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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年年写，想出新、想出粹、想流
传，真的不容易。但只要你用心去找方
法，总是会找到登堂入室的门径的。精
彩的春联作品，它的民俗性、时代性、文
学性是水乳交融、妙到毫巅的。现以
2021年11月、12月《对联》杂志刊发的春
联为例，分述如下。

以生肖为切入点创作春联，民俗性
特别强。那么如何脱颖而出呢？

一是营造与生肖相关的意境。“且
看九域添牛气；更上层楼啸虎威。”（莫
良照）上联意境宏阔，言下之意牛年全
国人民都做得很不错；下联期望虎年做
出更好成绩，意境得以进一步提升。二
是锤炼与生肖相关的联眼。联眼是一
副对联的精神凝聚点，是最能显示作者
写作意图的词语。“虎啸春光勤种福；人
行大运好栽花。”（何俊良）这副春联联
眼在哪里？“勤种福。”虎年要来了，不但
要种好地，还要多行好事。

洋溢春的气息、节日喜庆的春联，
由于合乎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
需求，往往大受欢迎。揆情度理，我们
在创作春联时，就要有意识地以喜庆为
基调，将时代感融入进去。

一是迎春纳福。“北斗领航兴社稷；
东风送福满乾坤。”（欧榕）“北斗领航”
语义双关，一指中国北斗导航系统，一
指党中央，紧扣时代主题。“东风”传递
春节信息。“送福”表达人们新年纳福的

美好愿望。“春持绿码人安泰；门贴红联
福久长。”（翟红本）这是大同市云州区
瓜园村全球春联征集一等奖联。健康
码是我国防控新冠疫情的有效措施。

“春持绿码”拟人、双关，绝妙！人人健
康安泰，这是疫情期间最好的祝福了。

二是网语出新。“早和幸福加微信；
喜看乡村上热搜。”（应绿霞）这也是大
同市云州区瓜园村全球春联征集获奖
联。“微信”“热搜”是互联网兴起后的新
生事物。把这两个洋溢着时代气息的
网语嵌入到喜庆浓郁的春联里，表达人
民追求“幸福”、振兴“乡村”的新年期
盼，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三是讴歌善政。“虎步踏春，九州铺
锦城乡乐；民心向党，百载腾辉岁月
红。”（黄一坤）这副春联将百年以来党
群心心相印，缔造了“城乡乐”“岁月红”
的美好局面予以形象表述。

春联必须具有时代性才能够常作
常新，时代特色的彰显至关重要。关心
时事政治，是创作春联把握时代脉搏的
重要手段。时代性融入喜庆氛围，力争
做到人见人爱，那就需要注重文学性。

春联只有具备文学性才能够流传
千古经久不衰，逸兴遄飞、文采飞扬应
是创作者的努力方向。“梅报小康春，福
满九州牛蓄势；酒行新梦令，气吞万里
虎扬威。”（倪新春）这副春联布局巧妙，
用典与写实对比布局，彰显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凸显了时代特色。“唤起春风
铺丽景；放开虎步拓新程。”（吴腾华）春
联要有春的气息，春节伊始，万物复苏，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即将呈现在人们
眼前。作者联想到“唤起春风”来“铺”
开这种本是自然界应有的现象。“虎
步”，意为矫健威武的脚步。镶嵌生肖，
表示虎年专属。作者由此联想到拓开
新的进程，很是新奇。“雨润千山绿；梦
开万代红。”（谭雪）这副春联形象生动，
描绘了山清水秀的盛世美景，传递了国
运永昌的新年祝福。上联实中有虚，下
联虚中有实，形意通灵。“司法为民，春
风染绿小康梦；秉公办案，正气飘红中
国年。”（邹宗德）这副春联的佳妙处多
多。比如说前后分句联意逻辑承接很
紧密，比如说“染绿”“飘红”练字很到位
……但我觉得此联比拟手法的运用尤
其给力。比拟是借助想象力，将甲模拟
成乙来进行描写的修辞手法。可拟人，
也可拟物。这副春联将“春风”“正气”
以人的姿态出现在联中，赋予人的情感
与行为，令此联格外鲜活灵动。

春联是张贴出来给人看的，创作春
联要懂得避忌，尤其要注意雅俗共融，
该雅的地方雅，宜俗的地方俗。用心用
情才能创作出民俗性、时代性、文学性
高度统一的好春联来。

（何俊良，邵阳市评论家协会会员）

春持绿码人安泰
——春联创作小议

何俊良

毛泽东诗词那宏伟的题材、新奇的
立意、优美的语句、雄豪的风格，都令人
叹为观止。

毛泽东一生戎马倥偬，写有多首战
争题材的诗词。历来写战争题材的诗词，
大多表现一种愤慨或悲凉的情绪，反映
战争的残酷和不幸。而毛泽东总是以革
命的豪壮情绪和雄伟高昂的格调，写出
革命战士的英勇气概和夺取胜利的豪
情，立意高昂雄浩。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
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
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其战
争场面何等壮阔雄伟，声势何等浩大，捉
了敌人的指挥官，胜利已经实现，何等鼓
舞人心。且下句是：“二十万军重入赣，风
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周山
下红旗乱。”其声势更是浩大无比，更加鼓
舞人心，充分表现了红军队伍的勇敢善战
和摧枯拉朽、一往无前的气概与力量。而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写道：“白
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
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其
立意之雄豪，可谓举世无匹，一扫千年来
诗词中表现战争的悲凉情绪。

毛泽东还用诗词描写了战场的美
景，令人振奋鼓舞。如《采桑子·重阳》中
写道：“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
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
霜”。这样的景物描写和豪情抒发，于平

中见奇，展现出革命战士的豪情壮志。
《菩萨蛮·大柏地》乃是一首立意特别新
奇的佳作。写的是战后景况，若在别人写
来，可能是一片荒凉颓破，而情绪低沉。
毛泽东则不同，其笔下的景象是美丽无
比、雄奇无比。“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
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这
种美景本就奇妙，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
怡，但这只是一番衬托而已。下句则写出
一个特别新奇的景象：“当年鏖战急，弹
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
个景象描写真是画龙点睛，化腐朽为神
奇。战争的子弹，打穿了前面村庄的墙
壁，留下一个个小洞。这本也是战场的平
常现象，毛泽东却用革命艺术家的眼光，
捕捉了平常却神奇的艺术形象，化为极
为美丽的意象，其立意可谓超奇绝伦。

诸如《登庐山》《到韶山》《送瘟神二
首》《答友人》等七律佳作，其立意一方面
歌颂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表现广大人民
改天换地的精神面貌；一方面表现不断
进取、放眼世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
高远情怀。

此外，毛泽东的咏物抒情诗词在立

意方面表现十分杰出。如《卜算子·咏
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
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在题目
后面说“反其意而用之”，就是与陆游咏
梅的立意相反。“他”是低沉，“我”则昂
扬，高明已极。

《沁园春·雪》和《念奴娇·昆仑》均是
咏物的上乘立意之作。《念奴娇·昆仑》立
意的高度和新度、力度与美度，可谓登峰
造极。起笔就气势雄浑无比，“横空出世，
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
万，搅得周天寒彻”，更是翻新出奇而达
至高至美。《沁园春·雪》先着笔祖国大好
河山的描绘，然后对历代帝王进行评说，
与《沁园春·长沙》相照应。“千秋功罪，何
人曾与评说”，正是照应“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对历代帝王的评说，正是照应

“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高论。
毛泽东诗词的立意，乃是毛泽东思

想和情怀的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
革命战士的思想品格和壮志情怀的写
照。其立意的超奇、卓越高昂的意韵将永
铭青史，永焕光华。

（唐群，邵阳市诗词协会会员）

毛泽东诗词略论
唐 群

且止庵在绥宁境内。康熙年
间，靖州渠阳人吴廉，访友过庵，
有诗《且止庵》。其序曰：“绥宁县
枫门岭下之九里冲，上下四十余
里俱无人烟，且云封云磴，鸟道
纡回，游其际者四顾荒凉……丁
卯（1687）之冬，余因访友武攸
（武冈），道经九里冲，距枫门不
及里许，见有孤亭突起，名曰‘且
止’，内有凤髓生津龙团退暑。瞬
息间，其停骖停肩者络绎不绝。”

诗曰：“九里冲前道阻长，迷
离古径树苍苍。马嘶芳草人多
瘁，猿曳枯藤鸟欲翔。过客穷途
敲石火，征夫无计觅壶浆。于今
幸有甘棠舍，且止行人念故乡。”
荒野莽莽，云树苍苍，征夫疲惫，
行人迷茫，能于此“且止”一憩，
已属幸事。哪怕无计能寻得一壶
水来止渴解乏，也可用随带的火
石敲出火来点一枝烟，所以也把
这庵当做甘棠施惠之舍了。看
来，远道行人逢有茅椽孤宇，都
会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古之
长亭、短亭、道观、庙宇，还真是
一种带有功德性的建筑。

定远桥，亦在绥宁。绥宁士
子李若樑为康熙时癝生，有《定
远桥记》碑文纪其事，并有《定远
桥》诗曰：“两岸奇峰势接天，半
轮明月映前川。千山曲曲争环
拱，万水源源涌碧涟。烟火从今
风景盛，人文自此科名传。置邮
不藉野航力，永赋甘棠遗爱全。”

前二联写修桥的必要性，后二联
写修桥所起的作用，且歌颂修桥
者有周公甘棠施政之功德。在这
穷山荒水之地，架桥、修路自是
得民心之事。所以，邵阳前人多
有歌唱桥路利民之咏。

李又生，亦绥宁人，康熙岁
贡生，其《定远桥》诗：“危峰磊落
望关津，愉睹舆梁此日成。独步
清流忘筏楫，长驱古道乐康平。
亭移月影堪留醉，剑引鸡声欲送
行。此处英才连柱下，频来把笺
奋鹏程。”着重写桥的便民利民
作用。有意思的是，两首诗都强
调修桥与培育人才的关系。二者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交通
促进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发
展。古人的目光是长远而深刻
的。而另一种说法是，建筑改变
山水格局，即改变风水，而风水
培育人文，而建筑亦为人文。故
余之《北塔记》曰：“风水怡而人
文蔚，人文蔚而英才彰……”

康熙二十五年（1686）绥宁
县教谕、沔阳人费映荪《定远桥》
诗云：“虹桥久圮叹途穷，卧影波
流今复隆……从此游人歌道坦，
勿劳厉揭乐融融。”厉揭者，涉水
也。连衣涉水为厉，提衣涉水为
揭。《诗·邶风·匏有苦叶》：“深则
厉，浅则揭。”文天祥《献州道
中》：“跻攀上崖磴，厉揭涉潇
濑。”不用厉揭而涉江，当然乐融
融了。

且止庵与定远桥
刘宝田

我一直为我们那里的一些
地名感到莫名其妙。比如说，我
们那里有单家山、威家垅、尹家
坪 、费家园 、余家塘 、吴家庄
……我问过父亲，他也不记得
我们那里有这些姓氏的人了。
就现在，周围百余里内也找不
出这些姓氏的人家。上世纪九
十年代我们那里修族谱，去了
解一王姓人家的祖宗溯源情
况，竟然是一问三不知。他只记
得随父亲来这里打工，父亲去
世了，1949 年他在这里分得了
田地，并娶妻生子。他家从什么
时候、什么地方迁到这里来，爷
爷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
后来，清政府来了个“湖广填四
川”。我估计上面这些姓氏的人
家可能整体被迁往了四川。人走
了，但地名仍然还在。在近代，光
绪 三 年（1877）、民 国 十 八 年
（1929）、民国三十一年（1942），
全国发生大饥荒，人有饥色，路
有饿殍，那王姓人家背井离乡流
落到我们这里，能保住命就不错
了，哪还记得家乡、记得祖宗？

“五胡乱华”时，北方少数
民族南下，中原土族、富户纷纷
南迁。靖康时期，金兵南侵，赵
构迁都临安，其臣民——中原
族人大都南迁。如果说以上迁
徙是因战争压力，那么，“下南
洋”“走西口”“闯关东”则全为
民间的自发行为。他们或为逃
避政治迫害，或为自然灾害所
逼，或为向往过好日子，不惜拖
儿带女远走漠北南粤，甚至东
瀛南洋诸地。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
迁徙不断。王震将军率领兵团入
疆，屯垦戍边，然后就有了“八千

湘女上天山”。上世纪70年代，国
家发出加强“三线建设”号召，立
刻，在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
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
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有上
千万人在那里投入建设。特别是
改革开放后，人口迁徙特别频
繁，数量特别巨大。尤其引人注
目的是一千多万人进入深圳，将
一个昔日的小渔庄变成了一个
世界大都市……

迁徙，总体来说对国家是
有好处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
大规模的中原土族富户南迁，
他们给南方带去了劳力不说，
更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
进的生产技术。唐宋以前，长江
以南多属南蛮之地，不仅人口
稀少，由于生产力落后，老百姓
也极度贫困。自从中原土族富
户南迁后，南方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
的改善，国家也增加了财政收
入，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整个国
家的均衡发展。

军队屯垦戍边，既能增加
财富，又对巩固边防起到了非
常积极的作用。为了巩固国防，
历史上许多王朝除了修筑长城
一类的御敌建筑外，就是屯垦
戍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
新疆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有
力地打击了边境叛乱和外敌侵
扰，使边疆居民能够过上日益
安宁的日子。

我国有很多民族，各民族
之间通过交流融合，经济上互
相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既保
留自己的特色，又互相吸取精
华，共同提高，以此构筑了中华
文化的高地。（易祥茸，邵阳市
二中退休教师）

“迁徙”说
易祥茸

◆邵阳诗韵

◆世相漫议

◆思想者营地

◆品茗谈文

城市曙光 雷洪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