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读书笔记(通用8篇)
就职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重要时刻，它意味着开始新的工作
生涯。刚开始工作时，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但
我们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并努力克服。以下是一些成功的就
职总结范文，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如何撰写一份优秀
的就职总结。

七年级读书笔记篇一

读了马克·吐温写的《百万英镑》，怪不得那么多的读者都
深受这本名著的迷恋，一翻开书，里面生动，有趣的故事情
节就深深的吸引了我。故事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主人公亨
利·亚当斯在被确定是一个诚实但贫穷的人后，受到一对奇
怪的兄弟为了打赌而“借”给他的一百万英镑。他的遭遇也
十分有趣，人们先是从穿着上看不起他，当他拿出一百万英
镑希望别人找钱时，人们不但对他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而
且就连对亨利来说比较昂贵的一些费用也不需要他马上支付，
甚至有些人都愿意直接不要钱，因为他们不但找不开钱，而
且坚信这位百万富翁，一定不会在意这点“小”钱的。最后
亨利不但如获至宝地得到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妻子，还获得了
三万英镑的利息。

虽然，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发生，但作者却用
这样夸张的手法，讽刺了现代社会对“金钱万能”的理念。
衣店服务员见了衣衫褴褛的人置之不理，可当他看到了那张
百万英镑钞票的夸张的表情，甚至说无期限的等着付款与先
前的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实作者讽刺的就是现代社会
上的状况，对富商们点头哈腰，而对穷人却是那样的瞧不起。
作者在叙述上用词等，也不忘幽默一下，让读者在笑过之后，
仔细品读，慢慢体味。特别是在描写那些奉承有钱人的人看
到百万英镑的支票的表情时，让人忍不住开口大笑，真是惟
妙惟肖。”



不愧是著名的讽刺作家，《百万英镑》不但很幽默，还很有
内涵，这样的作品真可以称的上是“妙”！

七年级读书笔记篇二

我读了《童年》这本书，主要讲述了阿廖沙3岁到11岁这一段
时期的童年生活经历。他出生贫苦，幼年丧父，随着母亲投
奔外祖父家生活在一起。外祖父贪婪冷酷，吝啬、蛮横、残
暴，外祖母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给了他关爱与教
育，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家庭成员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利益
而明争暗斗!以及在生活琐事上表现出来的自私与贪婪，这种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早已在他心灵上烙下了痕
迹!再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阿廖沙过
早的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和丑恶，寄居在外祖母家时，又接
触了一种小市民的生活。这个阶层的人所作所为令人不堪，
甚至让人厌恶，然而阿廖沙单纯美好的心灵，并未受这些消
极态度的同化。

几年后母亲又患病去世了!外祖父破产，他被迫流落人间，开
始独立为生存在社会上奔波谋生，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
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勇敢的阿廖沙依然保持
乐观的心态，高尚的思想，对待周围任何不幸的遭遇。

七年级读书笔记篇三

萧红，是与张爱玲并称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呼兰河
传》便是她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篇讲述萧红儿时回
忆的小说，描写了家乡呼兰河的生动画面和风土人情。同时
以生动、抒情的文笔真实的再现了当时、当地人们平凡、落
后的状况以及平庸、愚昧的封建思想和迷信。跳大神、扭秧
歌、野戏台子、报庙会、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
一件件有趣的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特别是祖父的园子。
萧红有一个非常爱他的祖父，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
地——后院。她到处采黄瓜捉蝴蝶。这是她儿时回忆中最美



好的乐章。萧红的童年似灰色，却又似彩色。在充满迷信的
灰色封建社会里，萧红用自己的天真描绘出彩色“小时候”

看到祖父的园子，我不禁想到我自己。我也有一个非常爱我
的姥姥。我们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它或许不想祖父
的园子那么大，它或许不想祖父的园子有那么多水果蔬菜，
但它依旧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在那里是一片金黄的麦田，我
喜欢趁姥姥忙活时悄悄地躲在麦田中等姥姥找我找得着急时，
我会从他身后溜出来吓她一跳。这时候，她总会宠溺地摇了
摇头，眼底满是笑意。

用不太标准、带着点乡音的普通话嘀咕着：“真淘气！”一
到这时候，我便不理她，坐上一旁的藤椅，比上一安静，打
起瞌睡。这时姥姥总会拿起蒲扇，在旁边帮我驱赶着蚊虫。
就这种事天天都做，我玩不腻，姥姥做不腻。姥姥干活时，
我总喜欢跟在她身后看她做，时不时伸手帮一下、摸一下。
虽然一直在帮倒忙，但姥姥从来不说，只是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应付两句就管自己摘草去了。摘得不耐烦了就在麦田里跑
来跑去，嚷嚷着要姥姥来追。一不小心就摔了个狗啃泥。

有一次，烈日当头，大家忙着收割麦子。我忽然大喊一声我
们玩捉迷藏吧，姥姥你来抓。说完便躲起来。我悄悄走到一
个人身边对他说：“嘿，快躲好，小心被发现啦！”那人只
是不耐烦地抖脚叫我走开。我又分别来到爸爸、妈妈、哥哥、
姐姐身边，却收到一样的回复。我生气不理他们，一个人躲
在角落，不发出一点声音。时间一点点过去，太阳已经偏西。

我暗暗高兴：你们永远找不到我。不知又过了多久，还是没
有声音，我一下跑出来，想向大家炫耀，忽然发现天已经黑
了。月亮已经和太阳换好班，带着星星们上岗了。地理一个
人也没有，只有昏暗的黄色灯光。田野里传出蟋蟀和蛤蟆的
叫声，空中时不时飞过一群乌鸦。我吓了一跳，连忙往家里
跑。一回到家里，大家看见我带着草的杂乱头发，好像忽然
想起了什么，哈哈大笑起来。



萧红带给我们的是一部佳作，是一首婉转的、回忆的诗章。
这本书让我们看见了封建社会中的幼儿萧红。积极乐观的他
更是告诉我们：不要过早的感叹童年即将过去，珍惜现在的
幸福和天真才是最重要的。

七年级读书笔记篇四

初读《百年孤独》时，我整个脑袋都晕晕沉沉的!全书叙述的
是布恩蒂亚家族的百年兴衰史。布恩蒂亚家族一共七代人，
并且每一代人都重复使用一个名字，这使我不得不把所有人
物都给重新排列一遍(就是使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人物)，这样
才不会把人物混淆。

全书人物众多，虽然大多重名，但个个都性格鲜明，因为布
恩蒂亚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来追求自己想要的
生活。霍·阿·布恩蒂亚几近疯狂的热爱科学，奥雷连诺上
校则通过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两
个人物!

全书情节曲折，晦涩而又略显怪异。第六代布恩蒂亚破译了
梅尔加德斯一百年前写下的密码，而马贡多这座小镇也在布
恩蒂亚译读出所有羊皮纸的时候奇迹般消失了!梅尔加德斯在
一百年前就对布恩蒂亚家族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做出了预言，
只是并没有人破译出他手稿中蕴含的秘密。

巧也不巧，恰好在一百年之后，也就是布恩蒂亚家族经历了
一百年以后，手稿被人破译，命由天定吧，但这又恰好照应
了书名《百年孤独》中的“百年”。至于“孤独”，我也不
知道该如何解释，毕竟这本书我了解的并不是十分透彻，还
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比如：作者为什么要把完全破译手稿
的时间放在第七代那个长着猪尾巴的婴儿要被蚂蚁啃噬完的
时候呢?真的是刚好一百年吗?这本书讲述的内容和我们的生
活又有何关联?我是一点都没有理解。也许需要结合作者在写
这本书时的时代背景吧!



我个人觉得，布恩蒂亚家族的兴衰和马贡多这个小镇是有关
联的。布恩蒂亚家族人丁兴旺，马贡多这个小镇也就热闹非
凡;而当布恩蒂亚家族所剩的人没有多少的时候，马贡多这个
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马贡多本就是一座镜子城，
也许孤独指的是布恩蒂亚家族的每一代人吧。所有的奥雷连
诺都很孤僻，但有敏锐的头脑，所有的阿卡蒂奥都很冲动、
有胆量，但都打上了必遭灭亡的烙印。性格完全不同，所以
处事方式自然也都不一样，这才是孤独的真正原因吧。

《百年孤独》这本书很精彩，但是太深奥了一点。

七年级读书笔记篇五

《骆驼祥子》这本书的.作着老舍刻画了一位命运悲惨的北平
车夫祥子，来抨击旧社会的黑暗、冷酷。

主人公是一位农村孩子，他怀期望地来到了这个大域市，并
且满脑子都想自己能够用双手、用真实的劳动来来一辆车。
那时的他——纯真、热情、有着极为强的毅为和不达目标不
罢体的精神，他不和其他车夫一样，有着许许多多的坏习慢、
但后来他买车的钱一次次被丢失或被别人抢。他买车的希望
也被现实生活中那黑暗的一所粉碎，他的梦想也一次地破灭。
最终他那从前乐观向上，坚持不懈的斗精神也都荡然无存。
在社会那黑暗面的残忍压迫下，祥子他选择了堕落。他不再
奋斗，而别借钱，吃喝嫖赌，最后甚至还闹出了人命，他不
再是那紧定纯真的祥子了，而是成为了社会最底层的混混、
街头无赖。

虽然祥子的结局十分悲惨，但并不能说祥子是一个没有梦想
的青年，而是他的梦想被旧社会的压迫所浇灰。他的命运是
悲惨的，也是令人所同情的。

其实细细去品味命运是给样子机会的，原本他可以在别人家
里拉车的，但他却放弃了，从此。他不再专心致志的工作了，



图为他从心里就不再相信努力会有结果了。

这本书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只
有理想、奋斗和知识才相融合，才能够在风云变幻幻的社会
所立足，而祥子正是失去了理想。或许。你现在还认为知识
并没什么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发现它越来越
重要了。祥子之所以这样，不只是社会的原因，更在于他没
有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努力。

所以，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意志坚定她走下去。只付出了
努力。才不会留有遗撼。

七年级读书笔记篇六

人们都说马克·吐温先生是个幽默大师，又很会讽刺社会上
的各种事。读了他的《百万英镑》后，我忍俊不禁，放声大
笑。读了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小说，我也看见了那令人哭笑
不得的`社会。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办事员出海游玩，因故
迷失方向后，幸被轮船遇救，然后随船来到英国伦敦。他身
无分文，特别孤独，两个富有的兄弟借给了他一张一百万英
镑的支票，并以他在三十天内不将一百万的支票兑换成现金
而能否活下去打了一个赌。在小说的结尾，小人物不仅活过
了三十天，并且利用这张百万英镑发了一笔财，还获得了一
位小姐的芳心。但由始之终从来没兑换过这张支票。

小说通过小办事员的种种“历险”嘲弄了金钱在资产阶级社
会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作用。当时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思想，
当时的人们都太看重金钱了，钱！竟然成了可以衡量一切的
标准！为了钱，他们可以放弃一切，放弃地位、家人、职业。
拜金主义思想是可耻的，不劳而获更加可耻，因为世界上还
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很多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
金钱不是万能的。之所以那个年代社会腐坏，和这些见风使
舵的人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这个年代，也有。



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个满脸是胡子的乞丐，正在低声乞求
人们：“我好几天没吃饭了，谁给点钱，谢谢，谢谢，祝您
全家安康。”一个时髦的男青年正领着一个时髦的女青年走
过，一看到那年过花甲的乞丐，便一下子皱起眉头，绕得远
远的，嘴里还嘀咕着：“这脏老头，真是。”我也实在看不
惯，也只好绕过了。妈妈说：“伦伦，你去给爷爷点钱
吧。”说着，她拿出了两块钱，递给我。我拿着钱，跑到那
个爷爷前面很远，扔了钱就跑，也不管扔没扔中。妈妈一看
我这狼狈不堪的样子，不禁摇了摇头。事后，我也觉得这太
不对了，但就是不习惯老爷爷浑身的霉味，看不惯他衣不遮
体，听不惯他的外地口音。但是，我也知道这不至于啊，为
什么偏要远离他、躲避他呢？人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人
们的地位、财富而就去判断一个人的身价，这样做那就错了。

七年级读书笔记篇七

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百万英镑》讲的是一个贫穷、诚实的人，也就是这个故事
的主人公，收到一对兄弟的信，信里面送给了他一百万英镑。
原来这对兄弟打了个赌，赌如果一个贫穷、诚实的人收到天
上掉下来的一百万英镑，他会有怎样的结果?哥哥认为他会饿
死，因为他无法证明这些钱都是他的，别人会起诉他，连银
行都不让他存钱。弟弟则认为他会过得很好，于是他们兄弟
俩将一百万英镑借给了他，并出国呆了四十天。没想到这短
时间内，人们对这位从未听说的罕见富翁，竟拼命拉拢，从
开始的免费吃饭到最后的免费住宿，一个个都对他百般讨好，
并不断提高他的地位，一直到了除王室外的公爵之上!不仅如
此，他还得到了一位好妻子和五万英镑的银行利息，最后还
从那对兄弟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

看完这本书，我很羡慕者本书里的主人公，但是人们之所以
讨好他，不就是因为他有钱吗，金钱不是万能的，其实世界
上还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七年级读书笔记篇八

这个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无意中不小心漂泊到了伦敦，伦敦的
两位富翁兄弟打了一个赌。哥哥认为如果给他一张百万元的
英镑，30天后他会因为无法证明这些钱是自己的而饿死，而
弟弟却认为他会活得很好。于是他们就把一张百万英镑给了
亨利，自己两人出国旅游了30天。回来后得知亨利因为那张
百万英镑被所有人追捧，想拉拢他，几乎所有东西都让他免
费买下。并因为这张英镑不断提高社会地位，最后到了除王
室外的最高地位公爵之位，还娶到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得到
了三万元的银行利息。又从兄弟那儿得到了很好的工作，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

1.你也许记得，英格兰银行曾经发行过两张一百万英镑的大
钞，用于和某国公对公交易之类的特殊目的。不知怎么搞的，
这两张大钞只有一张用过后注销了;另一张则一直躺在英格兰
银行的金库里睡大觉。且说这两兄弟聊着聊着，忽发奇想：
假如一位有头脑、特诚实的外地人落难伦敦，他举目无亲，
除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以外一无所有，而且他还没法证明
这张大钞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怎样的命运呢?大哥
说这人会饿死;弟弟说饿不死。大哥说，别说去银行了，无论
去哪儿这人也花不掉那张大钞，因为他会当场被抓住。兄弟
两个就这样争执不下，后来弟弟说他愿出两万镑打赌，这人
靠百万英镑大钞无论如何也能活三十天，而且进不了监狱。
大哥同意打赌，弟弟就到英格兰银行把大钞买了回来。你看，
英国男子汉就是这样，魄力十足。然后，他口述一信，叫一
个文书用漂亮的楷体字誊清;然后，两兄弟在窗前坐了整整一
天，巴望来一个能消受大钞的合适人选。

2.他们检阅着一张张经过窗前的脸。有的虽然老实，却不够
聪明;有的够聪明，却不够老实;还有不少又聪明又老实的，
可人穷得不彻底;等到个赤贫的。又不是外地人——总是不能
尽如人意。就在这时，我来了;他们俩认定我具备所有条件，
于是一致选定了我;可我呢，正等着知道叫我进来到底要干什



么。他们开始问一些有关我个人的问题，很快就弄清楚了我
的来龙去脉。最后，他们告诉我，我正合他们的心意。我说，
我打心眼里高兴，可不知道这心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
俩人当中的一位交给我一个信封，说打开一看便知。我正要
打开，可他又不让;要我带到住处去仔仔细细地看，不要草率
从事，也不用慌慌张张。我满腹狐疑，想把话头再往外引一
引，可是他们不干。我只好揣着一肚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
觉往外走，他们明摆着是自己逗乐，拿我耍着玩;不过，我还
是得顺着他们，这时的处境容不得我对这些阔佬大亨耍脾气。

3.我盯着那张大钞头晕眼花，想必足足过了一分钟才清醒过
来。这时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小吃店老板。他的目光粘
在大钞上，像五雷轰顶一般。他正在全心全意地祷告上帝，
看来手脚都不能动弹了。我一下子计上心来，做了这时按人
之常情应该做的事。我把那张大钞递到他眼前，小心翼翼地
说：“请找钱吧。”他恢复了常态，连连道歉说他找不开这
张大票，不论我怎么说他也不接。他心里想看，一个劲地打
量那张大票;好像怎么看也饱不了眼福，可就是战战兢兢地不
敢碰它，就好像凡夫俗子一接那票子上的仙气就会折了寿。
我说：“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可这事还得办哪。请您
找钱吧，我没带别的票子。”

4.他却说没关系，这点小钱儿何足挂齿，日后再说吧。我说，
我一时半会儿不会再到这儿来了;可他说那也不要紧，他可以
等着，而且，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点什么就点
什么，这账呢，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他说，我只不
过因为好逗个乐于，愿意打扮成这样来跟老百姓开个玩笑，
他总不至于因此就信不过像我这么有钱的先生吧。这时候又
进来了一位顾客，小吃店老板示意我收起那张巨无霸，然后
作揖打恭地一直把我送了出来。

5.我只好打住，走开了。搞的什么鬼!我真是摸不着头
脑。“等时候一到”他们会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哦，没准
那封信上说了。我把刚才忘了的那封信抽出来一看，信上是



这样说的：看面相可知，你是个又聪明、又诚实的人。我们
猜，你很穷，是个外地人。你会在信封里找到一笔钱。这笔
钱借你用三十天，不计利息。期满时来此宅通报。我们在你
身上打了一个赌。假如我赢了，你可以在我的职权范围内随
意择一职位——也就是说，你能证明自己熟悉和胜任的任何
职位均可。没落款，没地址，也没有日期。好嘛，这真是一
团乱麻!现在你当然明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可当时我并不知
道。这个谜洞对我来说深不可测、漆黑一团。这出把戏我全
然不晓，也不知道对我是福还是祸。我来到一个公园坐下来，
想理清头绪，看看我怎么办才好。

6.出了名以后的大约十天左右，我去拜会美国公使，想为祖
国效一点儿犬马之劳。他用对我这种身份的人恰如其分的热
情接待了我，批评我为祖国效力栅栅来迟。公使说当天晚上
他正要宴客，刚好有一位嘉宾因病缺席，我只有补这位嘉宾
的缺，才能获得公使的原谅。我应允之后，就和公使聊天。
一说起来，原来他和我爸爸从小同学，后来又在耶鲁大学同
窗就读;一直到我爸爸去世，他俩都是贴心朋友。因此，他吩
咐我只要得闲，就来他府上走动走动;我当然愿意啦。说真的，
岂止愿意，我简直就是高兴。因为假如将来有个三长两短的，
他也许能救我，让我免受灭顶之灾;他究竟怎么救我我不知道，
不过他也许能想出办法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
不能冒险把自己的底细向他和盘托出;要是在这段伦敦奇遇一
开场时就碰上他，我会马上说清楚。不行，现在我不敢说;我
陷得太深了，深到不敢对刚结识的朋友说真话;不过，依我自
己看来，也还没有深到完全没顶的地步。你知道，这是因为
我小心不让全部外债超过我的支付能力——也就是说，不超
过我的那份薪水。我当然不知道那份薪水到底有多少，不过
有一点我有把握、也可以想见：假如我帮忙把这个赌打赢了，
我就能在那位大亨的职权范围里任意选择一个职位，只要我
干得了就行——我当然干得了啦;这一点我根本不怀疑。说到
他们打的那个赌，我才不操心呢;我想必运气不错。至于薪水，
我想年薪总会有六百到一千英镑;即使第一年只拿六百英镑，
以后每过一年就要加薪，到我的能力得到证实的时候，薪水



总能加到一千英镑了吧。尽管谁都想借给我钱，我却找出各
种各样的借口婉言谢绝了一大部分;这样我欠的债只有借来的
三百英镑现款，再加上拖欠的三百英镑生活费和赊的东西。
我相信，只要我依旧小心节俭，靠我下一年度的.薪水就能补
上这一个这剩余日子的亏空，何况我真是格外小心，从不大
手大脚。只等这个月到头，我的老板回来，就万事大吉了;那
时，我就可以马上用头两年的薪水分头向各位债主还账，也
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了。当天的宴会妙不可言，席上一共有十
四个人。绍勒迪希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安妮—格
蕾丝—爱莲诺—赛来斯特—还有一串什么什么—德—波鸿女
士，纽格特伯爵和伯爵夫人，契普赛德子爵，布拉瑟斯凯特
爵士和夫人，几对没有头衔的夫妇，公使以及他的夫人和女
儿，还有公使女儿的朋友、二十二岁的英国姑娘波蒂娅·朗
姆。没出两分钟，我就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这一点
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客人——我这故
事讲得有点儿超前了。这些人正在客厅里等着，一边吊胃口，
一边冷眼旁观后到的客人。

7.你说我们俩高不高兴?翻遍了全本的词典也凑不够词来形容
啊。一两天之后，当伦敦人得知我和百万大钞一个月里的奇
遇记始末以后，他们是不是兴致勃勃大聊了一通呢?正是如此。

8.我的波蒂姬的爸爸把那张肯帮忙而且好客的大钞送回英格
兰银行兑了现;银行随后注销那张钞票并作为礼物赠给了他;
他又把钞票在婚礼上送给了我们。从那以后，那张大钞镶了
镜框，一直挂在我们家最神圣的位置上。是它给我送来了我
的波蒂娜。要不是有了它，我哪能留在伦敦，哪能到公使家
做客呢，更不要说遇上她了。所以我总是说，“不错，您没
看走眼，这是一百万英镑;可这东西自从出世以来只用了一次，
就再没花过;后来，我只出了大约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把这东
西弄到手了。”

9.每到星期六下午股市收了盘，时间就全都是我自己的了，
我喜欢弄条小船到海湾里去消磨这些时光。有一天我驶得远



了点儿，漂到了茫茫大海上。正当夜幕降临，眼看就要没了
盼头的时候，一艘开往伦敦的双桅帆船搭救了我。漫漫的旅
途风狂雨暴，他们让我以工代票，干普通水手的活儿。到伦
敦上岸的时候，我鹑衣百结，兜里只剩了一块钱。连吃带住，
我用这一块钱顶了二十四个小时。再往后的二十四个小时里，
我就饥肠辘辘，无处栖身了。

10.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光景，我破衣烂衫，饿着肚子正沿
波特兰大道往前蹭。这时候，一个保姆带着孩子路过，那孩
子把手上刚咬了一口的大个儿甜梨扔进了下水道。不用说，
我停了下来，满含欲望的眼光罩住了那个脏兮兮的宝物儿。
我口水直淌，肚子里都伸出手来，全心全意地乞求这个宝贝
儿。可是，只要我刚一动弹，想去拣梨，总有哪一双过路的
火眼金睛明察秋毫。我自然又站得直直的，没事人一样，好
像从来就没在那个烂梨身上打过主意。这出戏演了一回又一
回，我就是得不着那个梨。我受尽煎熬t正打算放开胆量、撕
破脸皮去抓梨的时候，我身后的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位先生
从里面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