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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绝笔》

《100岁，不痴呆》

●+ 焦点阅读

红迷有爱 痴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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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留作纪念的手抄版《红楼梦》，绝不能出现涂改
痕迹。杨昭钦写毛笔字得心应手，但为了避免写错字，
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以便在安静的环境中集中精力，
抄写到上午8点才停笔。

杨昭钦不赶进度，每天只写千余字，无论严寒酷暑，
天天如此。“抄写《红楼梦》是一种享受，急不得！”他说，
每每抄到书中的唯美诗词，他都会停下笔，小声诵读起
来，仿佛进入了诗中的意境。

两年半时间，杨昭钦用坏了几十支毛笔，他觉得很
值，“自己每天都像在大观园中走了一遭”。今年年初，抄
写工作大功告成，他把手抄本送到装裱店进行剪裁装订，
并给15本书统一做了锦缎封皮，显得古朴典雅。杨昭钦
把这套手抄版《红楼梦》珍藏在书柜中，当成他的最爱。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叶永烈见证了许多名人的传

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即逝的历
史瞬间。他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
篇幅，清晰地记述一段段人生，书
中人物带着历史的烟尘扑面而
至。一边是悟道，一边是感慨，这
样的绝笔，该让多少历经沧桑的人
唏嘘不已。

作者：（日）白泽卓二
出版社：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患老年痴呆症的人，往往都

能够长寿。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按
照一定的方法来做，成为百岁老人
绝对不是梦。本书详细介绍了
101种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方法，通
俗易懂，生动有趣，帮助人们认识
老年痴呆症，提高生活质量，拥有
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

尝尝“宝玉饭”
品品“妙玉茶”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提到，由于宝玉等不及开饭，
“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爪齑忙忙地咽完了”。此
茶泡饭引起了李文芳的极大兴趣，她专门泡了一壶好茶，
蒸好米饭，和在一起，顿时茶香四溢。就着鸡爪，李文芳
挖了一勺米尝了尝。不料，米饭竟全是茶涩味，简直难以
下咽。“我顿时感觉自己被蒙骗了。”李文芳笑道，“真不敢
想宝玉是咋吃进肚的。”泡好的米饭不能白白丢掉，她只
好就着咸菜勉强吃完。

《红楼梦》中的美味佳肴多是曹雪芹的想象，如果当
真，说不定就是黑暗料理！茶泡饭不好吃，妙玉用收藏一
年的雪水泡的茶总该好喝吧？李文芳又动了心，不过现
在空气污染严重，最好还是别饮用雪水了。

在一个空气清新的雨后清晨，李文芳拿着小瓶，跑到
自家种的月季花丛中，一点点地收集露水。她说：“我用
露水泡茶，比妙玉的雪水还珍贵。”她没想到的是，露水收
集起来实在困难，花了一个多小时，她只收集了一小酒
杯，衣裳倒被打湿了半截儿。第二天，她猛然想起昨天收
集的宝贝，打开瓶一看，露水早蒸发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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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15本装裱精美的手抄《红楼梦》，翻开扉
页，一排排竖排小楷映入眼帘，毛笔字工整而秀气。这是
八旬老人杨昭钦今年年初完成的杰作，整部《红楼梦》，他
抄写了两年半。问及缘由，他说自己太痴迷“红楼”！

书法与阅读是杨昭钦的两大爱好，20世纪50年
代，他开始接触《红楼梦》，这本传世经典成为他的最
爱。半个世纪过去了，杨昭钦已记不清看了多少遍
《红楼梦》，谈起书中的人物，他能讲半天。

2012年9月，杨昭钦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他想用
毛笔把《红楼梦》抄写一遍。他觉得：“这部名著常读常
新，抄写一遍相当于又精读了一遍。”

《红楼梦》篇幅那么长，抄写起来是个大工程，况且
杨昭钦年事已高，写字太久会头晕眼花，可他决心已定，
买好宣纸，剪裁齐整，再一张张打好竖格，工程开始了
……杨昭钦参照的是简体字版《红楼梦》，为了能凸显手
抄版《红楼梦》的古韵，他改用繁体字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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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被誉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吃喝玩
乐样样齐全，特别是红楼儿女吃的一道道美味菜肴，真让
人垂涎欲滴，以至于不少饭店推出“红楼宴”来吸引顾客。

《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书中介绍的菜肴究竟味道如
何，无人知晓。李文芳是个骨灰级的红迷，曾痴痴地尝试
制作该书中提到的菜肴。她说：“曹雪芹是个百事通，文
学造诣很高，还懂美食养生。每次看到他写宴席的片段，
我都会馋得肚子咕咕叫。”

喜欢《红楼梦》的人，对刘姥姥品尝的那道用10只鸡
做配料腌制出的茄鲞一定印象深刻。李文芳做不出如此
美味，只能照葫芦画瓢做一些尝尝。

红楼菜肴啥味道

□记者 何奕儒

露水泡茶难做到

用坏毛笔几十支

痴迷抄写《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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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不过瘾
抄书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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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自诞生之日
起，就不缺铁杆儿粉丝。专家

学者“深入”大观园钻研“红楼”，普
通百姓也常津津乐道，有人甚至不惜
重金收藏晚清至今各种版本的《红楼
梦》，有人费尽心血把红楼儿女描绘出
来，也有痴人模仿《红楼梦》中的语言
风格，自创“红楼体”。“红楼”一梦，

无数痴情男女沉醉其中，留下
了许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