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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可以作证》

内容概要

分别是，从此就一个人站在茫茫人群中，一个人站在世界上。我的每句话，每件事，都不能再说给你
听。
------------------------------   ---------
猫，优雅，清冷，疏离，洁净，慵懒，又有一种诡异和神秘，它从不因为被豢养而对谁臣服，低眉献
媚⋯⋯
苏更生的笔下，是具有猫一样特质的人，她们孤独而疏离，她们冷漠而倔强，脆弱而强悍，过早的接
受别离， 却总是学不会离别；她们渴望亲近却不懂如何对人亲近，她们努力生活，四处碰壁，她们想
要很多很多的爱，她们笨拙的与这个世界相处，她们不信奉“鸡汤”，她们是一群内心有黑洞的人。
她们需要同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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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可以作证》

作者简介

苏更生
韩寒「One·一个」、豆瓣网人气作者
《彭博商业周刊》《腾讯大家》专栏累计阅读高达千万
现为科技公司「口袋地陪」联合创始人之一，首席内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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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可以作证》

书籍目录

荒芜里电影院
白果
下雨的时候就回家
猫可以作证
凶宅
忍冬
我永远爱你
爱情故事
我认识的三个Sandy张
上帝来过
冬日拾荒
裸体火车
到美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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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可以作证》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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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可以作证》

精彩书评

1、她用十四个故事讲那些孤独的人——努力生活、四处碰壁、几乎决绝地试图寻找同类——那些故
事里的尘世男女，相爱相杀亦相忘。荒芜里，是大部分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名字里透露的凄凉仿佛
已经预示了所有故事的脉络与最终走向。在荒芜里闹鬼的电影院里，相爱相杀的故事比电影里还要精
彩。换做现在，我一定会觉得住在电影院是件很拉风的事情，经常有免费的电影看，还可以看成群结
队熙熙攘攘的人群，但荒芜里电影院与我想象却相去甚远。三不五时出来吓人的白色幽灵或黑色影子
，让电影院自始至终都散发着令人惶恐的气息，那些年来过的气功大师和艳舞团们又让这气息越发浓
烈了一些，民生凋敝的年代人们本就没有现在的雅兴去看什么电影，电影院越发的没落了。在这样不
祥和的气氛中成长，阿娇能记忆的唯有父亲的叹息、母亲的疏离、黑衣男子的告诫和杨波的死，而最
终，弟弟的死为荒芜里悲剧故事画上了句号。踏上全新的旅程，阿娇仿佛与过去告别，但我想荒芜里
电影院已经住进了她的心里。选择自杀的胡平和被撞身亡的三姨，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她们都
是痴情却又无所痴情的女人。那些感情可能无法称之为爱情，却也实实在在地存在在过往。痴心守候
失踪的丈夫、全心照顾闺蜜的遗子，三姨靠着一片小小的店面撑着自己的生活和精神，整个镇里女人
的无端诽谤和排挤并没有击垮她，但当等候十年的丈夫带着婚外生的孩子出现，那梦的泡沫破灭得却
有些仓促，很快，一场意外结束了她一生悲苦的情感守候，故事戛然而止。如果没有那辆飞驰的煤车
，结局会有什么不同？可能胡平就是另一种答案——心死与身死，本来就是同根连气的事情。笔触断
断续续的记录，故事平平淡淡的发生，冷漠而倔强的人们在苏更生的笔下四散开来，互相寻找、互相
错过，又渐渐迷失或放逐着自己。他们大都需要一个温暖的微笑或者宽厚的怀抱，但他们又大都拥着
过去久久无法入眠，思虑着过往那些相爱相杀与一厢情愿的相忘。
2、离开了小镇，我们开始靠近，却从未拥有那只猫文|袁复生(书评人，云端图书馆创始人)六七年前
，我还在长沙为每晚即将到来的宿醉而兴奋地牛饮，有一年世界杯的夏天，苏更生到了长沙，不知道
是通过谁认识了我们的小圈子，那会我还有正职，媒体业还在赚大钱，我正幼稚地琢磨着媒体改变城
市的大事。唯一让我暗中不爽的是，几乎每一个朋友都在热心地嘲弄我，指点我如何勾搭妇女，觉得
那是我最大的失败。夜晚的酒局陆续散场了，苏更生那会还叫李庆雅，她借住在南边亲戚的住处，我
也住在报社附近的出租屋内，我与她、谭伯牛夫妇同路，送完伯牛两口，在短暂的路上她对我说：“
小古，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很能吸引女孩子的。”那晚我们并没有像往日一样酩酊大醉，所以我一直觉
得那是一种很真诚的语调，数年都没有忘记。她似乎也没有忘记，2016年，她的小说出版了，在这本
《猫可以作证》的扉页上，她写下的祝福是：“小古，新年快乐，找到女朋友。”前面几年，她还认
真地给我介绍过一开始觉得合适，但后来我们都觉得不合适的姑娘，但和她书里的故事一样。小镇青
年的感情，总是那么若即若离，没有重点，像悬念一样飘忽并仓促被人忽略。这本书拿到手之后，我
并没有急于读，因为13篇中的12篇，我都事先陆续读过，一般是当天晚上苏更生写完，我一会就看到
了电子版，或者过两天大家都在熬夜的时候。最早的一篇似乎是《到美国去》，美艳的中年妇女胡平
，早年追随大她16岁的江新，从湖北远嫁给这个年长的工厂的业务员。这一家暮气沉沉的人家，其实
有个宏大的蓝图，通过江新在美国的妹妹，逐一移民，而且，年迈的奶奶竟然第一个移民成功了。经
过了9.11的挫折，某个冬日，全家移民的申请竟然被批准了。而此时此刻，风韵犹存的胡平，交往了
一个带着金链子，光着膀子，计划去新疆开餐馆的“姘头”。最终的时刻到来了，颇有行动力的“姘
头”还有一夜直接上门逼宫，奶奶也回到小镇，催促着儿子一家赶紧去美国，送别时刻，胡平死活不
肯出门。一切犹如最后的抉择，也犹如最后的审判。大学毕业后因病回家休养的“我”，终于在一条
靠近坟场的道路上，发现了喝农药而亡的胡平，这是一条死亡之路，也是一条偷情之路。年少被闯南
走北的业务员迷倒的修长美腿胡平，最终抵抗了去新疆的梦想，也抗拒了去美国的未来，因为她女儿
说如果她不去美国，就会断绝母女关系。无法获得自由的胡平，用死亡对抗了自己的命运。一心一意
、勇敢决绝地来到了远方，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绝境。这是《猫可以作证》中许多故事的意味。从整体
上来说，这本小说虽然是13个故事，但整体的题外之意都十分集中，无数次的逃离和反抗，对故乡小
镇的眷念和绝望，这也是符合每一个优秀的作者客观创作规律。苏更生虽然是一个小说新手，但她对
题材处理的起点，却已苍凉老练，与其他同龄作者不同的是，她的作品夹杂了不少的真实离奇，这是
与她曾经在广州做记者的经验相关，她对城中村凶杀案的篇章《凶宅》，我一直觉得她物理意义上的
起点。作为实习生在报道凶杀案中，遇到的困难，报社上司的暧昧拍大腿，实习生之间的明暗竞争，
初谙世事面临破碎人生的惊恐，年轻男女朋友的背叛与分手，这一切初入职场的考验，一瞬间在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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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可以作证》

字里压来，那会的作者对世界还跃跃欲试，分手时刻在送别男友的出租车上，她写道：我们最后见面
就在那辆出租车上，我盯住城市上方的黑暗天空，突然看到了月亮，想让他一起看。月亮照亮大地，
也照亮自己的过往。这本书排第一篇的小说叫《荒芜里电影院》，电影院就是她青春的编年史，关于
青春一切苦楚、温暖与惊险，都在这篇上万字的小说中，这个小说的时间轴由乡镇的流行文化史——
电影上映时间与山寨歌舞团组成，有鬼故事，有性乱，有暴力社会，有被毁掉的美好童年，有少女的
破茧而出，结构十分精致，均衡感很好，除了少数略微戏剧化的细节之外，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十分成
熟的乌托邦。回忆过去是许多作家的本能，构造一个真实的虚构小镇也是大家常用的刀法，但难得的
是那种“真实的离奇”的拿捏尺度，从这一点来说，苏更生的写作展示出了与前几代作者的不同，不
是那么田园牧歌，也不是那么荒诞诡异，一切都是一程一程地走到了命运的荒谬之处。我曾与苏更生
很认真地交流过这个问题，她说，技巧的磨练，讲故事的方法，依然是她觉得排第一的东西。作为一
个书评作者、文化记者，我们都曾见识过不少的先锋与另类、讨巧的写法，但她最终还是坚持着选择
了那最普通的中道路，在这一条道路中，呈现出自己逐渐不同的个性与笔法，这是一种自信，也是一
种自我的煎熬。作为一名同行，我当然能够看得出她在文字、句法、段落等等地方所呈现出来的能力
。作为一名小镇青年，我也能看的出来，她在一个群体中所倾注的精力与思考，敏锐程度。虽然在后
一个问题上，我时常会与她的“大平台编辑”的看法有所不同，比如《我永远爱你》、《三个SANDY
张》，这些描述一些在北京城里努力多年，收获不多的青年女性的篇章，单篇往往被认为言情或者做
作，但如果和《猫可以作证》这些篇章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感觉，对物质的渴望、对欲望
的靠近，往往是和这些孤独的女性为自己编织的雨衣，但一旦暴雨将至，其实一切都不重要了。不用
说淋雨，她们甚至偶尔会为了内心的声音，而走向自毁的道路，当然绝大多数场景里，她们只是疏离
罢了。对这些人群真实的塑造，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一番身边的同事与朋友们，看起来平实庸常的生
命里，往往蕴藏着强大的能量或者难以言传的秘密。比如《爱情故事》的原型，就来源于我的一位从
不显山露水的前同事，这样一群人，辗转于平凡尘埃与荒谬戮心之间飘摇动荡。这一切的漂浮，被猫
看在眼里，偶尔与我们亲近一下，大部分时候它是独自打盹。我们在小镇生活的时候，狗是孩子与老
人的伴侣，猫往往不是，这几年我定居在上海，在这座中国疏离感最能战胜荷尔蒙的城市，发现这里
的猫，是全中国生活最舒适的。2015年春天，苏更生在上海的昌平路看到一只大猫领着四只乳猫在过
马路，她担心它们被车碾死，于是捡了两只，它们被我寄样了快一年，大半年的时候，它们就认真地
从二楼窗户翻墙而下，满世界跑了，只有午夜时分，才愿意回家一趟，有一只带着一个铃铛，我想出
房打个招呼，它嗖的一下就奔到了永嘉别墅花园，那里的野猫下午会在草坪认真晒晒自己，有时候会
跑到三楼的洋房屋顶随意漫步，它们已经不习惯再待在局促的老公房内昏睡，我们也从来没有能拥有
过它们。《猫可以作证》，苏更生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定价：35.00元（待修改，
尚未发表，想要的请稍等我一两天。）
3、孤独是常态。有些人能与它和谐相处，有些人与它相爱相杀。别离也是常态，我们总是在不断的
别离中成长。我想，什么时候能学会和平地接受别离也就是终于长大了。在看苏更生的作品时，时不
时被那些倔强而脆弱，刻意保持疏离又渴望爱的她打动，我发现，她们是一群长大到一个阶段之后，
对某些方面似乎停留生长了。这或许就是永远年轻永远泪流满面吧。
4、略微几次见过苏更生，确实表现出“记者”人格，总是开朗、有趣的，和文中描写的女性，完全
不同。就像她在序中所说，在写作时，她会让开朗、热情的人格走远些，变成一个固执、冷静的人。
苏更生的小故事，透出来的总有一丝丝寒意，也许和在夜晚失眠时写成有关。这些小说中挣扎的人儿
，小心翼翼地掩藏着心中的波动和感受，选择对抗、沉默和离开。苏更生不吝惜自我剖析，她没有女
孩儿们都有的小小心思，是真诚的问答。确实十分爽利。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完之后就更加阴郁了，
还是阳光猛烈，正能量爆表的时候拿来慢慢回味，总能让人抓到寒意背后隐藏的感动和柔善。
5、从公交车上下来，天已经黑了，北京冬天的空气凛冽，我发消息给采药老师：我今天见到苏更生
了。她的新书《猫可以作证》出版，在书店有个小型读书会。然而，我只是躲在二姐后面，与她简单
打招呼，便一句话也没说，羞怯不安地待在那里。我知道，一段青春时光结束了。第一次听到苏更生
的名字，是在六年前的春天。那时我读大四，在湖南教育电视台实习，带我们实习生的是采药老师，
他拜托他的师妹苏更生帮我找工作。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似乎不止一次问他，为什么苏更生能找到好
的工作。采药老师不假思索地说，因为她运气好啊。我常常想，我怎么走到了今天，无论是在坏的境
遇中，还是突然的好运气里，我都想知道是什么在驱使我向前。回溯的起点，是毕业前的实习。第一
次去办公室，我在桌子上看到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周凌峰，但邮箱前面的拼音是zhoucaiyao，我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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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可以作证》

当然拼成：周财耀。后来，我知道他以前曾教书，曾辞职回家读书，此后，又看到周老师从电视台离
开，去当老师，去做生意卖茶叶，南下去报社，又回来做杂志，去新闻网站，无数次折腾，只因为书
生意气与现实的经济的窘境，让他不甘心。他的笔名是采药，他想采的是疗救他人与社会的药。我却
不想管那么多，一直在幻想，什么时候好运气也可以降临到他，让他可以挣到许多许多钱。刚开始实
习，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周老师匆匆忙忙，我们却无所事事，每天去了那趴在桌上编实习日志。后来
他可能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让我帮他整理录音。整理完之后，他非要给我们报酬，我们自然坚辞，然
后他就请我们吃饭。当他知道，新新已经保送研究生，而我毫无着落且不知道要去哪将来做什么时，
稍稍有些吃惊。之后，他便开始安排我的实习工作了，除了电视台的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他教我去
找选题，同时，他让我去读《论语》，并写读书笔记给他，还让我去看《南方周末》，并要写读者来
信去投稿，在实习结束前，至少要发表一篇。最痛苦的就是写读者来信了，才两百字，我却写得乱七
八糟，抓不住重点，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表达什么。他很生气，大约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也或许
是，他如此用心教我，而我连这样简单的事都做不好，何苦呢。我也觉得很委屈，对于我这样一个大
学四年都在立志考唐宋词研究生内心无比敏感忧郁的女生来说，社会上发生的那些事，与我有什么关
系呢。有一次吃饭时，我就被他说哭了。后来他和我说苏更生的事，说他们一起在南周实习时，苏更
生也不会写稿，几乎天天被带他们的老师骂哭。在我毕业那年的中秋，我终于在南周上面发表了一篇
读者来信。那时我生病在家，和八十八岁的奶奶一起住。而《论语》的读书笔记，只写了几篇。有一
次我和周老师相约去见另外一位老师，碰面之后，他提着一袋子书，说是刚买到的，是一些学人的生
平和学术。他问我，这些人知道吗？我只知道其中一个与文学关系比较大的学者，其他则懵然无知。
他立刻就显出鄙夷的样子。然后那一天我就拼命在记书名和封面，回到宿舍后，立刻去买书，买到的
有蒙文通、陈垣等人的学记。可是那些书买来，假装很有兴趣去读，却终归索然而弃之一旁。这两年
，我再次读《论语》。我知道了周老师为什么那么认真地带我们实习，他在实践“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尽管《论语》里也说，“无友不如己者”，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但在他始终
有一颗教书育人的心，他将我们也当做学生，尽管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在那实习时，印象深刻的
是去药店帮他买头痛粉，因为拼命工作、熬夜、读书等，他依赖此药物让他清醒。在我即将结束实习
时，他将我的简历发给苏更生。他打电话给她，称呼她：阿雅。这个名字很好听。我仍然记得那天阳
光从玻璃中透进来，仿佛未来丝毫不需要担心。我一直也没有与苏更生联系，但她的名字落在我心里
，我关注了她的豆瓣，看到她在报社做文化记者，写一整版一整版的文章，多是关于作家。后来，我
看到她写的小说《凶宅》，尽管是虚构的，我却觉得无比真实，我能想象到她做突发新闻时所经历的
可能的恐惧，以及在现实中所遭遇的种种人生的寒意。在那篇小说的结尾，她决定去做一名文化记者
。我也做记者，然而我像苏更生那样做一名真正的文化记者，时间却已经到了2012年。在此之前，我
跑过了许多个城市，不是旅游，不是旅行，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同时为了那虚妄的理想。我
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可是周老师和苏更生，却似乎一直在前面昭示着一种理想人生，
我得拼命追上去。在我去做文化记者之前，有一个多月居无定所，因为工作没着落，不知道在哪租房
子。我先是住在同学那，后来搬到表姐家。我姑姑家就在石家庄，她是公务员，她当时正在宾馆里面
搞审计。有一天，表姐突然说，她弟弟要来住几天，我能否先去别的地方住。我打电话给姑姑，然后
晚上我们一起从宾馆回家。在公车上，我接到了河北青年报的面试通知，好开心啊，总算看到了一点
点希望。我高兴地跟姑姑说了这个好消息，但她却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忘记具体说的是什么，大意
就是我太不安分。我说我遇到那么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除了离开，我能怎么办。姑姑却说，为什
么偏偏是你遇到，而不是别人呢。我心里生气极了。下了车，天已经擦黑了，要穿过一个公园才能到
她家，我并不熟悉那的环境，可是突然间，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我没有跟着她走，我向起点的公
交车站跑去，边走边喊，我不去你们家住了。她一脸错愕，站在那里，路的对面，一辆公交车停下来
，我一脚踏上去，车门随即关上，轰隆向前，我的眼泪立刻流下来。公交车载着我从东南二环向市中
心驶去，我不知道我晚上要住在哪，我只知道，连至亲的姑姑都如此看我，我被全世界抛弃了。一直
到终点站，是火车站附近，已经晚上七点多了，城市的灯火通明，我的眼泪依然奔涌不止。两年来所
有磨难、辛苦、挫败与家人的不解在那一刻似乎全部化成水从身体中淌出。我在风里走着，并无方向
，春天的晚上有些冷，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条漆黑的小道里，不知道为何，我拨通了周老师的电话，没
有任何寒暄，直接大声哭着对三千里之外他不断重复，我没有住的地方了，我胡乱地与他解释刚才发
生的事，痛彻心扉地哭泣。他怔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问我银行卡号多少，现在就给我打钱，去找
一个好的宾馆先住下，安顿下来。在那之前，在那之后，我都没有这样哭过。面试河北青年报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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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领导梦总，有着长长的头发。我和苏更生都喜欢李海鹏，可能是因为困困写的那篇《人人都爱
李海鹏》。面试完之后，梦总走出门，头发飘起来，真的有点像李海鹏。终于有了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全力以赴，像周老师和苏更生那样努力。我翻看苏更生写的稿子，看她的豆瓣文章，看她旅行的照
片。我写的第一篇稿子，就顺利刊载，虽然没有特别好，但终归是可以用的，我松了一口气。第三篇
稿子是采访绿妖姐的，她看了之后对我说：比我想象的写得好。一连写了将近一年半，每周采访一位
作家，本应是越来越顺手，可是紧随而来的疲惫与抑郁的折磨。因为许多采访是从石家庄坐火车到北
京，早上去，采访完，即刻去赶火车。我觉得很累，腿疼，头疼。苏更生已经离开了报社，从南方到
北京，在一家杂志做记者，并且，写书评与小说。印象中看到的她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到美国去》，
下面的留言中有在调侃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另有所指。就是在这篇小说中，“我”因为患颈椎病而在老
家休养，得以目睹悲剧的发生。我再次辞职回了家，那时我特别怕冷，夏天要穿长袖长裤，穿布鞋，
没有什么力气。可是待久了，家人、邻居都担心我的将来，妈妈唉声叹气。在苏更生的小说《睡美人
》中，春秧宁愿在与梦里的虚幻的爱人约会，也坚决不回从小长大的县城。我开始明白，家乡、过去
，都是回不去的。我在更多的地方读到苏更生写的文章，都是无意中看到的，她写得越来越好了，她
已经不仅仅是采访、借他人的文字来表达自己，而是开始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我再次从老家到北京
，绿妖姐帮我介绍了兼职采访，而我像丢了魂，不会采访，不会写稿，整个人昏昏沉沉，而令绿妖姐
失望又让我倍加歉疚。我陷入长久的沉默，不说话，不写东西，不看书，唯一想的是逃离，是消失，
是变成无名的存在，与任何人都无瓜葛。我首先成了我自己的陌生人。而春秧终于服下安眠药，彻底
进入睡梦中，义无反顾。后来，我不再做记者了，转去做编辑，似乎依然对文字还抱有热望，而同时
又只想做个旁观者，做个局外人，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不必上阵厮杀，不必深刻地投入其中。苏更
生恰恰相反，她成为了专职作家，她写出一个又一个清冷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那么伟大，也不似流
行的青春小说那样时尚，但我总能从字里行间读到她倾注其中的情感，不伪饰，不做作。我始终记得
《论语》中有一条：君子无终食之间伟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周老师邮箱底下的签名。
颠沛流离的那些年，在许多次自以为是的黑暗与绝境中，我总会想起苏更生，一个女孩，哭着写了一
遍又一遍的新闻稿，直到成为优秀的记者、作家，是那样勇敢。
6、最初知道苏更生是在豆瓣，看过她写的短篇与她描述她饲养的两只猫，觉得平淡的生活却也能被
说的如此有趣。在活动开始前我便开始看这本书。书名叫《猫可以作证》。本以为是一本以猫为主题
的小说，写的会是以猫的视角或者与猫发生是事情。然而并非如此，一气呵成看完整本书，13个小故
事。最长的是第一篇《荒芜里电影院》。而我最爱的是《下雨的时候就回家》，两者皆发生在一个叫
做荒芜里的小镇上。与之后的故事一样，叙事没有波澜，整本书透露着落寞与孤寂，像猫一样，清冷
、疏离、洁净、慵懒。渴望亲情或爱情、陪伴或倾诉。但最终都不是那一个想要的结局。部分故事发
生在荒芜里，部分发生在北京或者上海，但无论在哪里，荒芜似乎联系着一系列的故事，就像在简介
写的，她们渴望亲情却不懂如何与人亲近，她们是一群内心有黑洞的人。现在的社会里，有多少人像
苏更生笔下的某一个故事主角，被幻想中的种种美好囚住，与现实的不满相比，能做的确实那么渺小
。如果你也心有一片黑洞，或者你对待事物如猫一样的冷静，亦或者你对生活有有一丝憧憬却被现实
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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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猫可以作证》的笔记-第254页

        我在走动，像一个守园的幽灵晃荡在黑暗空荡的大街上，这个夜晚长如天荒地老。

2、《猫可以作证》的笔记-第243页

        经过这的时候我常想，哪天我也会像他们一般成为尘土的一部分，静静望着河水流淌。他们生在
这里，死在这里，生死之间，生命是未可知的。

3、《猫可以作证》的笔记-第96页

        死亡如此迅捷，再无时间补偿，虽然很少有人自觉有所亏欠。

4、《猫可以作证》的笔记-第181页

        你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听很多故事。故事会有结尾，但人生没有。这些人就像你看到的一列
列迎面而来的火车，它们疾驰而过，还没看清，便已消失。你甚至不会记得这列火车，但它就会留在
脑海里，成为某部分的回忆。

5、《猫可以作证》的笔记-第70页

        如果谎言让人幸福，那么它就无比真实。

6、《猫可以作证》的笔记-荒芜里电影院

        我不曾见过世界，但却在小镇见过了许多人生。我曾最爱夏天，但是此刻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进
入任何一个夏天了，就像人生里的某艘船翻掉了，我虽得以生还，但又永远留在了漆黑的夜里。我在
生命里感受到的痛苦远远多于欢乐，我知道春天总会来，正如河水结冰又会再次流淌，但雨不停落下
，每个人都在死去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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