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的巨婴面
巨婴症这个词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是说别人。
一天一个朋友在群里发出天问，为什么有

人不会做饭。他的意思是做得好坏是另一回
事，毕竟是太容易的事。于是我惊觉这是自己
的巨婴面。

有一个前辈的笑话是，晚七点他大骂老婆
不开电视影响他看新闻联播，正巧他的朋友在
他家说事便插言道，你自己开电视不行吗？没
看见你太太在洗碗吗？前辈理直气壮地说，我
不会啊。

最常见的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要与父母同
住的成年人，他们不是啃老而是爱老敬老，非
常舍得给老人花钱，但是又不习惯老人的生
活方式，于是争吵连连。为什么天天吃剩菜，
倒掉不行吗？为什么总是用破东西，新的放
坏了不是浪费吗？为什么？为什么？其实解
决的办法就是自立门户单住，天天可以吃新
用新。但他们还不是不愿离开家人各方面的
照顾吗？

我想说的是，仔细分析起来每个人都有巨
婴面，都需要自我审视和调整。

比如我们不得不与某人相处时，就得找出
与其相处的方式，尽量不触及伊的短板，伊是
节约的人你非要铺张；伊有洁癖你非要不修边
幅；伊喜欢认真严肃你非要去摸伊脑袋弄乱伊
的头发，都是不懂事的行为。

其次还是要有谦卑之心。无论我们在哪
个领域稍有建树都有可能在另一个领域有彻
底的短板，就算不能与别人形成互补，至少要
尊重别人的能力和特长。说回做饭，以前觉得
只要有钱，这是事儿吗？结果疫情隔离期间，
会做饭的人在我眼里就是绿巨人一般的存在，
好想直奔伊家搭伙。

还有就是在大自然面前，在一切未知的领
域，我们都是巨婴，人类任何一点点的进步或
者经验都是血和泪换来的。

自作聪明、得意忘形，都会让我们付出惨
痛的代价。

（摘自《新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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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54岁当了姥爷。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呢，
怎么就当了姥爷？于是，心里有了一点排斥。
好像是外孙女的到来，扼杀了我的年轻似的。

内心的慌张终于被外孙女福宝的笑赶走
了。于是，一笑泯恩仇，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一个人是可以活出三辈子的。自己这辈子，感
觉是稀里糊涂的，跌跌撞撞中就迈入了社会，
于是留下了许多遗憾和伤痛。其实这是本色
的自己，但是总觉得没有活明白。

待有了孩子，你会和孩子一起成长，看动
画片，学小提琴，坐滑梯，陪着学习至深夜，为
报考哪所大学而劳心费神。这是第二辈子。
这一辈子，像是来世，我努力去避免我的缺憾，
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这是实实在在又活
了一回，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慢慢地成

长。但是那时候毕竟年轻，没有经验，穷于应
付工作和社会各界，一切都显得手忙脚乱，留
下许多尴尬和隐痛。

做了姥爷便成了第三辈子，一切皆从容。
看着一个小娃娃慢慢长大，陪她玩，逗她笑，教
她识世间万物，有着站在山巅之感，秋高气爽，
金黄一片，尽情感受收获的喜悦。还有比这更
好的状态吗？！

一位女作家曾说，她怕老，只让孙辈直呼
其名，不许喊她“奶奶”，以阻止心中因衰老带
来的苦痛。这是不是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
呢？我可不管这些，从今往后，安心当姥爷。

“姥爷，姥爷！”随便你喊。
（摘自《济南灯下拾豆日招》）

人的三辈子

卡车司机违心赶走了老搭档，帮自己的四叔
找了份安稳的工作。最终的结局，却令他意想不
到……

他帮四叔换份好工作
2020 年 4 月 3 日，李长明去上坟，袅袅青烟

中，回忆起噩梦般的往事……
李长明，70 后，生于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小

山村，以开卡车为生。2015年3月，听朋友说起开
危化品运输车的工资高，他动心了。经朋友介绍，
他去莱芜市给一个姓高的老板干活。高老板有十
几台罐车，都是拉硫酸和盐酸的。国家规定，危化
品车必须配备个监督安全装卸和运输的押运员。

和李长明搭档的，是泰安的一个五十多岁的
姓郑的押运员。他干活很卖力，两人相处得还可
以。为了多赚钱，李长明很少休息。每次休假，他
也都是趁着保养车或者在老家附近卸货的机会，
平均一个月才有一次机会回家，平时就住在公司
宿舍。就这样，李长明一个月能挣一万出头，老郑
也能挣四千多。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还没结婚，
比李长明肩上的压力更大。

2016年7月，李长明回家的时候见到了他的
四叔。一年多没见，四叔又黑又瘦，老了很多。李
长明的父亲兄弟四人，二叔和三叔小时候夭折，他
父亲和四叔隔着十几岁。四婶有不孕症，四叔没
孩子，把李长明当亲儿子看待。前1年，四婶得病
去世。后来，四叔外出打工。前年秋天，四叔突然
把自己的破房子卖了一万来块钱，买了一辆三轮
车在临沂小商品城拉活。

见到四叔，李长明很高兴。四叔很自然地
问起李长明的工作，当李长明说到自己车上的
押运员一个月能挣四千多时，四叔说他也想干
这个活儿，还说他的三轮车被偷了，这两年也没
攒下钱。

父亲对李长明说：“你不是说给你押车的那个
人也五十多了吗？你四叔今年虚岁才五十一，干
这个准行。”李长明为难了，可看着四叔和父亲期
盼的眼神，他只好答应了。

回去后，李长明厚着脸皮找队长，想让四叔和
他搭档。不出所料，队长一口拒绝，说除非押运员
里有辞职的才能让李长明的四叔补缺。李长明又
去找老板，答复一样。

有一次，等着装车的时候，李长明和车队里的
司机小林在一起聊天。小林是夫妻驾，他老婆给
他做押运员。得知李长明的烦恼时，他笑了，说这

有什么难的！他当年想让老婆和他在一起，就光
给那个押运员吃气，硬生生逼得对方辞职了。小
林给他打气，出门在外还是自己人方便，又说现在
押运员的工作很好找，老郑辞职后立马就能找到
新工作。听了小林的话，李长明下定决心把老郑
逼走。

从那天起，李长明就不再给老郑好脸色看
了。老郑跟他说话，他也爱答不理。觉察到了
李长明的变化，老郑开始主动买好烟讨好李长
明。

按职责分工，装车卸车的时候，主要是老郑
的职责，李长明只是配合下。为了赶时间，以前
他们都是一起干，现在李长明也不插手了。以
前，他们都是挑便宜的快餐店，吃点蒸包面条啥
的，偶尔吃个炒菜，也是点便宜的，结账各付一
半。现在，李长明专挑有点规模的饭店停车，点
菜时奔着贵的点。有一次去烟台拉硫酸，李长
明点了两盘海鲜，看着老郑一脸肉疼的样子，他
竟偷笑不已。

逼走搭档终得逞
如果说这些老郑都还能勉强忍受，有一件事

他无论如何忍受不了了。七月份天气闷热，驾驶
室里如果不开空调能达到四十多摄氏度。以前只
要感觉热了，李长明就把空调打开了。现在无论
多热，他都强忍着不开空调。李长明能忍，老郑不
能忍。他的身材圆滚滚的，非常怕热。

有一天，他实在热得受不了了，赔着笑说：“李
师傅（以前他都喊兄弟）开一会空调吧，我受不了
了。”李长明沉着脸说：“油耗超标了你替我出啊？”
可能老郑也受够了，突然提高嗓门嚷道：“我出就
我出，你开吧！”可是任凭他嚷嚷，李长明就是不
开。

老郑火了，直接伸手去摁空调开关，李长明一
把就把他的手拨开了。老郑气得满脸通红：“我到
底怎么得罪你了？”李长明忍不住吼道：“我就是和
你处不来！”他们在车上吵架，队长在公司里通过
监控摄像头看得一清二楚，立马打来电话臭骂了
他们一顿。

回公司后，李长明就提出，要么他不干，要么
老郑不干，让队长选。结果自然是老郑走人。李

长明还记得队长让他通知四叔尽快来公司上班时
脸上嘲讽的笑容。后来听看大门的大爷说，老郑
是背着行李，流着泪走的。

7月底，四叔正式来公司上班，签了劳动合同
以后，他成了李长明的搭档。四叔业务不熟悉，李
长明耐着性子教他，很多押运员干的活都替他干
了。虽然累了点，但和四叔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车上有电锅，只要有时间，四叔就动手做饭，吃得
又好还花钱不多。李长明觉得这一步真是走对
了。

9月10日，四叔第一次开工资，连7月底那几
天加上8月份，一共开了四千七百多。四叔说，他
这辈子第一次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激动了好长时
间，还买了酒菜非要请李长明喝一杯。

李长明跟四叔说起干这一行的危险性，说合
同里有注明，公司给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要是
出了事能赔偿50万。四叔还开玩笑说，要是他出
了事，这钱就给春山（李长明儿子）买房娶媳妇
用。李长明当时笑四叔说话丧门，谁料竟然语成
谶。

9 月 17 日，中秋节后他们第一次出车，出事
了。那天傍晚，李长明在临沂的一家化工厂卸
货。开卸酸阀门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四叔并没有
像以前那样慢慢打开，而是一下子开到了底。 硫
酸瞬间从管线接口处喷溅出来，而四叔的防护服
前的拉链竟然没拉到顶，硫酸溅到了他的防护服
里，四叔惨叫着倒在地上。

李长明和厂里的工作人员赶忙把四叔拖到安
全地带，给他把面罩和防护服脱下来，再用清水冲
洗。四叔连声惨叫，很快昏迷不醒。李长明跪在
四叔身边，嘴里一边叫着四叔，一边号啕痛哭，那
一刻，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救护车很快赶到，四叔被紧急送往医院。厂
里派了车把李长明和一位副厂长送到医院。李长
明哭了一路，那位副厂长安慰了他一路，说他们已
经和医院联系，请医院派最好的专家，用最好的
药，不惜一切代价把四叔救过来。李长明感到一
丝安慰。

在手术室门口，李长明强忍着悲痛给队长和
父亲打了电话，把情况说了一遍，队长在电话里大
吼大叫，斥责他们不按安全操作流程来。父亲一

听四叔出了事急哭了，当即决定第二天赶过来。
那天晚上，李长明一直在手术室门口守着。

厂里又来了一位领导，手术室又先后进去了两位
医生，那个领导说这都是市里最好的专家。

凌晨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李长明
立马过去，先出来了一位护士，随后那几位医生也
出来了，他们摇了摇头就走了。李长明的期望，一
瞬间破碎了，他瘫在地上放声大哭。

第二天上午，李长明的父亲赶来，看到的却是
四叔冰冷的尸体。他老泪纵横，抓着李长明没来
得及脱掉的防护服，边哭边用头撞着李长明的胸
膛，骂他没有照顾好四叔。李长明没脸辩解。

沉重的领悟
四叔下葬以后，李长明的父亲一下子苍老了

很多，经常一个人默默流泪。李长明天天晚上做
梦，梦见四叔。这让他越发不能原谅自己。家里
的两个男人都变得沉默寡言，其他人的心情也可
想而知，曾经幸福的家一片愁云惨雾。

四叔的葬礼才过了几天，村里突然来了两辆
警车。李长明满心惶恐，他母亲更是被吓得不
轻。警官很客气，要了解一下那次事故发生前后
的情况。他们问得很详细，李长明毫无保留地都
说了。他们问完后，又问了李长明的父亲，然后让
他们签字就走了。把他们送出门时，门外站了一
圈邻里。

后来，李长明通过熟人打听到，原来保险公司
不知怎么知道了李长明故意把老郑挤走的事情，
觉得他有骗保的嫌疑。巧合的是那个厂里卸车处
的监控也坏了，保险公司就去公安局报了案。而
事发时，现场几个工人可以作证，的确是四叔因操
作失误而造成的事故。警察来询问，也是例行公
事。不料，风言风语却传开了。尤其10月上旬，
李长明父亲收到保险公司的50万赔偿金后，这种
传言就更厉害了。

作为四叔最亲近的亲属，李长明父亲是唯一
继承人。 甚至有传言说，那个保险是李长明主动
给四叔买的，为了继承保险赔偿金，李长明故意害
死了四叔，所以警察才来调查的。

过了 很长一段时间，李长明才鼓起勇气重新
开始工作。经此一事，他对硫酸罐车有了本能的

恐惧。他这次找的是一家天然气运输公司，每天
奔波在港口和气站之间，有时候一个月都回不了
一次家。当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些传言时，他
深感烦恼，却也无可奈何。

那时谁也没想到，四叔这笔赔偿金不但给他
们家招来了无穷的流言费语，还惹来了无尽的烦
恼，最后竟然还搭上了他父亲的一条命。

先是四婶的两个娘家哥哥。他们借着四婶瘫
痪在床的老娘的名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李长
明父亲诉苦。李长明父亲给了他们每人一万块
钱。然后，村里的儿个痞子也来他家借钱。父亲
自然不肯借，他们就说了很多极其难听的话。最
后是李长明妻子打电话报了警，才把他们吓跑的。

这还没完，村里的几个人要带头在山上建庙，
每天都来李长明家里絮叨，让他父亲捐钱给四叔立
碑。李长明父亲捐了一万。他们又引诱他以儿孙
的名义各捐一万，李长明妻子坚决反对，才拦住了。

12月底，四婶的两个哥哥又来要钱。这次是
李长明的母亲和妻子一起出手，把他们轰了出
去。两个老头子跳着脚骂，说他们做局，把自己妹
夫坑死了，现在霸占了四叔拿命换来的50万，早
晚要遭报应。

李长明父亲再次被气得浑身发抖，两天后，
突发脑出血，送到医院再也没抢救过来。李长
明悲痛不已。李长明父亲去世后，他母亲的精
神也变得恍惚起来。2017年1月的一天，李长明
和妻子带母亲去县城看医生，晚上就住在了姐
姐家。哪知，当天晚上，他家里竟然失了火。幸
亏邻居发现得早，只烧了离大门最近的父母的
卧室。

2017年春节前，李长明在儿子上学的学校附
近租了一套三居室，举家搬到县城。那年年底，李
长明打听到老郑的新电话号码，诚心诚意地向他
道歉。老郑呵呵一笑：“你小子，打个电话就想忽
悠我。没有一顿好酒，我怎么可能原谅你？“大年
初三，李长明带着礼物赶到了泰安老郑家，两人握
手言和。

如今的李长明，依然每天开着天然气罐车在
路上奔波。经历了许多事，他时刻铭记：与人为
善，再也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做出对不起良心的事
情来。 （据《知音·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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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万 象

他帮叔叔“上位”后……

欧阳修是宋代文坛之执牛耳者，宽厚待人，
风趣幽默，与之交往者无一不如沐春风；概因其
将人生追求与幽默趣味相连缀，以真诚淡化自
身，故能广交善缘。

欧阳修喜欢喝酒，有一次与两位友人行酒
令，作受刑诗。事先讲定各作诗两句，内容一定
要写犯判牢狱以上刑罚的事。甲说“持刀哄寡
妇，下海劫人船”。乙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
天”。欧阳修道“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甲
和乙愕然，问“酒、花之类，怎能算犯牢狱罪呢？”
欧阳修笑着说“酒粘衫袖重’，说明酒喝得老高老
高了，‘花压帽檐偏’，表明心旌不稳色心已动，接
下来干的事儿，再怎么也要犯流放罪吧！”众人听
后，不由领首大笑。

还有一次，欧阳修到一家饭馆吃饭，饭后老
板问口味怎样。欧阳修蘸着水在桌上写诗一首：
大雨哗哗飘湿墙，诸葛无计找张良。关公跑了赤

兔马，刘备抡刀上战场。
老板不解其意，欧阳修笑呵呵地说，“我这每

一句诗都是一条‘谜语’。‘大雨哗哗飘湿墙’指‘少
檐’，意为少盐，口味平淡；‘诸葛无计找张良’指‘算
不出’，意为佐餐的大蒜没摆在餐桌上；‘关公跑了
赤兔马‘指‘无缰绳’，意为菜肴中忘记了放姜丝；

‘刘备抡刀上战场’指‘军中缺少大将’，意为‘木耳
菌（谐音军）菇’这道菜少了大酱调配。’

欧阳修曾替宰相王旦写神道碑铭，王旦之子
王仲仪拿着润笔费前去答谢。欧阳修一看，是十
副金制酒具，觉得过于贵重，便推辞不受。王仲
仪问不受之因，欧阳修开玩笑说“缺捧酒具的人
哪！”王仲仪信以为真，竟派人买了两个侍女，连
同酒具再次送给欧阳修。欧阳修一看，这玩笑开
大了，只好收下酒具，将侍女送还，并连连声明

“罪过，前语乃戏言耳！”
欧阳修为文不但力求精炼，而且要通俗易

懂。宋景文与其一起撰修《新唐书》，宋常用艰深
词句来修饰文辞，欧阳修决定说服他。一日，欧
阳修壁上题道：宵寐匪祯，札闼洪休。

宋景文问：“欧公，您这是在‘夜梦不祥，题门
大吉吧，何必用如此艰深的词句呢？”欧阳修反
问，“您所作《李靖传》中‘震霆不暇掩聪’，意为迅
雷不及掩耳，也是犯了我这种毛病啊！”景文惭
愧，从此改正了陋习。

薛简肃有三个女儿，大女嫁给欧阳修，二女
嫁给王拱辰，后欧阳修丧妻，又续娶薛家小女。
连襟王拱辰开玩笑道“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
做小姨夫”。欧阳修写诗回道“洞里挑花君莫笑，
新郎原是老欧阳”。夏天来到，蚊蝇猖獗，欧阳修
为新夫人作《憎苍蝇赋》：苍蝇，苍蝇，吾嗟尔之为
生！既无蜂虿之毒尾，又无蚊虻之利嘴……

好一个嬉笑怒骂的老顽童。
（摘自《领导文萃》）

欧阳修的幽默趣味

爷爷是个大“坐家”
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我

讲话又是方言，别人难听得懂，
所以我就一天到晚窝在家里，除
了看电视就是看书。

这天上午，上小学的孙女佳
忆同她奶奶从外面回来，进门就
嚷道：“爷爷你真个大坐家。”

我以为她说的是大作家，听
得一头雾水。她马上解释道：

“你一天到晚坐在家里，不是个
大坐家是什么。”

（安徽桐城 徐向阳 77岁）

走不动了
那天，我带着小孙子逛市

场。走到一家糕点坊时，我说：
“尧尧，给你买点酥饼吃吧。

小孙子上前看了一眼酥饼
的标价，说：“爷爷，我不吃。

我挺意外。平时馋嘴的他
见啥好吃的都要买，今天咋就不
买了？我问：“你不想吃了？”

小孙子说：“酥饼这么贵，我
不想乱花爷爷的钱。”边说边拉
着我往外走。

我正感动他越来越懂事呢，
小孙子又停下了，说：“爷爷，我
走不动了。

我奇怪地问：“怎么走不动
了？”

小孙子看了一眼身后的糕
点坊，说：“我肚子饿，没劲了，就
走不动了。”

哈哈哈，他的贴心还是斗不
过馋嘴啊。

（新疆哈密 汪小弟 63岁）

祖孙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事
零花钱

老爸告诉上大学的儿子，他看上一
款手机，要1500元。儿子对老爸说：“我
知道老妈给你的零花钱不多。这样吧，
你拿出一半的零花钱，我也拿出一半的
生活费给你，买了它吧。”老爸想了想，
咬咬牙说：“行！”于是儿子爽快地拿出
800元，老爸颤抖着从鞋底摸出50元。

对不起
一位女士刚下地铁，发现外面下着

大雨，附近没车，上班又要迟到了，她只
好淋着雨跑起来。这时，一个小伙子撑
着伞跑了过来，并把伞移到了女士的头
顶。女土瞬间脸就红了，不好意思地低
声说：“对不起，我有男朋友……只见小

伙子低头
沉思了一
下 ，深 情
地 对 她

说：“要吗？这把伞20块钱……”。

求生欲
去吃烤羊肉串，烤串上来后咬了

一口，发现是夹生的。我生气地问老
板这是怎么回事，老板淡定地答：“可
能这块肉有很强的求生欲吧……

熊孩子
儿子拿了一颗糖放进爸爸的嘴

里，满心期待地问：“爸爸，糖甜吗？”爸
爸感动地说：“甜！”儿子纳闷地说：“那
为什么狗不吃，还吐出来好几次呢？”

不敢咳嗽
医生愤怒地训斥自己的助手：

“我明明让你给病人喝的是止咳药，
可你竟然给他喝了一瓶泻药！”助手
辩解：“那他不是也不咳嗽了吗？”医
生说：“他是不敢咳嗽了！”

（摘自《中国剪报》）

每当想到或看到周钰的时候，金春雨的心里
就忍不住动一下，像是有股热流猛地传遍了全
身。她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他，可有时不知不觉
地，眼前就出现了周钰的影子，在她面前不停地
动着，说着。她轻轻摇摇头，试图把周钰的影子
赶走，但只是那么一小会儿，周钰不知不觉就又
来到了她的眼前。

上课的时候，她会想着身后的周钰在做什
么，在想什么，他有没有想到那个夜晚？想到他
的拥抱？想到这里，金春雨很真切地感受到了周
钰怀抱里的温度，忍不住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

金春雨的思想总是无法集中到学习上来。
有几次，老师发现她走神了，也不太好意思直接
批评她，就借故让她起来回答问题。可她常常是
连老师问的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就那么茫然地站
在那儿，有时是木木的样子，有时又会是使劲低
着头，脸羞得通红。

老师们很无奈，觉得可能是那篇文章对她影
响太大了，就很同情她。以前她一直是个认真刻
苦又听话的学生，任课老师也不太好意思为难
她。但私下里，他们却都在议论，怕这样下去会
把一棵好苗子给毁了。

梅晓玫老师也发现了金春雨的变化。她首

先想到的，也是那篇文章对金春雨的影响，她想
找个时间跟金春雨好好谈谈。看到金春雨变成
这样，她很痛心。她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梅晓玫老师跟金春雨谈话的结果让她很不
满意。任她怎么说，金春雨就是不说话。问急
了，她就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别的
啥事都不想，都不做。可是，她就是不能跟从前
一样和老师敞开心扉地谈。

对梅晓玫老师的话，金春雨也是认真思考了
不止一次两次。特别是上课回答不出问题时的
尴尬，让她每每想起，汗水就会忍不住流下来。
从小学到现在，她什么时候这样过？她想，不能
再走神了，上课的时候一定集中精力，不要想周
钰，不要想那个叫汪点点的女人，不要想那篇文
章，不要想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

每节课的开始，她都在心里告诫自己一番。
也确实起些作用，前边十几分钟的时候，她一般
还是能听到老师在讲什么的。但渐渐地，老师讲
的内容便被她脑海里不断涌上来的那些东西侵
占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力量强大且无孔不
入。

又一次被老师点名叫起来回答问题，她竟然
又是不知道老师提问的到底是什么！老师无奈

地说，坐下吧。
金春雨慢慢坐下，低下头。她猛地一下咬破

了自己的手指，鲜血忽地冒上来，她用手绢用力
缠住，不让血滴下来。那一刻，她没有觉得疼，只
感到鲜血慢慢流向自己的手指，就如同泪水从眼
睛里涌出来一样，她感得了那种从未有过的释放
的快感。

金春雨，看你还乱想，看你还不认真听课！
在心里，她恨恨地对自己说。

金春雨在时时与自己争斗着，她感觉很疲
惫。

晚上，她经常睡不着，熄灯后很久了，她也还
是没有睡意。听着同宿舍的同学均匀的呼吸声，
金春雨脑子里时而乱成了一锅粥，时而又一片空
白。脑海中，似有一部风车在不停地旋转着旋转
着，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试图让那部风车停下
来，可是，她的努力，换来的却是更加的无望。

那天在洗手间的洗手台上，她意外地又看到
了一张被人撕去了一个角的报纸，正是那张《泉
水河晚报》，她用力扯碎，揉成一团，使劲扔进了
墙角的垃圾桶里。

去找汪点点说理的欲望再一次强烈地冒出
来，冲撞着她的心。

这之后，金春雨会下意识地注意着餐厅、教
室等公共场所里每一张报纸。见到报纸，她都会
过去看看，看是不是那张《泉水河晚报》。

不管是在餐厅，在路上，还是在操场上，不论
是在哪个地方，金春雨都感到了投向她的异样的
目光。

以前也常有同学对她指指点点，但那些对她
投过来的眼神，都满含了羡慕。现在，一切都变
了。她依然是同学们议论的中心，但是，那些议
论，却变得躲躲闪闪，那些目光，也变成了同情甚
至不屑。

金春雨很少出教室门，有时课间操，她也借
口不舒服不去参加。开始时，作为体育委员的周
钰也很无奈，他知道金春雨的心情。面对着金春
雨抑郁又无助的目光时，周钰的心一下子软了下
来。但后来，见她越来越不想出门了，他便不再
同意她请假，而是把她“逼”到操场上去，和同学
们一起做课间操。

有一次大课间，不管周钰和肖晓怎么说，金
春雨就是趴在桌上不想出去。此时，她正在酝酿
着与汪点点的对话内容，很激烈，很解气，最终，
她把那个叫汪点点的女人驳得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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