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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元日》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文
学家王安石描写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
作。点燃爆竹、饮屠苏酒、换新桃符，诗句
取材于老百姓过春节时的生活细节，充
分表现出过年的欢乐气氛，富有浓厚的
生活气息。

诗中的“桃”和“符”，指的是桃符。据
说，这是古代一种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时
人们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
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这里的
桃符也可以称作春联。

贴春联，是我国重要的年节民俗之
一。春节前夕，家家户户会精选一副大红
春联贴于门上，辞旧迎新，表达人们迎新
纳福、企盼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眼下，春节将至。连日来，义乌不少社区
纷纷立足实际，开展一些既接地气又散发文
化味的写春联送祝福活动，努力让大众走进
春节这个“我们的节日”，享受传统文化所赋
予的生活温情，感受节日生活的美好。

1月7日，在下车门社区的某在建工地
上，贵州籍工友老邱从志愿者手中接过

“福”字后笑着说：“这个‘福’字写得真好
看，旁边竟然还有兔子图案，能不能多给我
几个，我准备带回老家去贴。”随着春节临
近，许多外来建设者已陆续踏上返乡的征
途，而在下车门辖区几个城市有机更新的
项目工地上，仍有一些工友在各自岗位上
忙碌着。从1月5日开始，下车门社区联合
相关社会组织和热心志愿者，开展形式多
样的“送温暖赠福字献爱心 情暖工地民工
返乡路”暖心服务活动，感谢广大外来建设
者的辛勤付出。

1月11日上午，江滨社区组织开展“挥
毫泼墨迎新春”写春联送祝福活动。活动现
场，来自辖区教育机构的书法老师及社区
的书法爱好者铺好红纸，蘸饱墨汁，认真为
辖区居民书写带有墨香和美好祝福的春
联。“廉不廉，看过节。”值得一提的是，
和其他很多写春联活动不同的是，
江滨社区在此次活动中加入了

“廉”的元素，专门书写了一些
以“廉洁”为主题的对联供居
民选用，倡议大家廉洁过年。
在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者
还将一些对联和福字送到辖
区老党员、外来建设者、流动
党员等群体代表手中，提前
祝大家新春快乐。

1月12日上午，孝子祠社区
联合义乌市书法家协会，开展“翰
墨润府，孝义迎春”送福写春联及关
爱留义人员慰问活动。作为一个城市有
机更新全拆社区，孝子祠辖区目前都是在建
工地。为切实做好春节留义人员和党员群众的暖心服务
工作，社区采用“集中书写，上门慰问”的方式，组织党
群志愿者上门走访慰问辖区内各工地春节留义人员、
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向他们宣传防疫知识，赠送对
联、“福”字及慰问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大家。

每一种文化和传统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应该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而被人们遗忘。其中，传统

节日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更是一种文
化象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对联有手写

的，也有印刷体的；写对联的既有书法
功底深厚的专业人士，也有不同年龄

层的书法爱好者，但大家的出发点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

守护传统节日、传承年俗文
化，就要强调其深厚内涵，在社会
上树立起全民意识，尤其要创造
良好的氛围。而这些，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当下，春节年俗有的
已融入当地城市文化的血脉中，有

的正在传承中经历蜕变和升华，逐
渐成为当地一个新的节日风尚，创造

出一道全新的文化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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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贴倒
酉。”我国各地因乡风习俗的差异，贴
春联的时间也稍有不同。据说，从腊月
廿三至大年三十夜晚都有，一般来说
大多数还是集中在腊月廿八、廿九这
两天。在我们南方的很多城市，也有习
惯在大年三十早上贴春联的。

相对于“什么时候贴”的地域差
异，在春联“怎么贴”这个问题上，各地
的传统规矩应该差不多。一般来说，春
联要竖贴；上联要贴在右手边（即门的
左边），下联要贴在左手边（即门的右
边）。如果横批是从右向左书写，上联就
应该贴在右边，反之上联则贴在左边。

切记，上下联不可贴反。以“春回
大地百花争艳，日暖神州万物生辉”这
副春联为例，从内容看，上下联有一定
的因果关系，“春回大地百花争艳”是
因，“日暖神州万物生辉”是果。如果将
上下联贴反了，就颠倒了因果关系，让
人读着别扭。

对联除了对仗工整外，一般应上
仄下平，就是上联结尾字的音调应该
落上声和去声，下联结尾字的音调应
该落在平声。还是以上述这副春联为
例，上联尾字“艳”是四声，即仄声；下
联尾字“辉”是一声，即平声。一般而

言，如尾字是三声、四声的（仄声）是
上联，如尾字是一声、二声的（平声）
是下联。

那么，是不是所有春联都一定是
上仄下平收尾呢？显然，这是以偏概全
的说法。春联的创作和其他文体的创
作一样，还要考虑逻辑、语境等因素。
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有对联上联尾字
是平声、下联尾字是仄声。如果遇到
这种情况，就要从春联的内容上来准
确判断上下联。为了方便读者理解，
我们一一举例说明按尾字区分春联的
上下联——

“一顺百顺事事顺，千好万
好年年好”，属上下同仄
收尾。

“岸上麻叶，伸
绿掌要啥。池中莲
藕 ，握 红 拳 打
谁”，属上下同
平收尾。

“妹妹我思
之 ，哥 哥 你 错
了”，属上平下
仄收尾。

“ 祖 国 山 河
壮，神州景物新”，属
上仄下平收尾。

贴春联的规矩

有说法称，春联起源于桃符(周代
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

《我们的节日》中关于“春联”有一段这
样的表述——

春联，俗称“门对”，又名“春贴”，
是对联的一种，因在春节时张贴，故称
春联。春联的一个源头是桃符。最初人
们以桃木刻人形挂在门旁以避邪，后
来画门神像于桃木上，再简化为在桃
木板上题写门神的名字。春联的另一
来源是春贴，古人在立春日多贴“宜
春”二字。

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桃符长
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
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
仙木，百鬼所畏。”所以，清代《燕京时
岁记》上说：“春联者，即桃符也。”

五代时，西蜀的宫廷里，有人在
桃符上提写联语。这里还有个传说：
据说五代时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喜
欢标新立异，有一年除夕突发奇想让
手下的一个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
句话——“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
春”，并将其作为桃符挂在自己寝殿
的门框上。自此，桃符的形式和内容
均发生了变化，不仅是避邪驱灾，还
增加了祈福、祝愿的内容。有说法称，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到了宋代，春联仍称“桃符”。文

章开头王安石的《元日》中就有“总把
新桃换旧符”的表述。据说这个时期
在桃木板上写对联已变得普遍，而随
着门神的出现和用象征喜气吉祥的
红纸来书写桃符，之前桃符所肩负的
驱邪避灾的使命逐渐转移给门神，而
桃符的内容则演化成用来表达人们
祈求来年福运降临和五谷丰登的美
好心愿。

据了解，“春联”真正普及始于明
代，且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明代文
人陈云瞻写的《簪云楼杂话》中曾记
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
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
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时出现。”传
说，当上皇帝的朱元璋喜欢排场热
闹，也喜欢大户人家每到除夕贴的桃
符，就想推广一下。于是，在某年除夕
前他颁布御旨，要求京城家家户户都
要在门框上贴上用红纸写成的春联，
以示庆贺新春。正是他的大力推崇，让
春联得以盛行。

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当时已成为
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春联的来历

千门万户曈曈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联里的年味儿

一笔一画书年味。

各显身手。

送“福”进工地。

写得认真，帮得到位。

大手小
手，一起写

“福”。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新年吉祥新年吉祥。。

挥毫泼墨迎新春。

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