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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又称“春贴”“门对”“桃符”，是过年
时所贴的红色喜庆元素“年红”中的一类。

春联创作除了要注意一般对联创作的
基本要求外，重点要注意“七姓”。

一，春联要姓“春”。
春联，顾名思义，即为迎春而作。春联中或

蕴涵春光之明媚，或体现春日之祥和，或点染
春节之气氛，或寄寓春天之希望。让人们从春
联中感受到春意，享受到春光，欣赏到春色，体
悟到春之大美，这是写春联的主体格调。虽然
历史上有些春联并没有体现“春”的元素，但现
代春联，一般要姓“春”。在表达时，或直接点明
春的主题，或直接描绘春天景象，或以生肖代
入。如传统春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
有余。”此联就属于直接点明春的主题。一副春
联，只要让人读后，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春风，字
里行间洋溢着盎然春意，就是一副成功之作。
也有的春联，尽管联语表面未着一“春”字，但从
中足以嗅到春天的气息，如：“门前流水声声碧；
岭上桃花点点红。”这副春联以描写春天的景
物来展现春的气象。

现在，嵌字也成为对联创作的一种时尚。
春联嵌字就是在春联中镶嵌有特定或特殊意
义的字，以表情达意。一是嵌干支联。干支相配
以纪年月日，为我国一种古老的纪时法，以纪
年最为常用。嵌入当年干支的春联，其特指性
极强，如：“甲第闬闳，云蒸霞蔚；子孙蕃茂，桂
馥兰馨。”联语鹤顶嵌“甲子”二字，显然是甲子
年春联。由于天干地支的22个字所能组成的

常用词较少，干支联还难做到自然流畅，更难
以出彩，不宜提倡。倒是以生肖入联更容易被
人们接受，有直接嵌入生肖的，也有间接嵌入
生肖的。间接嵌入生肖更为含蓄，更有韵味：

“梅柳渡江，乾坤增色；骅骝开道，岁月更新。”
此联把两句唐诗化用得非常巧妙，“梅柳渡
江”，隐去一个“春”字，但回春景象没有弱化。

“骅骝开道”中的“骅骝”就是马，暗指新年就是
马年。马年春联不见“马”，更显妙趣。

虽说贴春联是民间习俗，但写春联也
是文学创作，还是应该力求文辞典雅。古人
喜欢用“竹叶”“梅花”作为鸡年、狗年的春
联创作意象，因为“竹叶”“梅花”像鸡、狗踏
在雪地上的足印。如：“犬守平安日；梅开如
意春。”在此，“梅花”的含义就更加丰富了。
又如：“鹿衔长寿草；犬踏报春花。”此联中，
报春之花应该就是梅花，从一个“踏”字就
可以看出玄机，联语更加有了嚼头。

二，春联要姓“喜”。
春联是春节特有的文化标识，它应写

满迎春与祝福、团圆与烂漫、吉祥与平安、
欢乐与纳祥。

“一番春雨群山翠；万户桃符中国红。”
“中国红”是喜庆的色彩，春节的喜庆就是通
过春联“跃然纸上”的。“迈步迎春，春风扑面；
抬头见喜，喜事盈门。”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
图个吉利，春联自然也要迎合老百姓的胃口。

“几段视频宽母念；一杯年酒慰乡愁。”这本来
是一副艺术水平比较高的春联，但是因为联

语中有一个“愁”字，恐怕一般的老百姓不会
喜欢将其贴在自己的家门口。

“十年宦比梅花冷；一夜春随爆竹来。”某
进士侯补知县十年无任，自题此春联。由此衍
生出一个故事：相传左宗棠除夕时微服出行，
匆匆路过一户人家，只见这户人家正在贴春
联。因为左宗棠急匆匆往家赶，只看到上联，没
看到下联，心想这春联够“冷”的。回衙门后，总
想知道它的下联是怎么切春切喜的，于是又
派人查看。当知道下联是“一夜春随爆竹来”
时，不由得击节赞叹作者的“逆挽”手法，春节
气氛一下子给找回来了。于是，这位候补知县
得到了左宗棠的重视，派了差使。

三，春联要姓“新”。
春联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积累的过

程，同时也是推陈出新的结果。春联要去陈
腐、出新意，与时俱进，必须适应现代的政
治经济文化生活，要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
结合，及时反映流行的社会元素，突出新时
代特征。在2022年央视网会同中国楹联学
会举办的春联征集活动中，笔者一副作品
获得“十佳春联奖”：“大道春风绿码；小康
虎略蓝图。”春联之中，就融入了时事。

其次，在创作手法上也要创新。春联无论遣
词、造境上要突出一个新字，新春自有新意趣。
如联友曹文献撰的狗年春联：“犬印梅花，向春
天投稿；燕衔福字，给中国拜年。”此联把一些传
统的春联元素，用新的动词连接起来，利用拟人
的修辞手法，形象立马鲜活起来。由此可见，春
联创作要想有新突破，构思角度是否新颖，至关
重要。尤其是一些短联，如果没有出人预料的新
角度，是很容易落入前人俗套的。下面这副春联
就是以新颖而出彩的：“千祥排队迎新岁；万福
组团唱早春。”“千祥”“万福”“迎新岁”“唱早春”
是一般春联中出现频率较多的词汇，就因为作
者用“排队”“组团”两个非特定春联词汇插于其
中，春联顿时就有了新意。

当然，春联中所要表达的除旧迎新的
“新”意就更不用说了。

春联絮语

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联创作要点（上）

邹宗德

一、活动目的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形
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浓
厚氛围，去年，本报联合邵阳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举办了第一届“关心下一
代，教育好孩子”有奖征文活动，得到了
大家的踊跃参与，引起了良好反响。

关心下一代工作永远在路上。今年，
本报再次联合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举办第二届“关心下一代，教育好
孩子”有奖征文活动。

二、征文要求
作品体裁以纪实性散文为主，讲述

引导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努力成才
的家庭教育或课堂教育故事；分享加强
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身心
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和权益保护，优化青
少年健康成长环境等的好经验、好做法；
讲述各级关工委、各单位、各学校以及

“五老”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涌现出的典
型人物、典型事迹等。内容需真实、生动，
主题积极健康向上，字数1500字以内。

作品须为署名作者原创，严禁抄袭，文
责自负。

三、投稿方式及截止日期
作品请以电子版方式发送至邮箱：

2628858621@qq.com，需在邮件主题中
注明“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字样。来
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征文活动今年年底截止。
四、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组织相关部门领导和教育专

家对征文进行评选和颁奖。评选环节将在“云邵阳”设
置征文网上投票系统，网上投票情况作为评奖参考。

征文设一等奖1名，奖金2000元；二等奖2名，奖
金各1000元；三等奖6名，奖金各500元；优秀奖若干
名。并设网络人气奖3名，第一、二、三名奖金分别为
500元、400元、300元。同时给获奖作者颁发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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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座富矿，对于漫画
家来说，必须独具慧眼，做“有心
人”，去观察、发现其中的“亮点”。

婴儿洗澡，是生活中常见的
事。但在著名女漫画家吕鸿群看
来，却是不可多得的漫画创作素
材。她以连环漫画的形式，描绘了
孩子洗澡的全过程。开始，妈妈抱
着孩子，要把孩子放到浴盆中去。
孩子怕水，不敢下去。妈妈不顾这
么多，硬把孩子放下去，孩子哭了。
孩子到浴盆以后，也许觉得水并不
那么可怕，便停止了哭声。接着妈
妈给孩子洗澡，孩子感到很舒服，
笑了。孩子高兴地嬉水，用手打水。
孩子洗完了澡，妈妈要将孩子抱出
浴盆。孩子不肯出来，妈妈硬将孩
子拽了上来。孩子乐极生悲，再一
次伤心地哭了。孩子经历了像过山
车一样的过程：从开始怕水到不怕
水到嬉水再到恋水；从哭到不哭到
笑到最后又哭，跌宕起伏，耐人寻
味。应该说，这就是一幅写实的生
活漫画，曾作为《讽刺与幽默》头版
头条发表并获奖。

一位厨师将水烧开以后，灌
到热水瓶中。接着他将保温用的
那个软木塞放进瓶口，并摁了一
下。谁料这一摁，软木塞便被瓶
中的热气冲了出来。厨师不悦，
再一次将软木塞摁下去，软木塞
又再一次被冲了出来。如此反复
了三次。厨师气急败坏，怒气冲
天，用尽全身气力再次将软木塞
摁下去。结果，出现了软木塞与
厨师帽子齐飞的“景观”。以上，

是我根据生活中的这一常见现
象，并联想到“怒发冲冠”这一成
语而创作的一幅生活幽默画。

我在林场工作期间，看到一
个似乎比较奇特的现象：如果一
棵树长在空旷的地面上，它会长
得躯干粗壮，枝繁叶茂，树冠宽
阔，但不会长得很高。相反，如果
是一片密集的树林，尤其是长在
低洼地的树林，它们一般长得很

“苗条”，并长得很高。后来我终于
明白了，它们为了生存与发展，必
须进行光合作用，于是它们只得
拼命地往上长，以争得头上的那
一片阳光。而在空旷地“独处”的
树，就不存在“争”阳光的问题。我
画了一幅题为《争》的漫画。作品
分上下两小幅，上面的一小幅是
三棵小树，其中一棵长在空旷地
面上，其余两棵挨着长在低洼处。
天空中有一轮太阳。下面的一小
幅里，若干年后那棵“独处”的树
并没有长高多少，而在低洼地的
那两棵树，竟绕过头上的巨石，顽
强地长成了参天大树。这幅漫画
于1987年在《刺玫瑰》漫画报发
表。我想，此作似乎有两层寓意：
一是，一个人在逆境中比在顺境
中往往更能成材；二是在物竞天

择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唯
有奋发自强，才有立足之地。

漫画大师华君武说他每次坐
火车时，总是习惯性地观察同车
的那些乘客，看他们的举止言谈、
长相派头等，猜测他们的性格与
职业。据说，他十有八九猜得准。
漫画家沈天呈经常记漫画日记，
将所见所闻并有所感悟的事物及
时记录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他前
后记的30多本漫画日记，成了一
个庞大的创作素材仓库。“功夫不
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一位获得

“终身成就奖”的杰出漫画家。

“穿越”的妙处

著名漫画家缪印堂曾经说
过：“漫画创作的题材是无边无际
的，漫画创作的手法是无拘无束
的。”“画无定法”，我想漫画尤其
如此。比如漫画可以超越时空，画
一些古人参与现代社会的一些活
动。漫画的这种表现手法，我想可
以称之为“穿越法”吧。试举几例。

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谓家喻
户晓。在一幅题为《大禹再治水》
的漫画里，大禹竟然出现在现代
一个实验室里。不过这次他治的
水，不再是洪水，而是另一种水

患。他用高倍显微镜在观察水
质，是否含有毒有害物质，以确
保饮用水的安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
掀起一股“下海潮”。门神秦琼、尉
迟恭两位将军，竟然也“潮”了起
来。他俩留职停薪，“下海”经商去
了。此作标题为《神不守舍》。

某企业招聘员工，花木兰前
往应聘。招工负责人说：“花木兰
同志，论条件你都符合，遗憾的
是……你不是男的。”由于一些
企业重男轻女，制定一些土政
策，花木兰无奈吃了闭门羹。

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
盖世”。在我的一幅题为《霸王补
课》的漫画里，他竟然出现在一
个课堂上学习《力学》。可能因为
他懂得了力气不能靠蛮用，而要
巧用，于是他要学习“杠杆原理”
一类的知识哩。

此外，用一些古人的名字创
作漫画，往往具有“双关”的妙趣。
比如大家都听说：“李白斗酒诗百
篇。”而在一幅漫画里，李白在喝
了不少酒以后，十分诧异地说：

“我怎么一点诗意都没有？”原来，
他喝的是用大量的水兑一些酒精
的假酒。此作标题为《白喝》。

遍尝百草的神农，在知晓袁
隆平历经坎坷，经过无数次试验
终于获得成功之后，对这位“杂交
水稻之父”说：“你才是真正的神
农！”此作标题为《神农夸“神农”》。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

思想者营地

做“有心人”（外一则）

李化球

有作为的男人，眼睛看
着四面八方的事物，耳朵听
着四面八方的声音。此俚语
常用来激励人们要善于观察
和关心周围的事物。韩愈说：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
也。”能干的人并不是什么天
才，只不过是善于利用周围的
事物罢了。经常观察、关心、分
析自己周围的事物，才能明白
道理，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
该干什么，才能把握住每一
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你家有金银，隔壁

有斗秤”

你家有财富，邻居家有
斗和秤，能估量出你家财富
有几斤几斗。本俚语多针对
有不义之财的人家使用：有
钱财不要嚣张，人们知道你
家财富的多少和来路。

在过去，特别是农村，
邻里关系比较融洽，经常
聚在一起聊天道白，对彼
此的家境，包括彼此亲戚
朋友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但邻居们关系再好，别人
家的金银财宝，也不可能
由你用你家的斗和秤去量
去称。之所以说“隔壁有斗
秤”，是指心灵的斗秤。

“娘肚里有十个崽，

崽肚里没有一边娘”

过去的人不懂科学，认
为人思考问题是肚子里的
事。一边，这里是指整体的
一半。此俚语本义指，娘总
是牵挂着每个崽，但娘在崽
心里常常没有应有的地位。

“捏着鼻子吃冲菜”

冲（chòng）菜，将芥菜

砍下晾蔫，然后切碎清炒，
其味脆而香味浓烈刺鼻，很
多人受不了这气味而打喷
嚏。此俚语本义指，把鼻子
捏住，然后吃冲菜，以防打
喷嚏。常用来比喻因为自己
的某些不妥，受了别人的气
却不好吭声。

捏着鼻子吃冲菜，并不
是说冲菜就不冲了，只是强
忍住难受而不表现出来罢
了。把受别人的气比作冲菜
浓烈刺鼻的气味，直观、形
象。把因自身的某些不妥受
了别人的气而不好吭声，比
作捏着鼻子吃冲菜——受
到气味的强烈刺激必须打
喷嚏而捏着鼻子强忍住，那
种难受、狼狈、窝囊的样子
活灵活现。

“牛大擦只虱不死”

擦，摩擦，这里指牛靠
在树上、墙上、石头上蹭擦
被虱子叮咬的地方。此俚语
本义指，牛虽然力气很大，
但它却擦不死身上的一只
小小的虱子。常用来指人办
事不能只凭蛮劲，还要依靠
智慧，讲究方法。有时也用
于说某人虽长得高大，却没
有多大力气。

“牛角会到钻子”

会到，遇到。此俚语常
用来比喻对立的双方旗鼓
相当，都很硬气、很厉害、
很难缠，矛盾不容易解决。
把旗鼓相当而又很“牛”的
人相争执，比喻成“牛角会
到钻子”，形象而又有动
感，似乎能听到双方碰撞
的声音。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男子汉眼观四向、耳听八方”
（外五则）

许文华

高山风车

江光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