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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
!

图

儿时有了自己的!红楼梦"

!老头子"天这么冷进屋里写吧#祁桂芹站
在门口对正在专心写$红楼梦%续集的李朝发
说道& 李朝发闷着头像没听见一样"仍趴在院
子里的小四方桌上聚精会神地写着& 幽静的农
家小院里"种着几棵桃树"枝头含苞待放的花
骨朵在寒风中飘摇起舞&

李朝发"这位年近六旬的农村地道泥腿子
为何要续写$红楼梦%续集呢' 在续写的背后他
又经历了些什么呢'续写$红楼梦%

"#

年至今为
何(梦#难圆' 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
访"从而揭开了一个农民老翁的)红楼*梦想+

李朝发出生于安阳市道口县瓦岗乡周道
村"历史上隋末著名的!瓦岗起义*就发生在这
里& 用李朝发的话来说,)我的出生地给我带来
了无尽的历史知识"也给我带来了巨大悲痛& *

自幼李朝发就与其他伙伴不同"他特别喜
欢听老人讲历史故事& 老人口中所讲述出来的
那些传奇故事"在李朝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
希望种子& 他时常幻想能够像故事中的英雄人
物一样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可面对现实"

那种强烈的愿望成了他一生都解不开的心结&

一次"他来到村上经常听老人讲故事的家
里"嚷求老人给他讲故事听& 就是在那时"李朝
发第一次听到了$红楼梦%的故事& 动人的故事
情节"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在他的心灵深处
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自此以后"他没什么事情
了就去老婆婆家听故事& 渐渐地"他迷上了$红
楼梦%& 懵懂中"他开始幻想什么时候能够像书

上那样住上)红楼*该有多好啊'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
为自己设计建造一做能够住人的
)红楼*梦想而努力& 于是"李朝发
便从路边拣来些破砖烂瓦"用泥巴
垒自己心目中渴望已久的)红楼*&

可每次都不成功"往往是刚垒了一
半就突然倒塌了&

随着时光的流失"慢慢长大后"他才终于
明白了$红楼梦%是本书& 而不是梦想中的那种
用红砖头红瓦片建造起来能住人的红色楼房&

至今谈起儿时的这些经历"李朝发依然显得有
些害臊&

梦为!红楼"而艰难求学

当弄明白了$红楼梦%是什么后"李朝发又
按捺不住他内心那颗骚动的心了& 他决定要像
曹雪芹那样"写一本书"让后人看"让后人讲给
孩子们听& 可写书要会认识字啊"对于一个斗
大字不认识的农村娃来说" 写书比登天还难"

于是他就乞求家人送他到学堂读书&

贫穷的家庭"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哪有什
么钱来供应他读书啊& 家人坚决不同意"可李
朝发整天不依不饶地哭闹家人"实在无奈& 母
亲只好含泪把家中唯一的一只母鸡抱到学校"

抵上了学费& 李朝发的哭闹最终以胜利而告
终"他走进了向往已久的教室&

书读多了"自己的手就不听使唤了"总想
写点什么"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写诗歌&

原本想着读书识字"然后再续写$红楼梦%

的& 可另李朝发万万没想到的却是"他这种在
内心深处设计勾勒了无数次的梦想到头来却
是一场空喜&

就在李朝发努力奋斗" 准备考大学的时
候& 学校一纸布告击垮了他的梦想& 他清楚地
记得"就在填取高考报名表的前一天"学校在
大门口张贴出了一张大布告& 因李朝发的父亲
早年曾经给国民党部队干过活" 他被划上了
)出身历史不清白*身份"与高考无缘& 考取大
学"著书立说的梦想被这张大布告撕得支离破
碎"心灵深处的梦想被浇灭了& 他说,)梦一旦
醒来"那种伤痛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深深体会
到& *

无奈之下" 他只好从学校回到家中务农&

可在经历了汗水和着泥巴的日子磨砺中"李朝
发的续写$红楼梦%后传的梦再次被点燃了& 而
这次点燃"让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很大变
化"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仔细研究了$红楼梦%中的故事情节后"

又研究了曹雪芹当时写作时候的情况& 后来决
定从事像曹雪芹一样的职业"学艺挣钱& 游览
祖国大好河山"寻找写作灵感&

于是"他走出家门 "开始了
四处漂泊的木匠人生涯&做木匠
既可以挣钱"又可以游览"那段
时间他经常暗自庆幸自己选择
了条好路子& 经常四处漂泊的
他"足迹踏遍了临近河南省的其
他几个省市& 每到一处"他都会
先找些老人让他们讲当地的故
事"听完后按照故事中的地方再
去实地察看& 这样一来"他便学
到不少知识" 也记录了大量笔
记"为日后续写$红楼梦%后传积
累下了丰富资料&

几十年过去了 " 一直到
$###

年" 李朝发才开始掂起笔
来写$红楼梦%的续传&在内心酝
酿了几十年的底稿终于变成了
跳跃在纸上的字"那种兴奋激动
的心情对他来说"是用语言无法
表达的"时常忘记了时候"忘记

了一切"完全融入到了书中&

!"年续写之梦为何难圆#

写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一个
年近六旬的农村泥腿子啊- 但是李朝发依然坚
持自己的理想&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个倔脾气"

越是难的事情" 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我越想试
试&更何况我已经酝酿了几十年"付出了生命的
$ % &

呢"要不做这件事情"我死也不甘心& *

写书是件很寂寞的事"可李朝发并不那么
认为&他感觉那是一种轻松"一种愉悦&在肚子
里憋躁了几十年的故事今天终于变成文字了"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

可在写作过程中" 他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
麻烦&以前很多认识的字"现在提起笔来已经忘
记了& 没办法"他只好买了本字典"遇到不会的
字"他就翻开字典查找&

'

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他整整写了
'

年"

把$红楼梦%续写了
(#

章& 平时几乎不出家门"

家中的一切农活都由妻子祁桂芹一个人干& 为

此夫妻俩还吵过几次架"但后来妻子慢慢理解
了他"便不再说什么&

写好后"李朝发自己阅读了两遍"感觉不
是很满意"他就又进行了大量修改& 他说,)看
着自己写的"都不舍得删去& 删去一点感觉是
在割我自己的肉一样难受"但是没办法啊- 只
好忍疼割爱了*&又经过

&

年的修改"终于把原
先写的

(#

章"压缩修改到了
'#

章"一共有
&(

万字& 自己看了
&

遍后感觉还可以"又把它送
到县中学校长和老师那里看"他们看后根本不
相信是我写的&我怎么辩解"人家就是不相信"

后来我把写的草稿纸拿出来后"他们才相信了
这一切是真的&

书写成了"也修改好了"可到那里出版啊'

这个问题再次缠绕着李朝发& 为此事"他白天
吃不下饭"夜晚睡不好觉& 总觉得心中的这块
心病解决不了"还不算成功"还没实现自己几
十年来的梦想&

后来"经他人指点& 李朝发来到郑州寻找
出版社出书& 当他背着书稿在郑州寻找了

&

天
后"才找到了一家出版社"编辑把书稿看后"也
感觉不可思议& 一个这么大岁数的农村老头"

竟然能够写这么好"还写了这么多&对李朝发这
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认为他续写的
$红楼梦%有一定的水平"这让李朝发很是兴奋&

可是当出版社把出书的情况给他讲过之后"李
朝发的出书梦再次被搁浅了&原来"现在要想出
书得自己出一部分费用& 这对现今仍然生活在
贫困中的李朝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看出书是没希望了"他只好背着书稿回到
了安阳滑县老家& 到家后"他把整理好的书稿
复印了几套保存起来"没事了就拿出来自己翻
着看看"那种专注的神情犹如是在审视一件旷
世奇宝"满眼充满了深情&

记者在采访结束时"李朝发长叹了一口气
说,)唉- 现在我看暂时书是出不出来了"等家
中的孩子们都办完了事情.结完婚成了家/后"

我和老伴俺俩一起去打工挣钱" 哪怕是捡废
品"也要把书给出出来+ 虽然我是个农民"不能
给社会上留下点什么"唯一想留下的就是这本
书+ 因为书中的内容对社会"对读者都有益"让
更多人从中学到点什么"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

,-./012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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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

朱元璋画像捐给了国家

走进新郑市王耀松家" 只见房屋正中供奉
着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在一起的彩色画像照
片"据他哥哥王耀君说"这张画像的原件保存在
新郑市博物馆"虽然不是明朝画像"但有关专家
说十分难得" 因为反应朱元璋生活的画像这是
第一张+现在王姓

$&

户家家供奉的都是他从新
郑市博物馆原件上照下来冲洗的+ 从前家里还
有一张朱元璋的画像"高

$

米0宽
)*"

米"

)+('

年前"他哥哥把画像捐给国家了&)当时省里0北
京都来了专家"鉴定后说画像是明朝真品0是国
宝"十分难得"保存对空气0水分0光线要求十分
严格"放在我们家保存不如让国家来保存&就这
样我哥哥让拿走了" 国家还给他奖励了

'##

块
钱& # 这幅画像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

年"王耀君到国家博物馆想看看画像"工作人员
告诉他外宾看也要周总理签字" 如果他能让周
总理签字"就让他看&)我一个农民"上那里找周
总理签字呀- 我就回来了& #

他们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只祖先穿的布
袜子"祖祖辈辈传说是朱元璋的袜子"但省0国
家专家鉴定说不是"如果是朱元璋的袜子肯定
有绣花"可这个没有& )这袜子原来是一双"另
外一只被淇县姓朱的来续家谱时拿走了& #据
记者分析"这袜子不是朱元璋的"应该是他们
到新郑来的第一个人的& )我们家原来有一件
黄龙袍"上面绣有一条龙"我小时候见过"但放
毁了& #王耀君十分惋惜地说&

)自古至今"我们这里人都说我们是1朱改
王2"是朱元璋的后代"是从山西大都逃难过来
的+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王耀君

)+,&

年到
处查找资料"发现$新郑县志%记载他祖先叫朱
九式"是一个中医"从山西大都逃到新郑后"听

说县官的女儿生病没人可治愈" 是他治好了"

为此乾隆四十年的县志记载了他"上面说朱九
式是王室宗亲+ 记者认为"朱元璋的后代不会
起这么简单的名字" 可能他是朱元璋的第九
世"为了躲避追逃他取了谐音叫朱九式+ 至于
什么时候改姓王"他们先辈没有传说下来+

还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们是朱元璋后代呢'

,&

岁的王耀君说,)我爷爷是郁字辈"我父亲是
炳字辈"我是耀字辈+ 因为没有家谱"后代就没
有论辈了+ 虽然我们已经到了第

$$

代"但我们
姓王的从不乱辈"也不通婚+ *

在新郑市郭店镇有个朱庄村" 该村住着
)$#

户0

(,#

口人" 在外工作人员有
)##

多口+

村民朱登亮打电话告诉记者他们也是朱元璋
后代+ 记者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偏僻的村庄"

-#

岁的朱木林和他的两个弟弟以及村里其他人
早已等候在朱登亮家里接受采访+ 据

&

位老人
讲"他们家原来的牌位上写的有朱绍周0朱绍
珍和朱伦洁0朱伦清"他们是恪字辈"儿子是广
字辈"孙子是登字辈"重孙是庸字辈+ 由于没有
家谱续后代" 上世纪

'#

年代他们到郑州姚桥
贾岗村干活时"把贾岗村朱氏的族谱抄回当作
自己的族谱起名字" 现在已用到了 )新宣传*

辈+ 新中国成立前"从他们这里还有搬迁到尉
氏去的+

因为没有家谱和祖传证据" 根据祖先绍0

伦辈和他们的恪0广0登0庸辈推算"只能断定
他们是周定王的后代+ 至于他们是定王后代中
那一支脉就不好断定了+

长葛$

排行%传说和杞县的一致

文章见报的当天上午"一位在郑州工作的高
先生打电话说"根据记者文章看"他们也是朱元
璋的后代"他的老家是长葛市和尚桥镇毛庄村+

记者来到毛庄村"几个热心人接受了采访+

据今年
-)

岁的高广纪说" 他们村有姓高
的

$,#

口人"姓朱的
$##

多口人"姓朱的原来
姓崔"可能在清朝时候改姓了朱+ )我们的家谱
在)文革*时烧了"我们为啥姓高"和杞县的传
说一模一样" 我们的排辈和杞县的也一模一
样+ 我们村恪字辈还健在"我是广字辈"儿子是
登字辈"孙子是庸字辈+ *高广纪说+据他推算"

他们可能是伦字辈.即朱元璋的第
)&

代/搬迁
到此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周定王"至于
从何地到此"没有人知道+ 他们早听说周定王
的坟墓在禹县"可从没去祭拜过"最近要去祭
拜一下+

几个老年人说"

)+,,

年)农业学大寨*平坟
时" 他们的祖坟里挖出了

'

顶官帽和文书"交
公社了+ 清朝时"他们祖先出了不少武举人"小
时候他们家里还有过去打仗用的弓箭+ 据他们
前辈传说" 从他们这里还搬迁到方城一支"由
于在当地受人欺负"娶儿媳时"回来叫人去壮
威"结果老家去了

'

个武官"从此方城的亲人
再没有人敢欺负了+ 高广纪听他爷爷说"在过
去他们还经常去新郑朱家走亲戚+ )姓朱的分
君朱和民朱" 在过去民朱见了君朱都特别尊
敬"后来周围有些姓朱的也按他们的辈分起名
字+ *几个在场的人都这样说+

这个村子的朱家和高家从来都按辈分称
呼"两姓排行都不乱"大家都明白是一个祖先"

见面都很客气"遇到红白喜事都前往帮忙或送
礼+ 以前姓高和姓朱的都不通婚"这几年才有
年轻人通婚+

荥阳$

家谱断代祖先难以搞清楚

荥阳市贾峪镇朱顶村的支部书记朱东仁
打电话告诉记者"他们村全部姓朱"不但有家
谱"还有朱氏祠堂"

)##.

是朱元璋的后裔+

记者来到他们的祖庙前" 只见祖庙是一处

十分破旧的老房子"大门上镶嵌着石刻的)朱氏
祠堂*"门两边镶嵌着石刻的)宗德衍家声"祖功
垂福泽*"对准院门口是一通石碑"上写,朱氏自
大明永乐年间" 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河南弟
兄

&

人"长讳彦明居温县平郜村3次讳彦良居密
县庙朱村3三讳彦洛居荥阳槐西村"而后又迁至
朱顶村+这个祠堂历史不长"石碑和门联也是后
来镶嵌上去的"祠堂里空空荡荡+

如果以碑文为据"他们应是朱元璋儿子岷
王的后代"因为"岷王位下第

'

代是)彦*字辈+

可他们现在健在的有 )润昭格广登庸*

(

辈"这
又是周王家的排行"前后矛盾+ 况且永乐年间
中国还是朱家的天下" 朱家各个支脉都吃俸
禄0都有分封"怎么会到处搬迁呢' 难道是朝廷
政治斗争中逃难' 都无从考证+

他们向记者出示的家谱也是民国
$#

年
.即公元

)+&)

年/时朱家人千辛万苦到处寻找
后写的" 但家谱格式和杞县高家的大相径庭+

家谱中起名字的前
$#

字 .即朱元璋为后代起
名排的字/倒是和杞县家谱中的一样+ 但后

$#

字是他们后来自己续上的" 也没有多长时间"

即,)承先光祖训"修德振家声"景福延令绪"永
世庆华宗*+

这个家谱收录了秦王0晋王0燕王0周王0

楚王等朱元璋儿子后代起名的
$#

字+ 可见"在
没有交通工具的岁月里"荥阳朱家为续这个家
谱费了多大的工夫啊-

据村支部书记朱东仁讲"他们原来的家谱
在历史上被大火烧毁"好像曾经姓屈"历史上
也曾经被剿杀过+ 现在全村有

$'##

口人"有通
婚的+ 很久以前"从他们这里又有人搬迁到密
县0登封和古荥居住"现在附近的上星湾0下星
湾0石佛沟等村子都有姓朱的"包括他们一共
有

&###

多人+ 他们十分想搞清楚自己的来龙
去脉" 已在

&

月初成立了朱顶村朱氏理事会"

印刷了数以千计的$致朱氏子孙的一封信%"广
泛散发给姓朱的"准备续家谱0建祠堂0成立朱
顶朱氏研究会+

记者听说金水区庙李镇二十里铺村也有

很多姓朱的"前往了解情况+ 村干部朱登超说"

他们村有姓朱的
,##

多人" 知道的排行有润0

昭0恪0广0登0庸"至于从哪里来到此地0祖先
的传说0家谱都没有"因为起名字的前

$#

字已
使用完" 后来出生的孩子都是随便起名字的"

但大家都不乱辈"只要辈分明白"五六十岁的
人见了二三十岁的人不喊爷不说话+ 从排行
看"他们应该是周定王的后代"但没有其他证
据可以完全断定+

吉林$

燕王后代本是河南安阳人

从网上看到本报的报道后" 家住吉林省
白山市的燕王第

$#

代孙子朱本玺 .猷字辈/

和记者取得了联系+据他讲"他的先人在清代
家谱命名排行

$#

字后又续了
$#

字" 即,)本
源续古礼 "忠孝可传世 "道德治家远 "仁义流
芳名+ *

他的祖籍是河南省安阳市" 新中国成立
前"会中医的爷爷朱先明去了吉林"爷爷是独
子 "父亲是

)+"&

年才出生的 "现在他们家族
在吉林有

&(

人+ 由于家谱在)文革*时被烧"

爷爷已去世"大学毕业的他显得很无奈地说,

)其实 "我很羡慕杞县的高广启 "他们有完整
的家谱"可以名正言顺的说出自己的祖先+ 因
为没有家谱"我们说自己是朱元璋的后裔"有
些不理直气壮" 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们是在
冒充+ 其实"现代科学很发达"如果真的想弄
清楚是不是朱元璋的后裔十分容易" 搞一下
基因检测就可以了+ *

通过本报的牵线搭桥"现在这些朱元璋的
后代都联系上了+ 朱本玺听杞县的高广启说"

今年安徽省凤阳县要举办朱氏宗亲大会 "他
说,)如果到时候工作不忙" 我将尽力去参加"

毕竟这样的机会难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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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本报发表了"杞县发现朱元璋后裔#

一文! 文中提到朱元璋第
$#

代孙高广启正在寻找

朱家其他支脉$ 随后!记者收到来自长葛%新郑%荥

阳等地读者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祖先留下的传说和

起名的
$#

字与文章中提到的一模一样! 有些甚至

也有家谱!证明他们也是朱元璋的后裔$ 他们果真

是朱元璋的后代吗&

他是一位普通农民!身为泥腿子的他却自始至终追寻着心灵深处那个

'红楼(梦想!这一追就是
"#

年$

"#

年来所经历的磨难%

"#

年来所遭遇的种种打击%

"#

年来所付出的艰

辛!只有他自己一人孤独地咀嚼品尝$

"#

年后的今天!他终于把本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可面

对现实他又陷入了无奈之中$

六旬老农
"#

年续写)红楼梦#缘何梦难圆$

核
心
提
示

李朝发在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