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壕吏》改写故事（通用 20 篇） 

《石壕吏》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引

起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

同情。下面是《石壕吏》改写，欢迎参考！ 

《石壕吏》改写故事 篇 1 

太阳已渐渐隐没在远处的山后，夜色渐深，一股苍凉的气息似乎

正在向我包裹，冷风“呼呼”地在耳边刮着，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大

地一片悲伤，何处是我投宿的地方？ 

久扣柴扉的声音忽而沉重、忽而缓慢、忽而失望、忽而焦急…… 

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满脸的纵横沟壑，两眼无神而又戒备地看

着我。 

风更加肆虐了，天上的月也被它搅得浑浊不堪，而破屋内的我却

温暖了许多。 

“叮铃哐啷”，夜半，砸门声惊醒了我。 

老妇人往老头人怀中塞了一个包袱，把他推到后墙去，让老人翻

墙离去。 

“哐啷”，门被砸开，大批官兵，高举肆烈燃烧的火把，蜂拥而

入。 

老妇惊慌地后退，但脸上还是陪着笑。 

领头的瞪大眼，四下扫了几眼，嫌恶地推了老妇一把，恶狠狠地

说：“说！你们家的男人呢？都叫出来！” 

老妇不敢看他，低着头：“我们家已没有男人了。” 

“你骗谁呢！别耍花招！快说！” 

后面的人也上前，大吼：“快说！” 

老妇抬头，上前一步，眼中闪动着泪花：“官爷，我所言是真，

无半句虚假！我本有三个儿子，他们都被召去守卫邺城。但小儿子捎

信回来，说，两个哥哥近已战死！唉，幸存之人苟且活着，死去的永

远不会复生了！我家中已无其他人了，只有媳妇和还在吃奶的孙子。

请各位原谅，我那媳妇没有完整的衣服，不方便见各位。” 



老妇抹抹泪，毅然道：“若各位官爷今日非要有个交代，就带我

走吧。我虽年老体衰，但现在连夜跟军爷赶回去，还能准备饭食。” 

县吏瞪了她半晌，又举高火把环视破败的屋子。“带她走！” 

远处不断传来的哭喊声为这暗夜顿生凄凉之感！ 

朝阳如血，朝阳渗出的光浸染着天空，破背的村落却无一丝朝气，

我独自告别老头继续漂泊，身后隐约传来几声婴儿的哭声，伴随着极

度压抑的年轻妇人的哭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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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是深沉的。苍茫大地上，只有寒风呼啸不止。 

老妇人已经被差役们带走好一会儿了，家中静悄悄的，渐渐的，

有女子的啜泣声响起，可随即便消失在了风中。“嘎吱”一声，那是

衣柜的门开了，一位少妇怀抱着一个婴孩蹑手蹑脚地从衣柜中走出来。

少妇两颊凹进，面色蜡黄，头发也稍显干枯，神情忧愁憔悴，明明只

有十七、八岁的年纪，看上去却又三十四岁的光景。少妇身上没佩戴

什么首饰，仅用一支木簪将头发挽着，没有穿裙裳，仅着的中衣上也

摞满了补丁。 

这位少妇是这个家的儿媳，才嫁进门不过一年有余而已。少妇抱

着孩子蜷缩在炕上，穿堂风一吹，冷得瑟瑟发抖。家里面没有劳力去

打柴，为数不多的柴禾还要用来烧饭，已经好几天没烧过炕了。原本

这个家还算小康，起码穿衣吃饭是有保障的，可自从家里的三个壮丁

被抓走后，日子便过得一天不胜一天了。少妇想起自己刚过门两个月

丈夫便被抓走，怀孕是因为没有什么补品吃，天天晚上抽筋疼醒，现

在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婆婆又被抓走了，公公也去向不明，一时间

情难自抑，眼泪又纷纷落下。 

天，渐渐亮了。太阳慢慢爬上天空，周围拢着一圈灰蒙蒙的云彩，

冷人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一个衰老的身影在晓色中向小院奔来，少妇见到来人瞬时泪流而

下，“爹，娘被他们抓去军营了，这可怎么办啊！” 

“什么？”老头儿霎时如遭雷击般定在了原地，待他反应过来儿

媳的话后，一时间老泪纵横，干裂的嘴唇嗫嚅着，可最终也只是一阵



沉默。 

杜甫步履沉重地走来向老翁告别，他是这场悲剧的目击者，可他

无力改变任何事情，只能是多一分悲凉沧桑在他的眼眸里。 

杜甫离开了。雾气朦胧中，他回眸望去，只见老翁佝偻着身子在

家门口立着如同被霜打了一般。明明家就在身后，可老翁却给人无尽

的孤独感，就像汪洋上的一叶扁舟，不知归宿。 

老翁拖沓着步子回到房中，慢慢地爬到炕上躺下，他需要休息，

他累了。 

少妇端着一碗菜粥走了进来，带着豁口的粗碗里漂浮着一两片边

缘泛黄的菜叶，碗底淀着几粒糙米她边走边叫老翁起来吃饭，可老翁

好像很累，一点儿也叫不醒。少妇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缓慢地走向

床边。床上躺着的老翁是那样平静，胸膛没有一丝的起伏。少妇手里

的碗掉在了地上，几片菜叶可怜地伏在地上，地上湿了一片。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传来，将少妇从彷徨中拉了回来，院门被粗鲁

地一脚踹开，一队差役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两个差役上来不由分说

便将少妇架着向外走去，一个为首的差役说：“你婆婆半路死掉了，

现在你跟我们一起回营去。”“不！不！”少妇哭喊着。像是知道母

亲即将被带走一样，躺在床上的婴儿此时也嚎啕大哭。 

可再多的泪水也无法融化差役们那颗冷酷的心，少妇的哭喊声渐

渐远去。房中只余婴孩的哭声在不断回荡。天上渐渐下起了雪，纷纷

扬扬的。婴孩的哭声与风雪声夹杂在一起，渐渐的，只剩风雪声了。 

室中，更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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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开始四合，我投宿在石壕村，忽然听有“咚咚”砸门的声音，

接着屋里的人慌乱起来，一位老妇说：“老头子，你赶紧走，我先出

去应付应付他们，快走！”“我怎么能抛下你一个人独自逃命呢？”

老人摇摇头无奈地说，“你就快走吧，要不来不及了，我一个老太婆

没什么好担心的，快走！”老妇推搡着他。老人这才不舍的跳墙而逃。

“哐当！”一声，本来就不结实的木门就这样倒在了地上。 

老妇急急忙忙跑出去，这些差役方停住脚步。隐隐约约听见屋里



传出孩子哭的声音，还有轻轻的嘤咛声，大概是母亲在哄孩子的声音

吧，这声音有些颤抖，有些恐惧与生硬。这些差役一个个凶神恶煞，

不苟言笑，愤愤的吼道：把人交出来，快点！不苟言笑，愤愤的吼道：把人交出来，快点！ 老妇在一旁不停的掉眼

泪，还不停的阻挡着这些人。 

老妇颤颤巍巍的走上前，哽咽着说：“我老婆子有三个儿子，他

们都在邺城服役，多年未见，这前不久，一个儿子捎信回来，信中说

我那两个可怜的儿已经战死了。”老妇说到这抹着眼泪，“活着的苟

且活着，死了的就永远回不来了啊，我那两个可怜的儿啊！家里更是

没有别的男丁了，只有一个尚未断奶的孙儿。因为有孩子，所以他的

母亲还未离去，但出出进进的更是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啊！”老

妇仍用一只手臂拦着他们，继续说道：“如果实在用人，我老婆子虽

然年纪大力气小，但请让我跟你们回去吧，赶快到河阳去服役，我起

码还能为你们准备早饭。”差役互相对视了一下，点点头，“明天天

一亮，就跟我们走！”老妇慌忙送走了他们。 

夜已经深了，静悄悄的，仿佛一根针掉落都能听见。可老妇家传

出一声声的哭泣。一家人都唉声叹气，一夜未眠。一声鸡鸣打破了这

份静谧，老妇被带走了，我启程赶路时，只与皱着眉头的老头儿告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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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晚霞笼罩了整片大地，黑暗的社会折磨着每个老百姓。 

在石壕镇的一个小村，哪儿的人们总是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当

官兵过来抓捕家丁、年轻男子时，家中的女子面无表情，仿佛承受了

一切痛苦。 

听到官兵连夜搜查，老翁立马跳墙，来不及带些吃的食物填饱肚

子。匆忙的老翁跳墙时，由于搬到一块石头，引起官兵的思绪，老翁

不顾一切，抚摸着伤口离开了。 

官兵怒气冲冲地吼道，似乎震动了一片大地。妇人受到惊吓，神

志不清地说到：半夜不要影响别人休息。官兵一怒，扇了老妇人一巴

掌，老妇人痛哭着，哭的多悲苦。 

老妇人哭道：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捎信回来，身负重伤，另



外两个儿子为国效命，战死沙场。存活的人苟且的活着，日子单调而

毫无意义和价值。而死者从此离别人世，死得其所。家中在没有别的

男人了，只有还在吃奶的一个孙子。因为有孙子在，所以他的母亲没

有离去。而是日夜守护着，想一个小天使守护精灵。老妇人年老体弱，

为此只能由我与你们一起回营去，帮你们煮饭洗衣。 

夜深了，说话声停止了，只听见蝉鸣地叫声，有人低声地哭。天

亮登程赶路的时候，老妇人就已被抓取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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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渐渐坠落，天空渐渐擦黑，风在呼啸，如野兽般，吼得令人

害了怕，天边的乌云挡住了月光。 

在这个夜晚，杜甫来到了石壕村，借宿一晚，粗暴的吼声将入睡

的杜甫惊醒。这家人正在满眼泪水地商量，杜甫询问才知道是官兵来

抓人服役，不奈之下，老翁钻墙而去，那个老妇人开门接待官兵。 

老妇人哭着喊着说:“官爷呀，我的三个儿子都去当兵当了兵啊！

现在只有一个儿子捎书信回来，另外两个儿子已经战死沙场啊！现在

我们只能苟且偷生，家中更没有其他男人了啊！只有尚未断奶的小孙

子，他的母亲还在。家中出入都衣不蔽体了，我虽然是一个老年人，

不过我还是请求参加军队，赶快到河阳去服役，还得在后方做饭勒？” 

到了深夜，已经没有说话音了，只能听见微弱的抽泣声，这个老

年妇女也许哭了一个晚上吧！太阳从东方升起，可这个早晨却是一场

分离的标志，老妇人缓缓走向老翁，细细地道别 与老伴说着以后他们

的规程。杜甫已经出来，见到这一场景，只得退在一旁……等到天完全

亮时，杜甫只与那个老翁道别，便匆匆离去，那个老妪已在车上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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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苍苍，兵荒马乱，我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 

来到这儿我才知道这户人家是很窘迫的，有的只是粥里稀疏的米

粒，而这还是一家人平时都舍不得吃的东西，但他们还是好心的收留

了我，这让我既惊喜又羞愧…… 

半夜，我正睡得香甜，隐约间听到了阵阵嘈杂声，醒来才知道是

差吏乘夜到石壕村捉人征兵。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老翁立刻逾墙逃



走，老妇开门周旋，他们可能是一夜未眠，寝不安席吧。安顿好老翁

后，老妇人慌忙地去开门，还没有等她把门打开，那两个差役就一脚

把门给踹开了，其中一人手拿一本大弯刀，另一个手持一根三尺木棍，

一个个都是凶神恶煞的样子，像是从地狱来的使者。 

“你家的男人都哪去了？快交出来!”差役怒吼道。老妇人泣诉

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捎来一封信，说另外两

个儿子已经牺牲了……”可差吏不相信，非得让老妇人拿出信来给他们

看。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我以为差吏会“高抬贵手”，可一个差役

抽出了手里的弯刀，大发雷霆地说:“你这是违抗皇命，是要杀头问罪

的!”无奈之下，老夫人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成孙子，只好挺身而

出。我本想去拦她的，可妇人的儿媳示意我不要去…… 

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

翁作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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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黄昏时，我来到了石壕村找了一户人家借宿。刚安放好行李

准备入睡时，突然听到门外一声急促的脚步声与“咚咚”的砸门声，

我刚想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就听到屋子的女主人—一位年老的妇女急促

又低沉地说:“老头子，你赶紧跑，怕是那群差役来抓人了！这有我挺

着！”那位老先生连忙笨拙的回应:“你照顾好自己！”随后又是一阵

脚步声。 

我整理好衣物，听见门外大吵大叫和老夫人悲凉地答应:“大人，

这就来开门咯。”我悄悄跟在她身后，扒着门缝观察着一切，只见门

外两个差役愤怒的喊到:“这么慢，赶紧让你家男人出来！”估计是前

面几户都没有捉到男人前去服役，那二人已显得暴跳如雷了。老妇人

悲叹一声，以泪遮面，走上前去对他们说:“大人，您们可不知道，小

人家有多么惨喽！小人的三个儿子都被带去邺城防守，其中两个已经

战死了。这屋子里啊，再也没有别的男人了！小人家只有一个还在吃

奶的小孙子，因为有他在，所以我儿媳还没有离去，这日子过的，家

里连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哇！”说着她偷偷瞥了那二人一眼，发现他

们脸上不耐烦的神情，于是连忙停止哽咽，作势要跪下来恳求二人，



“小人虽然已经这么老了，但是请让我今晚同您们一起回营去吧！赶

快到河阳去服役，还能够给战士们准备早饭啊！”二人阴暗的脸色终

于有了一丝好转，其中一人手一挥，“行，老家伙你就跟我们走吧。”

老妇人连忙弯腰作辑口中还不停的念叨着感激那二人的话…… 

我也长叹一口气，回到自己房间里，可是辗转反侧就是无法入

睡……到了深夜，说话的声音没有了，但隐约听到有人在低声哭泣…… 

第二天，天亮了，我又要出发了，临走前只与那个老先生轻声告

别。我知道，这条路，还有很长，很长…… 

《石壕吏》改写故事 篇 8 

临近傍晚，太阳已不再明亮了，可战乱并未停下，我一边沉思一

边往前走，不知不觉竟然走到了一个叫石壕村的地方，回头看身后茫

茫一片，天黑之前是回不了家了，我敲开了一扇破败的门，看到了一

对年老的夫妇，脸上老泪纵横，见了我，赶忙用打着补丁的袖子将泪

水拭干，看到我白发苍颜，衣着破烂的样子，便问我是否要留宿。我

点了点头，还帮他们伐木砍柴，老夫人对我十分感激，在太阳落山后，

老翁便领我去了里屋，让我躺着不要发出太大声音，我答应着。 

这时院外响起了马车压过枯叶的声音，老翁急忙跳出墙外逃走，

老妇人站在门前，眼泪又一次簌簌而下，原来是抓壮丁的差役来了，

差役大声叫嚷，声音是那么的尖锐刺耳，使我又回到了沉思。当然，

我睡不着，老妇啼哭得多么令人可怜，抽抽噎噎的对差役说:“我的三

个儿子都去邺城服役了，前不久，其中一个儿子捎信回来说，另两个

儿子，已经战死沙场了，活着的人姑且活一天，算一天，死去的人就

永远都不会复生了！我们家里再也没有其他成年男人了，只有一个正

在吃奶的孙子，因为有孙子在，他母亲还没有离去，可她进进出出，

都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我虽然年老体衰，但请让我跟你们去河阳应

征吧，我还可以为部队准备早餐啊！” 

夜深了，说话声也消失了，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战争给平民带来

多少灾难，连一个老妇都不放过，旧愁添新愁，我却无力回天，心中

满是悲愤和叹息，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低微断续的哭声，听着听着，

便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临走时，我就只能同老翁告别，老妇已经被抓去服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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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时期，社会状况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家里的壮丁

和男人都被抓去服兵役。《石壕吏》生动形象的写出了那时的景象，

使人遐想…… 

日暮时分，杜甫投宿到石壕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中，夜里，两个

差役狠狠的敲门，听罢，一阵恐慌之后，老翁翻墙逃走，只有老妇人

独自一人打开门出去应付两个差役。 

差役凶恨的喊道:“你家还有别的人吗？”眼神凶极了，老妇人开

始悲伤的啼哭，走上前对两个差役说:“我的三个儿子都去邺城打仗，

其中一个儿子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儿子都战死在沙场上了，活着的

人姑且活一天算一天，死去的人就永远都不会复生了！ 

如今我已经无依无靠，老妇我家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了，只有个正

在吃奶的小孙子。因为有小孙子在，他母亲还在这里没有离去，但出

门进门连一件完好无损的衣裳都没有了。 

老妇我现在年老体衰，但是我还可以去做饭，请允许我跟从你们

连夜赶回营去。我想赶快到河阳去应征，或许明天早上还能为打仗的

战士们做一顿早饭。 

夜深了，都躺下休息，老妇与差役的说话逐渐消失，杜甫心烦意

乱，无心睡眠，直到清晨，那持续一夜低微断续的哭声才得以停止。

天亮后，杜甫离开后，只能与返回家中的那个老翁告别。或许那个时

候，老妇已经被差役抓去服兵役了吧！ 

这篇不朽的诗作，刻画了官吏的横暴，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

来的沉重灾难和自己痛苦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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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残月最终在西边山头落下，昏暗的空中。只剩下几抹晚霞。

我骑着马走在一片荒凉孤寂之中，我来到了一个寂寥的村子—石壕村，

凛冽的寒风吹刮着石壕村。 

我打算进入石壕村，寻找一户人家投宿一晚，走进去令我感到悲



凉，一路上荒草凄凄，了无人烟，到处是断壁残垣，远，狼烟四起，

战争四起。每家每户都是漆黑一片，周围一片死寂，除了风声，便听

不到任何声音了。我找到了一户人家，便叩门敲击，只听一位老妇问

道:“谁呀？”我回答说:“投诉的人。”只见老妇人从门缝中看了一眼

后，才放心的让我进去。我进去后，看见屋内破旧不堪，老妇人和一

位年轻女子照顾着一个小孩子，一位老翁在不安的坐着，我坐在他身

边，借着那丝丝月光模糊的看到了两位老人的样子，那位老妇人头上

遍布了银发，抬头纹和眼角纹十分重，岁月的艰辛，在她脸上留下了

痕迹，一双眼睛布满了红血丝，一双长满硬茧的手裂开了一道道口子，

衣服早已褪了色，打了许多补丁，老妇人向我讲了他们为何这样惊慌，

话没说完，一声声用力打门的声音便传来，只见老翁一人慌乱的越过

墙走了，我也被年轻女子拉到了屋里躲了起来，只剩下老妇一个人去

开门，老妇颤巍地走到门前，“快开门啊！”一声粗喊便传了出来，

老妇急忙打开了门，想必老妇已经料到是抓丁服兵役的，只见两个壮

丁满脸横肉，犀利的眼光令人胆寒，身材高大，蛮横不讲理。“快把

人交出来。”其中一位壮汉不耐烦的说。两差役十分愤怒，我通过窗

子将外面发生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见老妇人走上前去对差役说:“我

有三个儿子都去，保卫邺城了，其中一个儿子捎信回来说，另两个儿

子已经死在了战场上，我们苟且活着，而我的屋中更是没有人，只有

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子，因为有孙子在，所以他的母亲还没有离去，他

母亲没有完整的衣服穿，我的力气虽弱，但我请求让我今晚跟你一起

回营去，赶快到河阳去服役，我还能够给你们做饭。”老妇说了这样

一段话，让我对他们一家深感同情，老妇为了保全这个家，宁愿自己

去服役，她明知这次是有去无回了。我望着眼前这幕，心中极为痛恨，

痛恨这安史之乱使百姓家破人亡啊！ 

老妇说完后，便一直在门口哭咽，不通人情的差役真是让人愤怒。

深夜里，老妇被差役带去服役了，临走前，她回头最后望了一眼这个

家，我清晰的看到她眼里的那闪闪泪光。 

我坐在板凳上，反复想着发生的一切，第二天天亮，细雨丝丝，

老翁回来了，我与老翁在山头道了别，他的眼被老妇的离开熬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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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了，杜甫乘着月色来到石壕村投宿，正要躺下，忽然听

闻村口有人叫喊，仔细分辨，原来是差役来强行征兵，杜甫穿上了鞋

披上了大衣，静悄悄地走出来一探究竟，借着月色的朦胧和差役手上

的火把，隐约看得清，只见一个老翁带着小跑来到墙边笨拙地翻过墙

去逃路了，一位老妇人出门来应付，差役喊叫的是那样凶狠，老妇啼

哭的是那样悲伤，千里之外都可以听到，老妇走上前悲惨地说:“我的

三个儿子去参加邺城之战，其中一个儿子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儿子

刚刚战死，活着的人姑且活一天算一天，死去的人啊，就永远不能复

生啊。”唉，既然都到此地步了，只能想个法子使他们不进里屋，省

得被发现。家里没有顶梁柱怎行，我只能让我自己去服役应征了，为

了这个残破的家，我只能这样做了，去了尽管不知生死，但至少我尽

了一份力，死不足惜啊!老妇又强挤笑容对差役说:“两位大爷，老妇家

里我再没有其他的人了，只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孙子，因为有小孙子在，

他的母亲还没有离去，但是进进出出连一件完好的衣裳都没有，老妇

我呢，如果大爷们看得上，虽然年老体衰，但也请允许我跟从你们连

夜赶回营去，快去到河阳应征，也许还能够为部队准备早餐。 

夜深了，那墨水洒的更稠了，月光也渐渐微弱，只剩几颗星星挂

在残空上，无比单调，说话声逐渐消失了，还隐隐约约听到低微断续

的哭泣声。 

之后，杜甫又回到房里，脱下衣服，从窗户里看一看微弱的月光，

就躺下睡着了，天亮了，杜甫又起床赶路，此时，杜甫看见了这回家

中的老翁，絮叨几句就分别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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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染黑了天，我却无处容身，只能借住在乡民的草屋之中。晚上

与老翁一同坐在烛火下喝酒，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一旁的老妇人也静

静地缝补衣物，不时被两人的话语逗笑。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吼声，并伴随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快

开门，快开门”，老翁好像懂了什么，脸色大变，扔下酒杯，翻墙走



原来是官爷呀，不知今儿什么风，让您大驾光临?”士兵瞟了她一眼，

恶狠狠得说:“别废话，你家还有什么人？”老妇人略带哭腔得说:“我

家中本有三个儿子，可都去服兵役了，前几天一个儿子写信说，其他

两个儿子都战死了。”说着又用衣袖揩了揩泪水，士兵们可能有些烦

了，道:“反正不管怎样，今天我必须带走一个!”又想要推门而入，老

妇人紧忙拦住，说:“官爷呀，我家中实在是没有人了，只有一个还在

吃奶的小孙子，而他的母亲也因为家境贫穷，服饰已经破旧不堪，不

堪入目了。如果您今天非要带走一个人的话，就带我走吧，我还可以

为你们做饭。”战士们冷笑道:“哼，还算你识相!” 

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老妇人临走前对家的不舍也令我

惋惜，世间怎会沦落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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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灰蒙蒙的，寒冷的北风似乎要把整个人都吞掉，杜甫已无心

再赶路了。在昏暗的光下，他隐约看见了村口的碑上写着:石壕村。 

杜甫在一户人家前轻轻地敲了一下那残旧的门，问道:“有人吗？”

许久，才听见一位老妇人问:“谁呀？”杜甫说:“我是一位过路人，想

借宿一晚，老人家，可否方便？”门“哐”的一声打开了，说道:“原

来是投宿的，快进来，我还以为是官差来又来抓人了呢。” 

夜深了，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犬吠，叫的那样凄惨。接着是一阵急

促的敲门声。“快开门，快开门，迎宾了。”门外的男子喊道。这时，

老翁迅速地翻墙逃走了，老妇人前去开门，那官役进门后大吼道:“怎

么这么迟才开门，快让你们家的壮丁出来。”老妇人抹了抹眼泪哭哭

涕涕地说:“官爷，屋中实在没有人了，我的三个儿子都去戍守邺城了。

两个已经战死沙场，一个尚有言迅，可也是苟且偷生呀。”老妇哽咽

着，官差们正在嘀咕着，一阵啼哭从屋里传来。“还敢骗我们，这不

是有人吗？”官差大叫道，说着便要破门而入。老妇急忙拉住官差的

袖子哀求道:“里面是我还未满年的小孙子，因为他在，他的母亲还没

有离去，家里穷，出入都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如果不嫌弃，就把我

带走吧，兴许在明天早上还能为战士们做上一顿早饭。”差役点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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