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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长风回忆录】

坚持 15年，抄录 200多万字，长风这位阿姨能书善画

笔者后记

15个“春秋”，200 万字，工工
整整用小楷抄录，真的不容易。沪
上不说，在我们长风地区，能抄录
《红楼梦》《水浒传》的，恐怕是“唯
一”吧。 唐红妹是工人家庭出生，
不是书香门第之后；没有进过艺
术院校，不是“学院派”。 她的书
画是业余爱好。 她的抄录名著，
不为名 、不为利 ，是 “为外孙 、外
孙女而抄录”的。在唐红妹身上，
有着中华民族向来具有的坚忍

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 中华民
族古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传
说 ，又有水滴石穿 、铁杵磨成针
的汉文化典故。唐红妹是灯泡厂
钨丝工，“灯泡照明靠钨丝。钨丝
熔点高，不容易熔断。 ”用灯泡的
钨丝来比喻唐红妹的抄录精神，
我觉得也不为过。我对唐红妹抄
录成功 200 万字的《红楼梦》《水
浒传 》这一股 “韧劲 ”，表示由衷
的敬意！

文 朱惠兴

近日，长风三村居委会的老年
活动室里展示了三村居民唐红妹
的书画作品，其中唐红妹用小楷抄
录的《红楼梦》《水浒传》博得众
人喝彩。
在此之前，我对唐红妹作了访

谈，她谈起了手抄《水浒传》《红楼
梦》的来龙去脉。

“歌友”建议：学习画图
唐红妹退休后，如何过好自己

的退休生活？她选择了到长风公园
去唱歌。原来，长风公园铁臂山前银
锄湖畔的长亭里，有一个“歌友会”
群体。每天早上，只要天晴，这儿歌
声嘹亮。歌友中有一位参加了长风
一村老年大学画图兴趣班，建议她
去学习画图。唐红妹正好对画图感
兴趣，便也参加了。画图班开设了工
笔画、写意画几个班级。唐红妹对写
意画悟性快，画作受到老师称赞。
有一次，老师对唐红妹说：“书

画书画，先书后画，你还要练书
法。你看名家的画作，那些书法题
词是多么显劲道，书法可以提升
画面意境。”唐红妹一听有理，随后
练习书法。
唐红妹做事情有一股子韧性，

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底，把
事情做好。经过三年（2001 年———
2003 年）老年大学的学习与苦练，
唐红妹“毕业”了，她的书画俱佳，
更为可喜的是，她的艺术欣赏能力
也得到了提升。

外孙、外孙女的“成人见面礼”
2004 年，大女儿生了个儿子。

2006年，小女儿生了个女儿。如何
给长大后的外孙、外孙女一个有意

义的“成人见面礼”呢？唐红妹突然
想到：用小楷抄录《水浒传》《红楼
梦》，分别送给外孙、外孙女。《水浒
传》里的人物，男孩子一定喜欢的。
《红楼梦》里的人物，女孩子一定喜
欢的。说做就做，唐红妹当即动笔，
先抄录《红楼梦》，再抄录《水浒
传》。
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红楼

梦》1020 千字，《水浒传》992 千
字，没有一股子韧性，谁能坚持得

了？唐红妹每天竖行抄录一张（线
装成册时为正反两面）1500 字（含
标点符号）。从 59岁开始写，一直
写到 2020 年 11 月 7日，结束时她
已经 73岁。唐红妹写了 15个“春
秋”（天热不写、天冷不写，春秋天
写，是标准的笔墨“春秋”），抄写
成 200万字的“巨著”！

老公支持：装订“手抄本”
老公史耀骏甘当“贤内助”。他

购买宣纸裁剪，甚至有一次从安徽
宣城购买宣纸；帮助装订，钳工出身

的他跟着电视学了一遍即会。史耀
骏装订了 9本《水浒传》，每本 116
张，共 1052 张（内容 992 千字）；
装订了 11 本《红楼梦》，每本 100
张，共 1100 张（内容 1020 字），合
计 20 本 2152 张 （内容 2012 千
字）。两位女儿也很支持母亲抄录
名著，帮其购买笔墨。
如今“二胎”放开，小女儿又生

了个儿子。“你再抄录一部名著吧。”
我打趣道。唐红妹说：“不行了。就让
两个外孙共享一本《水浒传》吧。”
是啊，年龄上去了，年龄不饶人啊。

素菜
文 吴畏（大华清水湾）

要过年了，素菜，故乡南京的传统菜，常常浮上
我这古稀老人的心头。过去，我们全家每年除夕的晚
餐席上，都会有，即便后来常去饭店吃年夜饭，也必
定要把它带上！
我自幼生长在上海，最先把自己与故乡联结在

一起的，是奶奶那口浓浓的南京话。其次呢，则是小
时候，我这个大孙子，临近年关的必做“功课”，跟从
走路颤巍巍的缠足的她，到菜市场里，拿出一把好不
容易攒起的“豆制品券”（上世纪 60 年代上海实行
的副食品配给制度），把东西一样样买齐，包括豆腐
干、薄百叶、黄豆芽、油面筋、水芹菜、黑木耳、黄花
菜、酱瓜、洋生姜等，足有两大篮，我帮着把它们拎回
家。到了家里，老人家会仔细地把一样样择净、洗清、
切细，然后再一样样分别煸炒起锅，最后，与事先刨
丝、晒干、炸脆的胡萝卜丝一起拌炒，一道色泽鲜艳、
油光润滑的“什锦菜”，也就是南京人俗称的“素
菜”，才算大功告成了。家里的一只大钵头，被堆得
满满的，总有十几斤之多。每逢用餐，都会盛上两碗，
还要淋些麻油，香喷喷的，吃的时候，又可以蘸点镇
江醋，那滋味真是好极了。因此，在整个过年的餐桌
上，油腻吃多了，它却是清淡可口，最受欢迎、也是消
耗得最快的一道美肴，要不了三五天，钵斗就见底
了！
后来，奶奶过世了，这道菜传到了父母亲的手

里，尽管过年的菜肴丰富了许多，但它仍是一项“保
留节目”。待到母亲故去，父亲垂垂老矣，连我们也
成了花甲之人，这“素菜”就成了自己的年末功课。
只不过，我们常会偷些懒，一般是先由妹妹把东西采
办齐，到小年夜那天，我们夫妇回到上海父亲家中，
再动手择洗干净，切丝，煸炒，在一旁看的父亲，已是
耄耋老人的他，免不了要嘟囔：切得太粗了，火要关
小点，拌抄得要再均匀些！
当然，随着父亲的离世，这道家乡菜，我们都嫌

太过麻烦，懒得再采买、炒制。但是，当初我分送品尝
过素菜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家里过年的桌上却出
现了它的踪迹！我们听说上海的不少知名商圈里，已
经开设了“南京大排档”，就忙不迭地赶去，拿起菜
单，那道“素菜”赫然在目，可是，一品尝，刀功粗糙
不说，配料也就百叶、芹菜、胡萝卜、黑木耳几样，那
味道，更是差得忒多了！我突发奇想：这道家乡菜，最
好，能有工厂标准化的生产、真空型的包装，也许，这
可能成为像南京的盐水鸭那样的一个品牌，把那股
浓浓的亲情、乡思浓缩在里边，久久地传承下去！

【生活札记】 【精彩瞬间】

书法 栾复森（康泰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