是没吭声，把头压得更低了点，快碰到自

己的大腿了。

“真是个傻孩子，对姑妈讲还有什么难为情的？告诉我，姑妈也好高

兴高兴呀。再说姑妈还可以给你做……做……部队里叫什么官来着？”

“参谋！”豌珍终于开口了。

“他是什么地方的，叫什么名字？”

豌珍告诉姑妈，那男孩是自己同班又同桌的同学，叫刘正伟，是刘家

舍村的。

姑妈听说是刘家舍村的，显得很兴奋。对侄女说：“这下好了，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