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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福州市 2021-2022 学年高二考试题：《套不住的手》 

作者| 赵树理  赏析| 黄雅丽 

  
【编者寄语】 

这双手，什么活儿都拿得起来，要劲有劲，要巧有巧。这双手给陈老人带来过人的技能，
工作的愉快，与老当益壮的光荣——年过古稀，还去参加工作，当上先进分子。 

多么了不起的手！岂但毛线手套套不住，一切困难也都套不住啊！作者热情地颂扬了一位
老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可爱的品质。 

不过是一双手，可是创造世界仰仗的不是别的，的的确确是这么一双手！ 这篇作品不是
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意义很大。 

这双手非干点什么不可，劳动与生活已经不可分开，陈老人的觉得不劳动就活不下去，这

是一种崇高的生活。作者没有用任何标语口号去鼓动，可是我们相信，谁读了此文都会懂得懒
惰是极其可耻的。 

【文本研读】 

材料一：  

套不住的手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任务是教初参加
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
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
分配在各小队。 

介绍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主

人翁陈秉正出场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欲扬先抑），按
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
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
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
（对比，突出陈老人的技艺高超）。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
规格，而且要教架势。因为规则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
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
计划（排比一气呵成，从侧面突出陈老人的认真。）……陈
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
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细节描写突出陈秉正的教育
徒弟有耐心、有方法） 

运用对比、衬托手法。第一组

为同年龄的人的身体和劳动能

力与陈秉正对比，突出他身体

强健，劳动超强；第二组一般

般青年小伙子干活与陈秉正干

活对比，突出他老当益壮。由

徒弟们的干活问题多、不标准

衬托陈秉正的干活细致、有规

格、有架势。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让他们休息
一阵子。自己就招呼梯田下边沟岸上教徒弟们种田地的副
组长王新春过来闲谈一会。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
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设置悬念）。王新
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
被他握住就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比喻）。（运用细节描写、
比喻修辞。由王新春的动作“常是缩回手去躲开”、心理
“疼”的细节，引出陈秉正的手。同时设置悬念，引发读者
的阅读兴趣。） 

1-3 自然段为小说的开端，引

出陈秉正的手。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
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

4-5 自然段为小说的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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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
枝做成的小耙子。（通过外貌描写突出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
般人不同。把他的手比作“小耙子”很符合人物身份特点，
富有生活气息）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
手，咱们现在种的这块地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
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攫头一攫头剜开、一条堰
一条堰垒起来的。”（通过王新春的语言解释了陈秉正的手
与众不同的原因，侧面热情地颂扬了勤劳的老人们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的最可爱的品质。） 

分。陈秉正的手与众不同。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
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
正经地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
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
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也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侧面衬托：副组长王新春对陈秉正辛勤劳作的介绍和年
轻人劳动时的抱怨和不理解，突出表现了陈老汉的严肃、认
真、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以及他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高尚
品德。）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
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土改以
后，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儿孙们为了保护
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这里我们
才明白“套不住”的“套”指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
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老人风趣幽默）向手上试着
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
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
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
着就合适了！”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
说罢，脱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
媳妇也说：“爹！你就带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
“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运用语言描
写一方面突出陈秉正儿女的孝顺，一方面照应题目“套不
住”。） 

 

以后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
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
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叙述套不住的原因之一：活多，

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

做。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
“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
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
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带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
手套给他拿出来，他带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
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忙着正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
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
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
看；见买杈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为后
文手套丢埋下伏笔），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
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

叙述套不住的原因之二：陈秉

正在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买

桑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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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
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
解开腰带抖搜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
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
它的时候！”（爱劳动）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
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
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
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
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
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
他的手套带上。（劳动的报酬。）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
和大家一样忙个不了，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
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
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
的招待所因为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
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他想：“把它转过一
边不就好走了吗？”（眼里有活，闲不住。）他把手套卸下
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
才发现手套又丢了。“算了，不找它了！这手套对我也没多
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
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叙述套不住的原因之三：陈秉

正在招待所院里清理剩余木

料。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
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6-12 自然段为小说的高潮与

结局。陈秉正的手“套不住”。 

材料二：  

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
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最
近，看到他的一篇新作——《套不住的手》，满心欢喜，情
不自禁地想写出点个人的体会。 

 

作品文字极为朴素严整，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不少农村
劳动的经验，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
写出。不过，假若不拿一双手套贯串起来，恐怕就显着琐碎
一些。这双手套把零散的事情联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
妙。事情本来不相干，而设法用一条线穿上，就显出些艺术
的手段。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关于老农陈秉正的
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
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
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
无须写一本传记。不过是一双手啊，可是创造世界的不是别
的，而的的确确是仗着这么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
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 

老舍总结了赵树理这篇小说的

特点：①文字朴素严整②主题

以小见大③《套不住的手》这

个篇名极好。 

（摘编自老舍《读＜套不住的手＞》，有删改）  

【知识建构】 

赵树理小说的“讲故事”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体现了独特的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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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事为中心结构小说。赵树理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
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
性格特征。从“陈秉正的手与众不同”到“手套不住”的一串儿故事中，把陈秉正的严肃、认
真、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以及他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表现得十分鲜明。 

注重故事的连贯性，强调有头有尾和前后照应。赵树理小说在艺术结构上借鉴了传统评书
章回体小说的结构特点，采用单线条发展的手法，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故事性强，适
应我们民族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欣赏习惯。他常常采用大故事套用小故事的手法，环环相扣，层
层推进。作品的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如开头前五段对陈秉正的手与众不同的叙述和描
写），而后随情节的发展展开人物的性格，（通过三件事的叙述描写突出陈秉正的手套不住）
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都有头有尾。 

注重故事性，还使他的小说叙述多于描写，描写溶于叙述。在人物刻画上，运用白描的手
法和注重细节动作的描写，如文中对陈秉正的手的描写等，那些白描手法所做的细腻描写，往
往是最为引人入胜的段落。在这方面，赵树理成功的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
故事，巧妙还扣，引人入胜是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变化。他的作品总是从头说起，不打
断，不跳跃，注重故事的连贯性。 

【试题解析】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小说通过对一个饱经沧桑老农民手的真切描绘，刻画出一位农业生产技术、思想觉悟都很高
的农民形象。 
B.小说的语言既质朴平易又生动幽默，如“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口语化很明显，达到
了通俗化和艺术化高度统一。 
C.小说情节可分为两个部分，先集中刻画陈秉正“手”的故事，再集中讲述“手套”的故事，
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 
D.小说通过对像陈秉正这样的劳动人民的赞美，讴歌了他们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间接批判了
当时社会上一些歧视劳动的现象。 
参考答案 D 
解析：（3分） “间接批判了当时社会上一些歧视劳动的现象”错误。小说通过对陈秉正一双
手的描写，赞扬了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并没有批判当时社会上一些歧视劳动的现象，
选项属于过度解读。 
2.下列与文本有关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赵树理在创作上特别注重从农村生活和劳作中选取题材，语言生动活泼又通俗易懂，具有独
特的艺术韵味，体现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 
B.老舍认为，作品抓住了人物的典型特征，对陈秉正老人的手进行特写，以小见大，比《老农
陈秉正传》的艺术效果要好。 
C.《套不住的手》构思巧妙，老舍赞其以“手套”串联情节，故事有起有落，让人意识到：这
是一双普通农民的手，也是一双不平凡的手。 
D.标题“套不住的手”，让读者对这双手产生“为何套不住”的思考，引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参考答案 B. 
解析:（3分）“比《老农陈秉正传》的艺术效果要好”错误。从材料二“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关
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
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
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来看，老舍同志并没有拿本文与《老农陈秉正传》比较的意思；同
时《老农陈秉正传》是老舍假设的作品，并不真实存在。 
3.赵树理是如何刻画陈秉正这一人物形象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4分） 
参考答案①外貌描写：细致地对陈秉正老人的手进行特写，突出他勤劳纯朴、热爱劳动的形象。
②语言描写：陈秉正对年轻人语重心长的教育，刚拿到手套时感慨“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
福！”最后表示自己“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③心理描写：看到新运来的桑杈第一时间
想到集体的事情，手套第一次丢了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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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对不起他们”，体现了他为集体和他人着想的特点。④侧面衬托：副组长王新春对陈秉正辛
勤劳作的介绍和年轻人劳动时的抱怨和不理解，突出表现了陈老汉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
劳动态度以及他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4分，每点 2分，答出两点即可得 4分。如
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也可） 
解析：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正面描写包括语言、行动、肖像、心
理、肖像和细节描写。 
4.老舍读赵树理的小说，总能“学到一些窍门儿”。请结合材料一，分析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
“窍门儿”。（6分） 
参考答案①设置悬念。标题“套不住的手”，设置悬念，让读者对这双手产生“为何套不住”
的思考，引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②情节一波三折。文章以“手”为线索展开，两次戴手套，
两次丢手套的零散事情联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③伏笔照应。文章开篇交代陈秉正虽
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但身体特别强健，连王新春都怕和他握手，最后交代他的手都是自己从小
的劳作，塑造了一位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形象。④结尾突转。陈秉正老人最后把手套还给儿媳
妇，并表示“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塑造了一个平凡而
崇高的劳动者形象。 
解析：题干中要求“结合材料一，分析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窍门儿’。”首先要知道小说的
谋篇布局的基本技巧有照应、伏笔、过渡、铺垫、点题等，常用技巧有悬念法、误会法、对比
法、衬托法、突转法、抑扬法等。然后围绕这几个点从标题的特点，中间情节结构的处理、人
物形象的刻画，结尾的特点展开阅读、思考。 

【反馈检测】 

本文以“套不住的手”为标题，有何用意?  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太康一高  黄雅丽） 

【相关链接】 
一、作者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 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

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
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
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
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总之，他善于借助新鲜朴
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具体深刻地反映了 30年代到 60
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
俗画卷。 

二、作品选读 
《三里湾》第二章 万宝全 

玉梅离开了旗杆院的大门口往家里走，通过了一条东西街，上了个小坡，便到了她自己的
家门口。她的家靠着西山根，大门朝东开，院子是个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短；西边是就着土崖
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窑，门面和窑孔里又都是用砖镶过的；南边有个小三间南房，从前喂过驴，
自从本年春天把驴入了合作社，这房子就闲起来，最近因为玉梅的二哥玉生和她大哥金生分了
家，临时在里边做饭；北边也有个小三间，原来是厨房，现在还是厨房；东边，大门在中间，
大门的南北各有一座小房，因为房间太浅，不好住人，只是用它囤一囤粮食，放一放农具、家
具。西边这四孔窑，从南往北数，第一孔叫“南窑”，住的是玉生和他媳妇袁小俊；第二孔叫
“中窑”，金生两口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里边；第三孔叫“北窑”，他们的父亲母亲住在
里边；第四孔叫“套窑”，只有个大窗户，没有通外边的门，和北窑走的是一个门，进了北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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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个小门才能到里边，玉梅就住在这个套窑里。 
玉梅刚走到大门外，听见里边“踢通踢通”响，她想一定是她爹和她二哥打铁；赶走进大

门来，看见北边厨房里的窗一亮一亮的，果然是打铁，便走到厨房里去看热闹。这时候厨房里
已经有五个人，不过和她爹打铁的不是她二哥，是她一个本家伯伯名叫王申，其余是她大哥的
三个孩子——大的七岁，是女的，叫青苗；二的五岁，男的，叫黎明；三的三岁，也是男的，
叫大胜。 

这两位老人家，是三里湾两个能人。玉梅爹叫王宝全，外号“万宝全”，年轻时候给刘老
五家当过长工，在那时候学会了赶骡子，学会了种园；他什么匠人也不是，可是木匠、铁匠、
石匠……差不多什么匠人的活儿也能下手。王申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和万宝全差不多，不过
他家是老中农，十五亩地种了两辈子，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直到现在还是那十五亩地。他
一个人做惯了活，活儿做得又好，所以不愿和别人合伙，到活儿拥住了的时候，偶然雇个短工；
人家做过的活儿，他总得再修理修理，一边修理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因此人们给他
送了个外号叫“使不得”。按做活儿说，在三里湾，使不得只赞成万宝全一个人，万宝全也很
看重使不得，所以碰上个巧活儿，他们两人常好合作。 

他们两人都爱用好器具。万宝全常说：“家伙不得劲了，只想隔着院墙扔出去。”使不得
要是借用别人的什么家伙，也是一边用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动着匠人活儿，他们的
器具都不全，不过他们会想些巧法子对付。像万宝全这会打铁用的器具，就有四件是对付用的：
第一件是风箱，原是做饭用的半大风箱。第二件是火炉，是在一个破铁锅里糊了些泥做成的。
第三件是砧，是一截树根上镶了个扁平的大秤坠子。第四件是小锤，是用个斧头来顶替的——
所以打铁的响声不是“叮当叮当”而是“踢通踢通”。这些东西看起来不相称，用起来可也很
得劲。他们这次打的是石匠用的钻尖子。钻尖子这东西，就是真的石匠也是自己打的，不用铁
匠打——因为每天用秃了，每天得打，找铁匠是要误事的。这东西用的铁，俗话叫锭铁，比普
通用的钢铁软，可是比普通的熟铁硬（大概也是某种硬度的钢铁，看样子也是机器产品），买
来就是大拇指粗细的条子，只要打个尖、蘸一蘸火就能用。每一次要打好几条，用秃了再打，
直用到不够长了才换新的。 

玉梅见他们打的是钻尖，问他们断什么，宝全老汉说：“洗场磙！”（“场磙”就是打粮
食场上用的碌碡磙，“洗”是把大的石头去小的意思。）玉梅问：“为什么洗场磙？”王申老
汉和她开玩笑说：“因为不够大！”“还能越洗越大？”“你问你爹是不是！”玉梅又问宝全
老汉：“爹 是能越洗越大吗？”宝全老汉笑了。宝全老汉说：“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没有
给你说全！‘不够大’是说场磙在场上转的圈子不够大。咱们成立了合作社，把小场子并成大
场子了，可是场磙原是小场上用的，只能转小圈子；强要它转大圈子，套绳就要擦磨牲口的右
后腿，所以得洗一洗！”玉梅又问：“洗一洗怎么就能转大圈子？”宝全老汉说：“傻闺女！
把大头洗小了，转的圈子不就大了吗？”玉梅笑了笑说：“知道了！只洗一头啊！”王申老汉
又和她开玩笑说：“谁教你们成立合作社哩？要不是成立合作社，哪有这些事？”玉梅说：“为
了多打粮食呀！我说申伯伯，你怎么不参加我们的合作社？难道你不愿意多打粮食吗？”宝全
老汉说：“你伯伯的地每年都是数着垄种的。他还怕人家把他的垄沟种错了哩！”王申老汉向
宝全老汉说：“老弟！你说得对！咱老弟兄俩，再加上你玉生，怎么合作都行；要说别人呀，
我实在不愿意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做活！”玉梅说：“那你为什么还让接喜哥参加互助组？”王
申老汉说：“下滩那五亩由他去瞎撞，山上的十亩不许他乱搅！”玉梅说：“你把人家分出去
了吗？”宝全老汉说：“他父子们是分地不分粮。你伯伯嫌人家做的活儿不好，可是打下粮食
来他不嫌多！”王申老汉说：“难道是我一个人要了？他不是也吃在里边？”……玉梅见这两
个老汉斗起嘴来没有完，便又问宝全老汉说：“我二哥上哪里去了？怎么不跟你来打铁来？”
王申老汉说：“你爹在这里当铁匠，他在南窑里当木匠哩！”玉梅问：“又做什么木匠活？”
王申老汉说：“做场磙！”“木匠怎么做场磙？”“做木头场磙！你们合作社就有这些怪事！”
玉梅又问宝全老汉说：“爹！是吗？”宝全老汉又笑了。宝全老汉说：“又和刚才一样！是倒
也是，可惜你伯伯又没有给你说全！他做的是……”王申老汉指着火炉里的钻尖说：“只顾说
闲话，烧化了！”宝全老汉也不再说木头场磙的事，停了风箱拿起斧头，左手用钳子去夹那烧
过了火的钻尖。玉梅见他顾不上再说了，就说：“我自己到南窑看看去！”她正转身要往外走，
宝全老汉夹出那条冒着白火花的钻尖来，放在砧上，先把斧头横放平了轻轻拍了一下。他虽然
没有很用力，可是因为铁烧得过了火，火星溅得特别多。有个火星溅在三岁的大胜腿上，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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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的一声哭了，两个老汉赶紧停了手里的活去照顾孩子，玉梅也转回身来帮着他们查看烫
了什么地 什么地方。王申老汉抱起大胜来说：“小傻瓜！谁叫你光着腿来看打铁？”宝全老
汉查明了大胜只是小腿上烫了个小红点，没有大关系，就向玉梅说：“快给你大嫂抱回去吧！”
玉梅接过大胜来才一出厨房门，金生媳妇就已经跑来了。金生媳妇一边从玉梅手里接住大胜，
一边问玉梅说：“烫了哪里？”玉梅说：“不要紧，小腿上一点点，贴上一点膏药吧！”说着
和金生媳妇相跟到中窑去给大胜贴膏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