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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每年春节期
间，市文旅广体局都会以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营造喜庆氛围，送春联便是必不可少的文化
大餐。今年，在他们的倡导下，韶山市文化

馆、雨湖区文旅广体局等单位纷纷响应，
各街道社区积极参与，组织开展春联
迎新年、送福进万家、文艺助脱贫活

动，让中华优秀文化与传统节日相
映生辉。

从元旦开始，我市各类春联迎
新系列活动就“热”起来了。在韶
山市杨林乡双和村，齐白石纪念馆
的艺术家们现场挥毫泼墨，创作出
一副副寓意吉祥的春联。散发着

清新墨香的大红春联，为即
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了
浓浓的喜庆氛围。韶山市
文化馆也举办了送春联活
动。今年是活动连续开展

的第七年，他们在韶山乡黄田村和韶山高新
区各送上了 200余副春联和 30余幅“福”字，
活动反响尤为热烈。韶山市文化馆有关负责
人表示：“这项活动我们还会积极办下去，将
传统新年文化大餐送到村民家门口。”

全市各街道、社区也在积极开展“迎新
春 送春联”活动。岳塘区下摄司街道运河社
区就邀请社区老年大学书法班学员以及书法
爱好者，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了这样一场活
动。居民们捧着油墨初干、年味浓郁的春联，
个个喜上眉梢。“很多居民都喜欢这种手写的
春联，有墨水香，更有年味。”运河社区党总支
书记陈舒说，春联还被送到了辖区内部分老
弱病残居民的家中。

爱心志愿者们也积极开展迎春送福活
动，为一些特殊群体送去春节的慰问和祝
福。湘钢帮帮团志愿者协会与湘钢工会、书
法协会等共同发起了“迎春送福，一起过小
年”慰问活动，对湘钢附近十个社区 40户孤

寡老人、空巢高龄老人、残疾人、失独家庭和
烈军属送去了米、油等爱心物资，并为他们家
贴上了大红“福”字和充满喜庆的春联。“爆竹
增欢声，春花含笑意。”刘桂英接过爱心物资，
看到贴好的春联和福字，连夸写得好。老人
称，这是湘钢帮帮团连续第五年为她送小年
祝福，特别感动。湘钢帮帮团志愿者协会负
责人吴智萍说，他们举办活动的目的就是陪
伴老人，和他们共同感受“年味”。

部分市直机关还将送春联的触角延伸到
了精准扶贫领域。市生态环境局到联点帮扶
村湘潭县乌石镇众兴村开展“三下乡”活动
时，就送去了 1200副春联。“我们为 141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送去爱心物资，并和他们一起
贴春联。”市生态环境局驻众兴村第一书记邹
頔希望通过送春联活动，把浓浓的年味更好
地渲染出来，把党和政府对贫困户的关怀与
温暖，送到贫困户的心坎上。

八旬老翁的楹联情
本报记者 谷桔

“云梦湘江红日暖，接眸衡岳碧云
舒。”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湘潭一大桥
桥头堡，有这样一副对联。该联由我市
书法名家刘振涛所书，创作者则是今年
84岁的周渊龙。

周渊龙是原省轻工机械厂职工，一直
爱好文学。退休后他重拾梦想，如痴如醉
地沉浸在楹联著书、楹联创作的世界里，
自己的“夕阳”生活更加多彩了，也为湘潭
在全国楹联界的影响贡献了一己之力。

编著填空白

楹联随处可见、书籍摞成了墙，走进
周渊龙的家，浓郁的书卷气扑面而来。
在一个书柜里，他拿起《中国名胜楹联注
释》介绍道，“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
在 20世纪 80年代。”书柜里 50余本书都
是周渊龙编辑或主编的，其中有 18本与
楹联有关。

虽然并非文学专业出身，可作为中
国楹联学会会员、湘潭市楹联家协会创
始人之一，周渊龙在楹联理论方面成果
颇丰，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古往今来，
为诗词注释者颇多，却鲜有为楹联注释
者，《中国名胜楹联注释》就填补了我国
楹联注释书籍的空白。周渊龙编纂了多
本楹联注释书籍，含典故注释两万余条，
既是古今名联的集锦，又通过注释、赏析
等形式，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示了楹联的
魅力。其中，《中国名胜楹联注释》畅销
10余万册、《古今长联辑注》加印 3次，足
以说明其在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

“我编注了两本楹联创作工具书。”
说着，周渊龙又拿出《对韵合璧》《对韵珠
联》两本书。这两本书集锦了明、清、民
国时期众多楹联大家的重要论述，介绍
了声律启蒙、训蒙骈句、笠翁对韵、韵律
例对等楹联理论知识，同时加以注释解
读，堪称楹联初学者的“教科书”。

这些书籍的背后，是周渊龙非凡的
毅力和扎实的文史功底。“别人旅游是看
景，我一看到楹联就‘走不动’了。”周渊
龙笑着说，自己系统阅读了《诗经》《楚
辞》等古典名著，专题剪报集子、读书笔
记等做了一摞摞，出门旅游也不忘抄写
楹联，很多人都称他“楹联老人”。

楹联出妙语

得益于长年累月的研究和积累，周
渊龙在楹联创作方面的成就颇丰，那一
沓沓获奖证书和奖牌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还获得过中国楹联界最高奖项“梁章
钜奖”提名奖。

在众多获奖作品中，悬挂在客厅中
的那副500字特长联格外引人注目，这也
是周渊龙最为得意之作。当年，山西临
汾尧都华门向全国征联，在数百副作品
中，周渊龙的长联获评第一名。其上联
写华夏历史名人，下联写祖国名
胜古迹，不但对仗工整，且文采
韵致斐然。

周渊龙的长联闻名全
国，这可不是浮夸。20世纪
80年代，周渊龙提出了

“长联 60字”一说，并主
张长联写作，即长
联全联为 60- 98
字，全联 100字以
上为特长联，以此
区分了长联和特
长联，得到了全国楹联
界的认可。时任中国楹
联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对联
文化研究院院长常江评价周
渊龙：“联艺水平之高，当属
湘军中的佼佼者”。

2月 5日，南方小年，空气里满是明亮澄
澈，市民刘冬梅一大早就开始贴春联。她生
于冬至，名冬梅；其女儿生于雨水，名春杏。
她特意请湘潭楹联家欧阳旦生写了一副春联

“冬梅伴瑞迎寒放；春杏合祥带雨开”，横批
“满院芳菲”，寄托对新年的美好愿景。张贴
时，大家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左右联可
以随便贴，有人则认为其中有讲究。

春联有什么来历？贴春联有讲究吗？为
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春联”，我们采访了湘潭
市楹联家协会部分楹联家。

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提到春联，很多人会想到王安石的《元
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
中描写的是宋代民间新年悬挂春联的景象。

我市楹联家冯方正介绍，我国春联源于
五代十国时期，明清两代尤为兴盛，至今已有
一千多年历史。早在秦汉以前，每逢过年，我
国民间就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
桃符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写上
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名字，
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至五代时，人
们把桃木板上降鬼大神的名字换成了联语，
也就出现了春联。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
着密切关联，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据记载，公元964年除夕题写的对联“新年纳
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春联看似简单，实则折射着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冯方正介绍，春联属于楹联的一
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以工整、对
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表达对
新年的吉庆愿望。一副好春联不仅要求内容
吉利，且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句法相
似、节奏相应、平仄相谐、语义不重复。其睿
智的哲理、精彩的修辞、奥妙的情趣，折射着
中国文化的底蕴。另外，春联和书法是相辅
相成的，是悬挂的书法艺术作品，展现了中国
书法的无穷魅力。

选贴春联有讲究

关于过年张贴春联的习俗，我市楹联家
郭兆祥讲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故事。据
说，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定都后专门下了
一道圣旨，命令大臣、官员和老百姓家除夕前

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大门上，他亲自穿便
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也正是在朱元璋的
大力倡导下，对联这一高雅艺术从宫廷豪门
普及到了民间，朱元璋也因此获得了“对联天
子”的殊荣。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融入中国人血脉里
的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要过年了，家家
户户都会精心挑选一副大红春联贴在门上，
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根据自家情况，人们
会选择不同内容的春联，比如，商贾家庭会张
贴与财运有关的春联，农民家庭则选择表达
丰收愿望的春联。由此可见，春联是深深扎
根在老百姓心中的一种短小、精悍而充满正
能量的国粹精华，堪称年味的序曲。

“要正确粘贴春联，就要学会怎样区分春
联。”冯方正介绍，春联由上下联和横批组
成。区分春联有“两部曲”，首先是读声调，仄
声在最后一字的称为上联，平声在最后一字
的称为下联；其次是看位置，一般是将上下联
贴在大门的两边，横批贴在门楣上。确认位
置时，面向大门的右手边粘贴上联，左手边粘
贴下联。

湘潭楹联“百花开”

前面说到，春联是楹联的一种，而湘潭的
楹联创作呈现出“百花争放”的景象。我市在

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
1999年荣获“中国楹联文化城市”称号。

在楹联理论界，我市“二刘”成绩斐然。
刘安定是一名楹联理论研究家，相关理论书
籍不断问世；刘可亮是一位军工工作者，专攻
无情对和破缺论理论，几乎是每年一本新书
问世。在楹联创作方面，我市农民楹联家熊
柏光，获得全国性大奖数百次，被全国楹联界
戏称为“获奖专业户”。至于我们大家耳熟能
详的楹联名句，悬挂在湘潭一大桥桥头堡由
湘潭明史专家何歌劲创作的“湘中灵秀千秋
永；天下英雄一郡多”就是其中之一。凡是介
绍到湘潭人文历史的，大多会引用此联。

“湘潭的楹联推广工作也很有特色。”我
市楹联家张绪军介绍，全市有14所中小学被
命名为国、省、市楹联教育基地，为培养楹联
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市提出的“楹联十
进”（进机关、学校、社区、家庭、企业、农村、军
营、医院、景区、工地）工作思路，被中国楹联
学会关注。我市打造的楹联教育产业化、楹
联创作精品化、楹联功效社会化，“楹联+”的
思路，楹联创作真善美的标准，均得到了中国
楹联学会的高度认同。另外，我市的楹联家
协会成立已有30年。近年来，协会每年都在
春节前夕创作几百副应时春联供市民选择，
同时免费送春联到乡镇、街道、社区、单位等，
让楹联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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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满满莲莲
红灯笼、红春联、中国结……春节的脚步近了，大街小巷亮起一抹喜庆的“中国红”。要说与湘潭

老百姓生活最为贴近的，那一定是春联。传统春节，民间讲究每神必贴、每门必贴、每物必贴，如今，人

们依然承袭着在大门口贴春联的传统。因内容丰富、妙语连珠，春联也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之博大精

深的那一抹“中国红”。

藏在春联里的华夏文明
本报记者 谷桔

春联闹春 幸福加码
本报记者 廖艳霞 实习生 李叶欣

1月29日，湘潭市摄影家协会组织志愿者来到湘潭县河口镇宏兴村开展“文艺
惠民，服务下乡”活动。 （本报记者 方阳 摄）

在寒来暑往的四季更迭里，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息里，在热闹欢腾的中国节日里，都藏着文化。
农历辛丑牛年即将到来，湘潭人如何把年复一年的日子过得更有诗意，我们的“春节”有哪些浓

烈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年味”里又有着怎样的湘潭故事？春节前后，湘潭日报将推出“年味·中国韵”
系列报道，一起来感受传统文化，过个热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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