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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德国新生代作家当中，尤莉娅·弗兰克是个人经历非常坎坷的一位。
她于一九七0年生于前东柏林，母亲是一位演员，父亲则从来没有与她们一起生活过，弗兰克还有两
个异父姐姐和一个双胞胎妹妹。
八岁那年，在多次提出移民西部的申请终于获准之后，母亲带着她们四姐妹得以成行，先是在一个收
容所里度过了九个月，母女五人挤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里，后来在石荷州的一个小村庄定居。
十三岁的时候，弗兰克得到母亲的允许，离开家庭，只身前往柏林，投奔这里的朋友，断断续续完成
了中学课程，后来进入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法律、古美洲学、德语文学和哲学。
在没有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她只能靠打零工维持学业，她做过十年的清洁工，还做过保姆、护工、打
字员，给电台和报社打杂。
弗兰克自小喜爱文学，在收容所栖身那段日子里，每周会有图书馆送书来，母亲给了她一些本子，于
是她用来写日记、编故事，写作已经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乐趣，而是活下去的动力。
在弗兰克二十五岁那年，她的一篇短篇小说获得了柏林“开放的麦克风”文学竞赛的一等奖，这个比
赛在德国文学界有着相当的分量，它给了德国的青年作家以脱颖而出的机会。
能够在这个比赛中获胜，极大激励了弗兰克的创作热情，也为她走上文坛提供了机遇。
后来，她陆续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新来的厨师》（1997）、《谄媚之人》（1999）、《营火》
（2003），以及两部短篇小说集，《腹部着地》（2000）、《我没什么，你没什么》（2006）。
　　《午间女人》出版于二00七年，并且获得了当年的德国图书奖。
《午间女人》的时间跨度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围绕着女主人公海伦娜
的成长经历，生动再现了德国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
而在作品的序幕中，海伦娜遗弃了她的亲生儿子彼得。
弗兰克在十年前便有意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它取材于发生在弗兰克家庭中的真实故事。
弗兰克的父亲于尔根·塞米施生于一九三七年，在二战结束之后，他被母亲遗弃在一个小火车站。
这件事给他造成了深重的伤害，使得他痛恨自己的母亲，并且发展为对所有女性的不信任。
弗兰克自小便不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直至父亲去世前几年才真正了解了他。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弗兰克本人也做了母亲，她越来越想知道，为什么她的祖母会做出那样的决
定，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
弗兰克做了大量调查，她到过祖母的家乡鲍岑，到市府机构查阅案卷，她得知，她的祖母是一个护士
，出身于一个经济状况良好的市民家庭。
在抛弃儿子之后，她在原东德地区与姐姐生活在一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去世。
她将遗产留给了一位同事，并且早在十五年前就立下了这个遗嘱：据她的同事说，她一直过着深居简
出的生活，寡言罕语，与人交往很少，因而显得有些古怪，这位同事虽然与她认识了几十年，对她有
一个亲生儿子的事实却毫不知情。
这一点尤其让弗兰克感到惊异，一个做母亲的人，怎么能如此决绝地否认儿子的存在呢？
何况，在二战期间，她的丈夫已经在事实上抛弃了他们母子，她是与儿子相依为命地挨过了战争岁月
。
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曙光就在眼前，为什么她偏偏在这个时候丢下了自己的儿子呢？
这个问题一直在弗兰克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在她写出了《午间女人》这部小说之后，她也没有找到一
个确定的答案。
我想，对于弗兰克而言，在她完成了这部小说之后，答案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重要的是写作的
过程，也便是她追寻与思索的过程。
　　弗兰克在童年时期较为亲近的是她的外祖母，发生在外祖母家庭中的故事，也同样引发弗兰克的
思索，并且对《午间女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她的外祖母英格博格出身于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一位化学家，负责一家大型化工厂，而母亲则是一
个犹太人。
在纳粹当政时期，他不断受到纳粹的威胁，要他与妻子离婚，在二战的最后两年，他只能让妻子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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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下室里，并且被解除了在化工厂的职位。
他们的四个孩子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进了劳改营。
英格博格是一个雕刻家，在当时的德国，她是完成了石刻艺术学习的唯一的女性。
尽管她在艺术上才华出众，由于犹太出身，仍然被迫离开了德国，前往意大利。
在意大利，她与一位德国画家相爱，但根据《血统保护法》的规定，他们根本不可能结婚。
虽然英格博格从小接受的是富裕市民的传统教育，也不得不生下了两个非婚生的子女，并且，在后来
有机会回到柏林的时候，她的父亲拒绝接纳这个未婚生子的女儿。
纳粹统治者执行的排犹政策，使得一个人的血统与出身给生活打上了多么坎坷、无奈、屈辱的烙印，
这是弗兰克创作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动机。
 　　弗兰克本人生长于和平年代，对于战争完全没有个人体验，《午间女人》的故事发生在她完全陌
生的历史时期，为此她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弗兰克注意到一个问题，在二战期间，许多德国妇女杀死自己的孩子而后自杀，而将
孩子送到乡下，在城镇遭到大规模轰炸、物资匮乏的最后两年，更是非常普遍的行为。
反观今日的德国社会，遗弃孩子是大悖人伦之举，甚至将孩子托付给他人或是机构，都已经成为了不
可理解的事，大部分德国妇女认为，母亲是孩子唯一的监护者，她们当仁不让地独立担负起哺育、照
顾和教养孩子的责任，认为孩子只有留在亲生母亲的身边才是最好的选择，从而拒绝将孩子送进托儿
所、幼儿园、学前班等机构。
纳粹的罪行，纳粹时代造成的恶劣后果，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了今日的德国社会，延伸到人们对于母亲
和家庭的观念。
 　　以上是对于《午间女人》的作者以及创作背景的一点介绍，它主要来自于二00八年七月在德国举
行的《午间女人》翻译讨论会的纪要。
我作为这部作品的中文译者也得到了邀请，但是，由于我必须照顾我两岁的儿子，无法分身前往。
感谢作者弗兰克，将讨论会的纪要以电子邮件发给了我，并且回答了我向她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翻译《午间女人》过程中，我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它描摹的历史环境，从一些
重大的历史事件，到风土习俗、建筑、街道、服装、戏剧电影、书籍杂志等等，弗兰克力图还原真实
的历史细节，这些对于我而言，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查阅资料，查而不得便只能求助于作者本人了。
当这些疑惑得到解答之后，更让我感受到弗兰克严谨而细致的创作态度，例如，作品中海伦娜读了一
本德国诗人贝恩的诗集，引用的诗中有一个字我遍查无获，弗兰克告诉我，它也许是诗人自造的一个
词，也许是印刷错误，初版诗集便是这样印的，而一后来再版则改动了。
但是由于作品中海伦娜当时读的应该是初版，便照录下来，以符合历史真实。
另一个困难在于，弗兰克致力于“画面感的语言”，努力让读者看到立在面前的人物。
她以一种冷静旁观的态度来叙述，鲜有心理描述，她认为那应该交给读者，让读者用心灵的眼睛去体
会。
将这种“画面感的语言”转换成中文，读者可以想见对我提出的挑战。
 　　最后，关于《午间女人》这个书名，弗兰克向许多德国媒体做过解释。
“午间女人”的形象来自于作品中海伦娜的家乡鲍岑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对于此地区之外的德国人
也同样是陌生的。
作品中只有一次提到了“午间女人”形象，我在译文中做了注解，解释了这个传说故事。
弗兰克曾几度更改书名，最终选择了“午问女人”。
这个传说故事让她感兴趣的，在于它所描摹的沉默与语言、生与死之间相互纠结的关系，以及文学创
作与手工纺织之间的类似。
从而，弗兰克塑造了一个逐渐失语的海伦娜的形象。
而她是如何失语的，为何会失语的，相信尊敬的读者会自己从作品中去寻找，我不再哕嗦了。
 　　杜新华 　　二00八年十一月六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午间女人>>

内容概要

1945年的德国，一个小火车站上，难民如潮。
海伦娜带着七岁的儿子捱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
苦难已经过去，新生活就要开始，然而，她将儿子留在了月台上，一去不归⋯⋯本书讲述了一位德国
女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坎坷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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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莉娅·弗兰克（1970），生于德国柏林，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古美洲学，哲学和德意志语言文学
。
1995年在柏林“开放的麦克风”文学竟赛中取得优胜，1997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来的厨师》，
后又出版长篇小说《诌媚之人》（1999），短篇小说集《腹部着地》（2000）、长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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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窗台上站着一只海鸥，它在鸣叫。
听那叫声，仿佛整个波罗的海都在它的喉咙里，高耸的，是泛着泡沫的浪尖，明净的，是天空的颜色
。
它的叫声在国王广场上回荡，这里一片静寂，原本耸立在这里的大剧院已成了断垣残壁。
彼得眨了眨眼睛，他希望海鸥会被他眼皮的颤动吓跑，从这里飞走。
自从战争结束之后，清晨的静谧让彼得觉得是一种享受。
几天前，妈妈给他在厨房里搭了一张床。
他已经是个大男孩了，不应该再睡在妈妈的床上。
一缕阳光射在他脸上，他拉起被单挡住了脸，倾听着柯岑斯卡太太柔和的声音。
那声音来自楼下的公寓，从石子地面的缝隙里传来。
这邻家的女人在唱歌。
啊，亲爱的人，你游来吧，向我游来。
彼得喜爱这个曲调，喜欢她的歌声里的忧伤、期盼和哀愁。
与这些感觉相比，他是多么渺小啊，他盼着长大，没有比长大更好的事了。
阳光将彼得脸上的被单晒得暖洋洋的，这时他听见了妈妈的脚步声，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脸上的被单被一把掀开了。
快，快，起床了，她提醒他，老师在等着呢，妈妈这样说。
其实，福克斯老师很久都没有过问某些学生缺课的原因，他们至少每天都应该去一下的。
这些天来，他和妈妈每天下午都提着小箱子到火车站去，想搭上去往柏林的火车。
然而每来一列火车都是人满为患，他们根本挤不上去。
彼得起床去洗漱。
妈妈叹息了一声，脱掉了鞋。
彼得用眼角偷偷瞥着妈妈，看着她摘下围裙，放进洗衣盆里。
她的白围裙每天都浸透了黑炭、血污和汗渍，她得泡上几个小时才能把它泡软，然后再拿出洗衣板来
搓洗，搓得两手红通通的，臂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
妈妈两手摘下头上的小帽，从头发里抽出发针，一头鬈发软软地披散在肩膀上。
在她做这些的时候，她不喜欢彼得在一边看着她。
她瞥了他一眼，说：这也要看。
他觉得，当他洗下身的时候，妈妈好像露出了一丝厌恶，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用一把梳子梳着自己浓
密的头发。
头发在阳光里闪着金光，彼得想，我的妈妈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妈妈啊。
 　　这年春天，俄国人占领了什切青，有几个士兵在柯岑斯卡太太家里过了夜，从此以后人们还会听
见她一大早唱歌。
上个星期，妈妈有一次坐在桌边补缀围裙，彼得在高声读书，这是福克斯老师布置的作业，要他们练
习朗读。
彼得讨厌朗读，有时他觉得妈妈并不怎么在听。
可能她不喜欢自己的安静被打扰吧。
当彼得读到某个句子，忽然把声调放低的时候，妈妈往往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并没有发现。
他一边自己这样读着，一边悄悄听着柯岑斯卡太太的歌声。
真该拧断她的脖子，他听见妈妈很突兀地说。
彼得吃惊地看看妈妈，而她只是微微笑了笑，将针刺进亚麻布里去。
　　去年八月的轰炸将学校完全炸毁了，从那以后孩子们就在福克斯老师妹妹的牛奶店里集中。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了，福克斯小姐抱着胳膊，靠墙站在空荡荡的柜台后面等着。
尽管她的耳朵已经聋了，她还是常常把耳朵捂起来。
店铺的大玻璃窗已经完全破了，孩子们坐在窗台上，福克斯老师给他们讲解着黑板上的算术题，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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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乘三。
孩子们问他，德国在哪里打了败仗，但是他不肯告诉他们。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德国人了，而且他为此而高兴。
那么，孩子们想知道，我们算是哪国人呢？
福克斯老师耸耸肩膀。
彼得今天想问问他，他为什么为此而高兴。
　　彼得站在洗脸池前，用毛巾擦干肩膀、肚子、下身和双脚。
如果他不按这个顺序来——这已是很久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了——妈妈就忍不住要发脾气了。
她把干净的裤子和他最好的那件衬衫递给他。
彼得走到窗前，敲了敲玻璃，海鸥振翅飞走了。
自从对面临街的房屋和背街的房屋以及这条街上的电车消失之后，彼得可以一眼看到国王广场，那里
，只剩下了残破的大剧院。
　　别太晚回家，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妈妈这样说。
昨晚医院里有个护士说，今天和明天有加班火车。
我们得离开这儿。
彼得点点头，几星期以来他就盼望着能乘上火车。
他还只坐过一次火车，那是两年前的事，彼得刚刚上学，爸爸来看他们，他们坐了一次火车，爸爸和
他，他们两个去维尔腾看爸爸的一位同事。
战争结束已经两个月了，爸爸还没有回来。
彼得很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她不想再等等爸爸，他多么愿意让妈妈信任自己啊。
　　去年夏天，就在八月十七日前的那个晚上，彼得一个人在家。
妈妈在这个月里经常连着值两个班，下了晚班直接上夜班，一直留在医院里。
她不在家的时候，彼得总是很害怕，他怕在这黑暗中会从床下面、从墙和被单之前伸出一只手来。
他感觉着紧贴在腿边的折叠刀的金属质地，一遍遍地想象着，如果那只手出现，他将要多么迅速地把
刀拔出来。
这天晚上，彼得趴在妈妈的床上，像以前的所有夜晚一样，仔细倾听着。
他趴在床的正中央，这样比较好，因为无论哪一面都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及时发现那只手。
他一定要迅速而坚决地刺出去。
当他想到如果那只手出现时他会吓得不敢动弹，无法对着它举起刀来，他就会冒出一身冷汗。
　　彼得还没有想清楚，他的两只手该如何动作。
他一只手紧握着刀子，另一只手则捏着厚厚的被子，把脸贴在上面。
第一声警报响起来了，声音很小，甚至是轻柔的，接着就变响了，变成了长久而尖锐的嘶叫。
彼得闭上了眼睛，任由警报声烧灼着他的耳朵。
彼得不喜欢去地下室。
一阵静谧。
他总能想出新办法来不去地下室。
警报声更响了。
他的心跳得快了，仿佛跳到了嗓子眼。
全身都变得僵硬了。
他不得不深呼吸。
因为那床鹅绒被。
彼得把脸埋在妈妈的枕头里，呼吸着她的气息，仿佛这样能填饱肚子似的。
之后安静下来了。
一种强有力的安静，彼得抬起头，听见自己的牙齿在打战，他拼命咬紧牙关，让两排牙齿合拢，低下
头去，将脸孔埋在鹅绒被里。
他的脸在枕头上蹭来蹭去，同时来回摇晃着脑袋，枕头下发出了沙沙声。
他小心地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指尖触到的是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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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阵可怕的轰鸣冲进他的耳鼓，是第一颗炸弹的声音，彼得的呼吸加快了，紧接着是噼噼啪啪
的声音，窗玻璃承受不住压力，碎了，身下的床在颤抖，彼得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动了起来，他
却动弹不得。
接下来是一阵静止。
他不去管外面发生了什么，用空着的一只手抽出来一封信。
彼得认出了那字迹。
他忍不住狂喜地笑了，啊，是爸爸，啊，他险些忘了，爸爸是永远都愿意保护他的。
这是他的字迹，没错，他用M来代替“我的”，用A来代替爱丽丝。
这些字母是不会动摇的，一个挨着一个，什么也不能伤害它们，无论是警报，还是炸弹，或是火焰。
彼得对着它们轻轻地笑了。
眼睛有些灼痛，字迹变得模糊了。
爸爸好像是在抱怨什么。
彼得一定要读读这封信，这是他的保护者的信，他一定要读读信上写的什么，只要他读下去，他就不
会出事。
整个德国都在经受命运严峻的考验。
信纸在彼得的双手中颤抖，一定是由于床的颤动。
只要是德国所要求的，他就会尽最大的努力。
她问他是否并不在造船厂工作。
船厂，是啊，警报在呼啸，那并不是船上的汽笛，而是来自别的地方。
彼得流下了眼泪。
别的地方更迫切地需要像他这样的工程师。
一阵沙沙声从很近的地方传来，好像就是窗下，一声巨响，接着又是一声，声音更大。
帝国高速公路已经完工了，在东方没有多少事情可做。
没有多少事情可做？
彼得又听见了轰炸声，火药味使得他的鼻子有些发痒，接着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气息，但是彼得还在
笑，他仿佛觉得，只要手里有爸爸的这封信，他就会平安无事。
爱丽丝。
彼得的妈妈。
她抱怨他信写得太少。
外面冒着浓烟，却没有什么烟气，是着火的噼啪声吗？
这跟她的出身一点关系也没有。
什么一点关系也没有？
什么出身，爸爸写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钱的事。
是叫做“汇票”吗？
还是“驱逐出境” ？
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有所改变。
　　要读懂这封信真累啊。
他本不该像今天这样只认得这么点字，都上了快一年学了，马上就要八岁了。
也许他应该相信这封信的保护力，但这信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彼得没能把它读完。
　　这天早晨，当他走向福克斯老师的牛奶铺子的时候，一切都很好，他不再需要爸爸的信来捱过一
个夜晚，再也不需要了。
战争结束了，今天他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他和妈妈。
彼得在排水口里发现了一个锡罐，踢了它一脚。
多好啊，它丁丁当当地滚向前去。
恐怖过去了，梦里都不会再回忆起这些。
彼得想起了冬季的第一波进攻，仿佛又感觉到他的朋友罗伯特的手，那次他和他一起沿着漆成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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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篱笆蹦跳着，想穿过柏林门街，跳进报刊亭前面的壕沟去。
他们的鞋踏在冰上太滑溜了，两人摔了出去。
不知道是什么打中了他的朋友，他的手和他的身体分了家。
然而彼得还是又往前冲了几米，一个人，似乎离开朋友加快了他的速度。
他还能感觉到那只手，厚实而暖和，而且很久没有松开。
后来当他发现他还握着那只手的时候，他无法将它就那样丢在壕沟里，而是把它带回了家。
妈妈给他开了门。
她命令他在椅子上坐下，劝他伸开手。
她蹲在他面前的地板上，手里捏着一条绣着她名字大写花体首字母的白色餐巾，等着，她抚摸他的手
，揉着它，直到他挣脱开为止。
　　直到今天彼得还在琢磨，她这是在干什么。
他对着那个锡罐又用力踢了一脚，踢得它咕噜咕噜滚到街对面去了，险些滚到了牛奶铺子门前。
此时他仿佛还握着罗伯特的手，在接下来的一瞬间，又仿佛这只手握着他，而且爸爸的那封信与这件
事的关系比任何事的关系都密切。
他已经两年没见过爸爸了，更没跟他提过这只手的事。
　　去年夏天，在八月里那个大轰炸之夜，在彼得读爸爸那封信的当儿，每三四句他还只能读懂一句
。
这封信对他没有什么帮助。
双手在颤抖。
爸爸说他对他儿子的母亲是尊重的，他愿意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认识了一个女人。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又是密集的爆炸声，密得在刹那间耳朵都忙不过来，接着是卡嚓声，呼喊
声。
彼得的目光飞快地掠过信上的字迹。
爸爸要他们拿出勇气来，战争一定很快就会胜利。
他，爸爸，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回不了家，作为一个男人，生活要求他有决断，但是他很快就会再寄
些钱来。
彼得听到噗通一声，不知是什么撞在了房门上，说不清那声音是因为炸弹、警报还是发自一个人。
他把信折起来，塞回枕头下面。
他在发抖。
烟熏得他的双眼流泪，这个城市在热浪中变成了一片火海。
　　不知道是谁抓住了他，把他扛在肩膀上，沿着楼梯跑进了地下室。
几小时之后，他跟着别人一起爬到外面，天已经亮了。
到他家的楼梯还在，只是栏杆已经被炸断，横七竖八地躺在台阶上。
到处都冒着浓烟。
彼得四脚着地爬上台阶，面前横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不得不从那上面爬过去，撞开房门，走到餐
桌旁坐下。
太阳直射在桌上，他眯缝起了眼睛，阳光竟然这样好。
他感到口渴。
他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过了半天才站起身来走到水池边。
他拧开水龙头，可是只听到咕嘟咕嘟的几声，没有水。
妈妈可能要过几个小时才能回到家。
彼得等着妈妈。
等着等着，趴在桌上睡着了。
是妈妈叫醒了他。
她用双手抱着他的头，紧紧地搂着他，然而当他也用双臂搂抱她的时候，她却松开了他。
家门还开着。
彼得看见走廊上那个黑乎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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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昨天的那一声尖叫。
妈妈打开一个柜子，把床单和毛巾搭在肩上，又从抽屉里拿了蜡烛，她说，她马上还得出去。
她要彼得帮她拿东西，医院里缺少绷带和消毒用的酒精。
他们跨过家门前那堆烧焦的肉，彼得从那双鞋上才认出这是一个人，已经烧得蜷曲了。
彼得发现了一个厚厚的金怀表。
在那个早上，一种近乎幸福的暖流涌进他的身体，因为他知道这表不可能是柯岑斯卡太太的。
　　照片上是一个身材魁伟的男人，穿着很高级的西装，一只手撑在一辆锃光瓦亮的黑色汽车上，很
有派头地斜站着，明亮的眼睛望着天空，仿佛在与命运之神对视，至少也是在看着空中的几只鸟。
这照片还放在厨房的一个玻璃镜框里。
彼得的妈妈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爸爸会回家来，把他们接到法兰克福去。
爸爸在那里修建一座横跨美茵河的大桥。
到那时彼得就可以到正规的学校去读书了，妈妈这样说。
听她说着这样的谎话，彼得感到很不舒服。
他为什么不写信来呢？
彼得像是反诘一样地问道。
因为邮路，妈妈回答，自从俄国人来了以后，邮政局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彼得闭上了眼睛，他为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害臊。
从那以后，他就和妈妈一起等待着，一天天地等着。
可能爸爸和他们想得不一样吧。
　　一天晚上，妈妈到医院去上班，彼得到她的枕头下面去翻。
他想弄个明白。
可是信不见了。
彼得用一把很锋利的小刀弄开了妈妈的写字台，可是他只找到了一些文件、信封，还有放在小盒子里
的几个马克。
彼得把妈妈的衣柜也翻了个遍，把她熨得平平整整、叠得井井有条的围裙和内衣都拿了起来。
柜子里放着两封信，是埃尔莎姨妈从鲍岑寄来的。
埃尔莎的字写得很潦草，彼得只认出了前面的称呼：我的小爱丽丝。
彼得再也没找到爸爸的信。
　　这天早晨，当彼得踏进牛奶铺子的时候，福克斯老师和他妹妹都不在。
孩子们百无聊赖地等着，看着那些走进店铺的大人，他们先是犹疑的，后来就旋风一样冲进来，把所
有的柜子都打开，把箱子、大木桶和大罐子都翻了个底朝天。
他们骂骂咧咧的，没找到一滴酸奶油，没找到一块黄油。
一个中年女人朝着柜子踢了一脚，把一扇柜门踢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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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午间女人》讲述了一位德国女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坎坷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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