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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内容概要

书生顿首高声唤， 国如用我何妨死。这是张恨水先生抗战时期坚持抗日、誓死报国心态的真实写照。
南京大屠杀后，张恨水曾呈文政府，请求自费上山打游击，但请缨无路，他把浓烈的爱国热忱和一腔
孤愤书于纸上，创作了大量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抗日小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抗御外寇的珍贵历
史—— 《热血之花》是国内发现的最早抗日小说； 《大江东去》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南京大屠杀日寇
暴行的中国小说； 《虎贲万岁》最早描写抗战著名战役——常德保卫战的全景，表现中国将士可歌可
泣、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巴山夜雨》、《八十一梦》则是抗战“痛定思痛”之作，被称为张恨水
作品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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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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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精彩短评

1、民国围城众生相。看他们一嗔一笑一悲一怒，突然觉着这承上启下的乱世竟这样美，美得虚弱且
彷徨。
2、躲警报，糙米饭，打小牌，非婚爱情，捉奸。生与死的间隙里，大家还是卯足了劲要增加生活的
戏剧与狗血。
3、在大学的时候就在校图书馆看过这本书,但是当时外面买不到,这一次终于买到手了,高兴.书写得非
常好,不象张先生的出名的京华春梦或者鸳鸯蝴蝶之类的名作,属于另一种类型的,虽然是抗战小说,但是
却以轻松的笔调写来,充满着幽默之处,体现着民众的坚强与乐观
4、淡然处世
5、琐碎生活，但用语精准，极有情趣。
6、我超喜欢这本书,这是本适合放在枕边看的书，可我订了却没给我送来？？还会不会给我送来啦？
？？
7、看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看完细想想，感觉没个人物都栩栩如生，仿佛就是你曾经的邻居。
8、一面是炮火连天 一面是平淡生活。空袭的间隙中努力过正常的生活。我突然懂了为什么爷爷在时
运最艰难的时候 还是对穿着生活很讲究。维持生活的体面能让自己不那么容易被外界纷扰击溃。
9、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书，一直想拥有一本，拿到手的感觉很舒服，印刷质量和封面封底等设计，
算是对得起张恨水先生的了。
10、这是我读的张恨水的第一本小说，其实关于这部小说，在阅读之前并不是很了解，只是觉得小说
之名有着一种特别诗意的感觉，当然，现在我知道了小说的名字取自“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
秋池。”，这句诗在书中也反复为主人公所吟诵。
    巴山夜雨描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位于重庆大后方一个小村落的众生相，透过主人公李南泉的所见
所闻，既深刻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灭绝人性，也表现了这场战争对于广大国民的残酷性，但同
时，更让人震惊的或许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部分国民的麻木不仁。在这种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
刻，我们没有看到国民的团结，反而看到的是趁机发国难财的袁四维之流、作为高层官僚走狗只知鱼
肉百姓的刘副官之流、骄横跋扈仗势欺人的二小姐之流以及流离失所、落魄不堪的以李南泉为代表的
一大批知识份子，甚至于偷情的小公务员，让我们不由的感叹国民之劣根性。也许正因为国民的麻木
和愚昧，甚至于自私自利，才导致我们的抗日战争在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和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后，方
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揭示的那样，比医治人的身体更重要是医治人的愚昧和麻木。
    说句实话，我觉得本书在语言描写和人物刻画上真的可谓是行云流水、炉火纯青，整本书读起来是
一气呵成 ，欣赏张恨水先生的遣词造句、嬉笑怒骂，真的是一种享受。
11、平和，代表了一个时代！第一次读张恨水的作品。
12、读完张恨水的 巴山夜雨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读书的毅力的
13、是我的文学素养太差吗，只恨不得快点把它看完。但勾起了寒假去成都和重庆旅游的决定
14、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15、从图书馆借读的，很喜欢那种傍山居住，夜晚点上油灯或者蜡烛，静听潺潺流水声的感觉。爱不
释手，捧作珍宝。如潺潺流水的爱国之情却有铿锵之势。
16、何当共剪西窗烛
17、描写细致入水，蜀山小镇里的人间浮世绘。
18、战争的烟火，人生栩栩，无数出悲喜剧的幕布，拉起落下
19、很不错的书，以前在图书馆就看过，一直念念不忘，决定收藏了！
20、i like it, the details of life, of mind, of everything
21、感觉张恨水的作品有点拖沓，就像这本巴山夜雨。好作品嚼久了也会腻。此书前半部分描写了大
后方重庆抗战时农村生活，尤其是逃防空洞，描写得淋漓尽致，尽显细腻。每一次逃空袭，都有不同
的味道，可以从不同侧面真切了解到敌后抗日之艰辛、中国人之坚韧。到了后面开始描写妇女之纷争
、家庭矛盾、闹小三，渐觉无味，弃之。
22、一直都很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这本书里对重庆生活的描写，让我这个重庆人感觉很真实，我相
信曾经的人们就是那样生活的，但它又不是完全写重庆的，是写曾经的中国的一段历史，从某个角度
来说，它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很直白的揭露出来，是不输给鲁迅小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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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23、有较多错字，可能是盗版书！
24、爱其冲淡。抗战时后方文人生活。
25、君问归期未有期⋯⋯何窗共剪西窗烛。好一个巴山夜雨。张恨水的这部小说绝对算得上本人读过
的最精彩的一部，一双利眼看尽世态，一双聪耳，闻遍雾都。强力推荐
26、读过20几遍。读起来很舒适的，让人如沐春风。里面鲜活的人物。流畅的文笔。真的很爱张恨水
。
27、另一个角度的民国历史，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国难面前，不同人的嘴脸暴露无遗，无怪乎抗战要
打八年！
28、活活看出了眼泪。。。
29、总感觉没完结，是个坑！
30、依旧是文人视角看抗战。住国难房的知识分子和住洋房的大老粗，以及在其中游走的戏子，真是
一出好戏。没有苦大仇深，只是想要生存下去的普通中国人。
31、20080407
32、平淡却真实。不论环境，人总是在生活中。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33、《巴山夜雨》写于1946年，同年4月4日载于创刊的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1948年12月6日
载完，全书有50多万字。同时在重庆《新民报》、南京《新民报》转载。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
轴心，向我们徐徐展现了一幅蜀中山村众生图。读起来亲切感人，自然隽永，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小
说中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传神阿堵，形态各异，入木三分，使人如睹旧友，呼之欲出。故事发生在
抗战时期重庆遭轰炸的一些事情，全卷通过李南泉感官作为视角，演绎与阐释着一批穷教授们在小村
庄的茅草房周围的喜怒哀乐。文章通过这群人间接的反映出抗战时期人民的疾苦。苦中作乐是这个文
章的主题，普通的对话折射出战时这批人复杂的心情。文章的不足之处就在于有些衔接处处理得不是
很好，给读者以单调和贫乏之感，个人认为这是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的缺陷。全文的中心思想主要体现
在两句诗中——君见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34、吃饭、休息、捧戏子、躲轰炸、写文作诗、摸十二圈、夫妻拌嘴、邻里斗气⋯⋯生活的惯性滴水
穿石，小百姓们努力过体面日子，用鸡毛蒜皮的烟火气消磨战争的酷厉。
35、很喜欢李南泉和他妻子的相处方式，温馨，相濡以沫的感觉，可是我却更怜惜，杨艳华，聪明，
却身不由己。
36、及时、准确、服务好
37、2009、9、27—10、27读过，以前总以为张恨水是张爱玲的弟弟（笑），纵然是写战争，也是温润
的文笔，这样舒服的文字也只有那个时代的人写得出来吧~~
38、仿佛在写张恨水自己
39、这本书居然会再版？我以为自己手上的图书馆版本已是孤本的了。
40、女人啊女人啊
41、朋友推荐的,但至今还未看过,可能张恨水实在是不太对胃口,始终提不起劲....
42、前半本各种躲警报，后半本各种桃色新闻，好似茶泡饭，虽平常之至，却别有味道。
43、巴山夜雨要算张恨水小说里我偏爱的一本了。山城重庆，党国高层忙着开小车换竹竿上歌乐山停
妻再娶，豪门夜宴，晚晚歌舞升平，处处是太太的客厅，交际花似的满场飞，这边招呼着叫搭子叉麻
雀，那边还要敷衍着高官在弹簧地板上跳舞和给小姐做媒，非常地有西方情调，俨然又是一个小上海
。客厅外却哀鸿遍野，通货膨胀，物资短缺，银元美金才是正道，一麻袋法币还不如一麻袋废纸。但
凡有了点钱立马要去换一小袋米，不然到下午就买不起了。黑市里大家兴冲冲地兜售着火柴、刀纸、
烟、口红和玻璃丝袜，不少巾帼铤而走险跑单帮，能弄到卡车到后方搞到药品的多要有军队关系。千
辛万苦跟着中央政府转移的平民，都灰头土脸地住在农村，竹草茅屋还时不时要塌下来。但凡没雾，
防空警报总要响上那么几响，一挂球，大家都忙不迭地钻防空洞，生死都是一派疲乏
44、很喜欢的一本书，平淡的叙述，但一点都不乏味。大爱，无法与不了解的人交流的一种感觉！泡
一壶茶，点上油灯，望着窗外的和风细雨，思忖人生，岂不是人生之一大快！
45、我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很难想象，在那些战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代，苦难给我们中国人留下
了怎样的印记。重庆这城市，在日本人好像无休止的轰炸中，沉静的对日本诉说着什么叫做顽强。
46、终于看完了，我觉得写得很棒。把人间百态浓缩进了小小的村庄里。读完以后会觉得舍不得就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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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李家吴家甄家说再见。还有很多小角色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杨艳华，公孙白，刘副官，方二小
姐等等。喜欢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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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精彩书评

1、最初看张恨水不是看这本书，把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都看了，把春明外史列第一，其
他的都嫌不好，像当年的都市言情小说。待到很偶然地买到一本旧书《巴山夜雨》，看完后，才知道
小说可以写得这样淡，淡到似乎没有剧情一样，只有生活。这才好了，不像都市言情了。生活本该是
淡的。但把小说写得如此淡，还让人能读下去。大概因张氏眼中看世界，合了我的心性。巴山夜雨，
从此列了第一。
2、很早前读过的书印象深的是  四川方言朗格老子   那群躲避战争怕老婆的教授们的生活    一些细节的
描写   场景仿佛现在还可复现喜欢张恨水的笔触   细微   风趣    
3、很深刻的体会，小日本对重庆的空袭，八天七夜，恨水先生的这部作品，对战争从细微处入手，
战时人物内心的刻画；高级教授尚为温泡之事奔波，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一落千丈。其中有一细
节，一黄姓副官，倚仗院长之势，欺压进步学生，却不料落得饮弹自尽的下场，昨日还趾高气扬，今
日却白棺入土，，时也命也，，恨水的书，自然，风趣，半截烟，一杯茶，一个咸蛋，怎让人不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
4、许多人捧作珍宝的书，我读不出趣味，由人物对话堆砌而成的整本书，围绕着躲警报的社会背景
，更多的是细琐的生活日常，我甚至有点喘不过气，或许这类体裁或文风，我真的不中意吧
5、已经大约有6-7年没有读过这本书。这是一本永远放在我的床头，一读再读的书。10遍，20遍，30
遍。其实每每拿起这本书，每个句子都刻印在我脑子里，每个人物似乎都介入了我太多的感情。如果
一定要说个印象，那么这本书，让我爱上张恨水。以及他的书。白开水一样的生活，流畅而不勉强的
叙述，或者还有当时的我不能察觉的张恨水的无奈，都变成很舒适的语言，和一个难以忘怀的故事。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故事发生在抗战时候陪都重庆。“陪都”，这名字后面，正
如“正名”一样，暗示着不安定的人心，和名不正言不顺的委屈。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还有一时的
人民。动乱的年代，那简直是大人们可悲而可笑的生活了。张恨水把笔墨大量的放在了那个时代的知
识分子上，在重庆的城外，“躲警报”的时刻紧张中的一点世间百态。有新旧夫人的大作战，有男子
们对戏子的玩弄，有女子们抗击命运。有抚养小孩子的趣事，也有大人们的丑事。但其实，这是一个
关于挣扎着生活的故事。那个时代，人人都在努力活下去。曾经努力的向别人解释对这本书的热爱。
后来发现，爱是无法用语言尽述的。爱，是不能解释的。内容很丰富，很可爱的一本小说。或者也可
以说是战时生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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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章节试读

1、《巴山夜雨》的笔记-有了钱了

        　　
       在这个时候，朋友冲来了，袁先生实在是不高兴，但客人既然进来了，也就不好拒绝人家，只是
红着脸，苦笑了一笑。他还不曾开口说话呢，而李南泉已经说了是送钱来的。这个“钱”字，是很动
人的，这就立刻把苦笑收起，将欢笑送出来。这苦笑与欢笑，在袁先生脸上，是很容易分别的。凡是
苦笑，他那雷公脸上的皱纹，一定是会闪动着成半弧形。若是欢笑，他那眼角上的鱼尾纹，一定像画
的太阳光芒似的，很活跃地在眼边闪动。现在袁先生的脸，就是把雷公脸上的皱纹收起，而把眼角的
鱼尾纹射出。

       李南泉看时，袁太太挺着个大肚囊子，肩上扛了一柄比芭蕉扇略大的花纸伞，手上提了八寸长的
小皮包。她那像千年老树兜的身材，配着这么两项娇小玲珑的东西，真说不出来是怎样的不调和。

2、《巴山夜雨》的笔记-我的上帝

               说着，他端了一只粗瓷碟子进来。李南泉看时，那碟子底上，像嵌上面粉团子似的，平平地铺
了一层南瓜子。在每个南瓜子的联结当中，却还露着碟子底的花纹。那碟子放上白木桌时，也许重了
一点，把碟子里的南瓜子震动得堆叠了起来。而碟子底也就露出整片的花纹。袁四维立刻伸手，在碟
子底上按了两下，按着堆叠的南瓜子，他们每个又平铺着遮盖了碟子。口里连说着“请、请”。李南
泉本来也想伸手抓两粒瓜子嗑嗑。可是他转念想，无论抓着碟子里那方面的瓜子，也会损坏了南瓜子
的版面整齐。只好笑着点了两点头，并没有伸手。袁四维道：“南瓜子是我自己家里的出产，肥而且
大，真不错。我们有一个计划，多多地收获，留到过年的时候，炒了当年货。”

　　袁太太道：“拿碟子装好，把咸鱼头撑在里面，碟子可以装得饱满些。”袁四维道：“鱼头吗？
放在锅边上烤烤就行了，不要放到油里去煎，因为鱼头是最费油的。而且吃饭的人，他也不肯吃鱼头
。你用许多油去煎鱼头，那是一种浪费。”说时，他将头偏到左边，对咸鱼看盾，先说了句“不错”
，然后再把头偏到右边，对咸鱼头检查检查，再说了句“要得”。袁太太道：“既是说要得，你就交
给我罢，老看做什么。”袁四维把咸鱼交给太太，因问道：“光吃一条咸鱼不行，我们总还得做点别
的荤菜。”袁太太道：“家里还有三个鸡蛋，找点香葱炒炒罢。”袁四维立刻驳正道：“三个鸡蛋炒
起来，在碟子里有多大堆头呢？我看还是煎一个圆饼放在碟子里也好看些。”袁太太听了这话，点了
头笑道：“你这个计划要得，就那末办。”袁四维交待完毕，转身就向客室里走，他只走了几步，却
又转回身去，向厨房门口探着头道：“既是煎鸡蛋，不必三个，就是两个也够了。”袁太太道：“好
！两个鸡蛋，勉强也可以煎一碟子，落得省些。”袁先生交待完毕，再转身走去。但只走了几步，他
又回去了。因道：“不必两个鸡蛋，就是一个鸡蛋也够了。”袁太太道：“一个鸡蛋，怎么能煎出个
饼来呢？”袁四维道：“多搁些葱，不也就行了吗？”袁太太道：“那末，拿出来是葱饼，不是蛋饼
了。”袁四维站着沉思了一会，因道：“也好罢。”说着，慢慢走来，突然又站着道：“不必煎鸡蛋
，就是打鸡蛋汤罢。一个鸡蛋，准可以打一碗汤，岂不甚好看？”

3、《巴山夜雨》的笔记-空谷佳人

              袁太太对于这个缺憾，其初还不十分介意，反正丈夫老了，又没有什么余钱，倒不会顾虑到他
会去另找细腰。自从袁四维盖起房子，作起生意来，手下很有富裕。老这个字，根本也限制不了他什
么行动。因之这袁太太四处打听有什么治胖病，尤其减小大肚囊子的病。她晓得中医对此毫无办法，
就多多地请教西医。西医也说对治胖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是告诉她少吃富有脂肪的东西而已。此
处也劝她多劳动。不必吃得太饱，甚至有人劝她少吃水果，少喝水。她倒是全盘接受。除了不吃任何
荤菜之外，她吃的菜里，油都不搁。原来的饭量，是每餐三碗，下了个决心，减去三分之二。水果是
根本戒绝了，水也尽可能少喝，唯有运动一层，有点办不到，只有每日多在路上散散步。同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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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备的一根带子，每日在晚上量腰两三次，试试是不是减瘦了腰肢。在起初每餐吃一碗饭之下，发
生了良好的反应，大肚囊几乎缩小了一寸。可是自己的肠胃，向来没有受过这份委屈。饿得肚子里像
火烧似的，咕噜作响。尤其是每餐吃饭时，吃过一碗之后，勉强放下碗来，实在有些爱不忍释，孩子
们同桌共饭，猜不到她这份痛苦，老是看到她的碗空了，立刻接过碗去就给她盛上一碗，送了过来。
饿人看到大碗的饭，放在面前，实在忍不住不吃，照例她又吃完了那一碗。

4、《巴山夜雨》的笔记-各得其所

               田副官怕他再露怯，索性微微牵了他的长衣袖子，牵到房门口，轻轻对他道：“坐着的是我们
完长。”林老头听说，站定了脚，接着就要行礼。田副官低声道：“脱下帽子，脱下帽子。”这算他
明白了，两只手高举，同时把帽子摘了下来，两手捧了帽子沿，像是捧了一只饭钵似的，深深地鞠着
一个大躬，随了这一个大躬。作上一个大揖，这一揖起来，帽子平了额顶。
       方完长看到这样子，也忍不住笑，只得向他点了个头。林老先生第一个揖，觉得是有点手脚失措
，第二个揖，便有点习惯了，比较从容与熟练，算是把帽子拿得松一点。但高举起来，还是齐平了额
顶。直把三个揖作完，然后把帽子捧齐在胸口，微弯了腰，像教友作祷告似的，沉静、严肃、而又恐
怖地站着。

5、《巴山夜雨》的笔记-残月西沉

        　　
      吴春圃笑道：“到青木关去不是上教育部，至少也是访在教育部供职的朋友。这警报声中，温度是
一百来度，谁到那么远去作暑假旅行？”石太太笑道：“你猜不着。我正是去作暑假旅行。”奚太太
却接嘴了，她道：“我们也不必过于自谦。若是我们弄个中学办办，准不会坏。就是当个‘萝卜赛花
儿’也没有什么充不过去的。”甄子明是自幼儿就在教会学校念书的。他的英文可说是科班出身。听
到奚太太这么一句话，料是英文字，便道：“‘萝卜赛花儿’？这这这⋯⋯”他口含着烟卷，吸上一
口又喷了一口，昂头向她望着。奚太太向吴春圃笑道：“大学教授，英文念什么？”吴先生手上拿了
芭蕉扇站在走廊柱子边，弯了腰，将扇子扇着两条腿边的蚊子，笑道：“俺当年学的是德文，毕了业
，没让俺捎来，俺都交还了先生咧。”李南泉站在自己家门口，便遥遥地道：“这个字我倒记得，不
是念professor吗？奚太太念的字音完全对，只是字音前后颠倒一点。譬如‘大学教授’，虽然念成‘
授教学大’，反正⋯⋯”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可是李太太已快跑了出来，拉着他的手，将他拖到屋子
里面去，悄悄地道：“你放忠厚一点罢。”

6、《巴山夜雨》的笔记-鸡鸣而起

                接着，袁四维又嘀咕了一阵子，然后大声道：“我有一个办法。他那个人，究竟是个书呆子，
把面子拘了他，他也就没有办法。我们明天单独请他吃一顿饭。”袁太太道：“一点消息没有，我们
又得花钱，可不要偷鸡不着蚀把米。”袁四维道：“我有办法，昨天那碟子干鱼，不是还保留着吗？
今天表弟家里送来的那五个咸鸭蛋我们切它三个，每个蛋切八块，就是两个碟子。回头我起个早到菜
市里去买十二两肥肉，大概有个半把斤，配上一点辣椒豆腐干，可以炒一碟；四两肥肉炼出油来，作
一碗汤，这碗汤我也有办法了，那陈屠户老早说了，送我们一块猪心，作一碗汤还有富余呢。”

7、《巴山夜雨》的笔记-西窗烛影

               四川的阴雨天，除了大雨而外，平常总是烟雨弥漫，天空的阴云结成了一片，向屋顶上压了下
来。因为下雨的日子太多，川人并不因为下雨停止任何工作。在外面活动的人，照样还是在外面活动
。李南泉虽然看准了情形，可是这天的阴雨，格外绵密，完全变成了烟雾，把村子口上的人家、树木
，全埋藏在湿云堆里。而且还有风，雨烟被风刮着，变成了轻纱似的云头子，就地滚着向下风头飞跑
。打了伞的走路的人，都得把伞斜了拿着，像画上的武士，把伞当了盾牌挡着。就是这样，每个人的
衣服下半截还是让雨丝洗得湿淋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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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巴山夜雨》的笔记-疲劳轰炸

        　　
       李南泉回头看时，他并没有带什么熟食品，手里提着一串地瓜。这个东西，产生于川湘一带。湖
南人叫作凉薯。它的形状和番薯差不多。它是地下的块根，和番薯也是同科。不过它的质料很特别，
外面包着一层薄皮，在茎蒂所在，掐个缝将皮撕着，可以把整个地瓜的外皮撕去。薄皮里的肉，光滑
雪白，有些像嫩藕。若把它切了，又像梨。吃到嘴里脆而且甜，水津津的。可是它有极大的缺点，有
带土腥气的生花生味。
       
        大家向他手指的所在看去，天空里有大小三个水晶球，大的有面盆大，小的也有碗口圆，而那东
西不是固定的形态，慢慢地膨胀变大，它大了之后，晶光四溢，对面那个山头，相隔约莫五里路，照
得树影清清楚楚，同时这亮球由三个加到七个，那半边天像挂了七个圆月亮。天空如同白昼。

9、《巴山夜雨》的笔记-第136页

        中国的斗方名士，都有那么一个落伍的自私思想，希望来个红袖添香。凡是会哼两句旧诗，写几
笔字的人，都想做白居易来个小蛮，都思作苏东坡来个朝云。李太太真犀利，我喜欢∩_∩

10、《巴山夜雨》的笔记-第231页

        李南泉点了个头道：“谢谢”。双手将东西接过放在桌上，他把萝卜条看得更真切，还不如小拇
指粗细，共是三条半。那半片鸭蛋，并不是平分秋色，如一叶之扁舟，送的是一小边。奚太太道：“
你要不要热开水？我家瓶子里有。”李南泉笑道：“这已深蒙厚惠。”奚太太道：“不管是不是厚惠
，反正物轻人情重。这是我吃午饭的那一份，我转让给你了。” 
把奚太太死抠门又爱吹嘘的作死形象细化到日常，譬如一叶扁舟般的鸭蛋，还有一茶杯白糖、服装公
司的英文样本⋯实在是即视感太强了哈哈！！

11、《巴山夜雨》的笔记-第3页

        李太太道：“说到这点，我就有些不大理解。从前我年纪轻，又有上人在家里头作主，我简直就
不理会到你身上什么事。可是你对我很好。现在呢？我成了你家一个大脚老妈，什么事我没给你做到
？你只瞧瞧你那袜子，每双都给你补过五六次。你就不对了，总觉得我当家不如你的意”
断章取义的讲：人就是贱=.= 不搭理的要去追，捧手心上却闲烦。

说实话，这书要表达探讨的东西太深，怕是以我现在的阅历怕是横看竖看反看正看也看不懂。

12、《巴山夜雨》的笔记-生财有道

                袁太太不等他再说什么，已经把床底下一只网篮拖了出来。在网篮里搬出了大小几支破烂的皮
鞋。又是几样破瓶破罐之类。然后在一堆破烂报纸里，翻出了个蓝布袋子。由蓝布袋子里，掏出一只
破线袜子。伸手到破线袜子里去，再掏出一个长布卷儿来。那长布卷是用旧麻绳。捆着的。直把那麻
线层层解开，掀开了好几层布，这才露出里面两叠钞票。她数了几张钞票，交到袁先生手上

        袁四维伸了颈脖子，头向后一昂，然后笑着叹了口气道：“太太，要说生财有道这个‘道’字，
你还是大大不如我。我们要想发财，就老老实实，以发财为目的，不要讲什么面子。我们认干亲，叫
女儿和人磕头，都为的是那个。”说着，在衣袋里掏出那卷钞票举了举。袁太太笑道：“说到女儿和
人磕头，等于我和人磕了头，我得另外分一注钱。”袁四维笑着摇摇头道：“你这话不大合逻辑。将
来女儿出了阁嫁了女婿，也算了你嫁了女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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