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 0 2 4 年 1月 22 55 日 星期四 本版责任编辑 流流冰冰 版式设计 张张丽丽特别关注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春
节来临时，举国欢庆，合家团圆，张灯结彩，喜
气盈盈。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古今名人是如
何度过的呢？

张衡：观察天象过春节
世界上最早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的杰出科

学家张衡，对天象的研究简直着了魔，每年春
节他都在观察天象中度过。除夕夜，家人团聚
在一起守夜，张衡则一个人站在室外，冷得瑟
瑟发抖地观察天象。其对天文学的痴迷可见一
斑。

王羲之：巧运妙笔续春联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小驻浙江绍兴时，书法

之名已远播。某年春节，他连写了两副对联贴
于大门外，均因书法技艺精湛而被人揭走收
藏。无奈之下，他写了一副特别“晦气”的对联：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才保住了对联。春节
那天，王羲之提笔在两副对联下面分别添了几
个字，晦气的对联立马变成了一副吉祥对儿：

“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日行！”行人观
之，莫不赞叹！

白居易：焚诗求得笔下奇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过年时，总是习惯把

自己一年来创作的诗作全部抄写一遍，放在盆
里焚香祷告后，然后开始烧掉这些诗稿，边焚
诗稿边祷告：“在那边的诗人们，你们一定要看
清楚了，哪些不满意的，一定要托梦告诉我，我
再加以修改！”诗人对诗歌的精益求精精神，令
人折服！

贾岛：焚香酹酒敬诗篇
无独有偶，唐代著名诗人贾岛也喜欢在

除夕这一天，焚香拜诗，史载：每到除夕，他
“必取一岁之作置于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
曰：此吾终年苦心也！”又是一位对诗歌精益
求精的人。

杜甫：境遇坎坷出佳作
诗圣杜甫一生流离颠沛，生活贫困潦

倒。过年时，他唯有借酒消愁。在《杜宅守岁》
一诗中他真实地写道：“守岁阿咸家，椒盘已
颂花。盍簪喧枥马，列举暮景斜。谁能更拘
束，烂醉是生涯！”生不逢时的境遇，令人嗟
叹。

苏轼：游子念家赋诗情
惠州三年，苏东坡春节不能回家，郁闷之

下，只得以作诗来发泄。其中一首曰：“晓雨暗
人日，春愁连上元。水生桃花煮，烟湿落梅村。
小市人归尽，孤舟鹤踏翻。犹堪慰寂寞，渔火乱
江村。”果然是悲愤出诗人！

王安石：写诗铭志改旧制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刚登上相位、执行新法

初期的除夕，写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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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千古绝唱。当时他肩负改革的重任，正是踌
躇满志、大力推行变法之时，这首诗以节日的
欢乐气氛来烘托对新一年的期望，“总把新桃
换旧符”，是一首赞颂变法励志改革的激情诗。
这首诗也是王安石一生当中最杰出的诗作之
一，千古传颂不衰。

关汉卿：除夕之夜踩高跷
元剧《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过春节时有

一个特别的习惯——— 踩高跷。每年春节，他都
要在院子里踩一通高跷，而且每年的高跷都加
高一点，寓意是“年年更上一层楼”！甚至到了
70岁高龄了，春节时还乐此不疲。

郑和：仗剑四海下西洋
明代著名航海家太监郑和于1405年(永乐

三年 )，被明成祖朱棣派遣，率舟师通使“西
洋”，他前后7次奉使下“西洋”，先后到达东南
亚、印度半岛、阿拉伯、东非等30余国，历时28
年，一生当中有24个除夕是在海上或异国他
乡度过的，堪称世界史上名人在海上过年之
最！

张之洞：典当家财过大年
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官清廉，一

生对上不搞贿赂，对下不搞摊派，平素最恨贪
官污吏。过年时，家中没有余资，他就拎着皮箱
去当铺，把身边值钱之物典当换俩过年钱。由
于年年如此，当时社会上便流行一句歇后语：

“张之洞当皮箱过年——— 习以为常。”其为官处
世之道，令人敬佩。

廖仲恺：精打细算过大年
1921年5月，廖仲恺出任中华民国财政部

长。廖素来精打细算，常说“民国新生，百业待
举，要为大众节省每一个银元。”翌年春节前

夕，管家楠伯思忖近年春节一直过得很节俭，
连糖果都没敢多买，来拜年的人又多，作为财
政部长未免太寒酸。听说沙田柚丰收，价钱又
便宜，便想买些回来过年。廖仲恺听后不同意，
说目前政府银根短缺，就不买了，过节就将就
一下。夫人何香凝听了，偷偷让管家去买了一
些柑橘。大年初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前
来拜年，见桌上放着大红的橘子，拱手笑道：

“大吉大吉，吉庆满堂，中华大吉，世界大吉！”
引来满堂欢笑。当孙得知橘子由来，风趣道：

“柚子气色青黄不接，怎似橘子这般红彤彤好
兆头哩！”又赢得一片笑声。

鲁迅：燃放爆竹重年俗
1934年除夕，鲁迅给同在上海的三弟周

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
北京寄来的1盒糟鸡和9件玩具。年初二那天，
鲁迅写了一篇《过年》，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
俗，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

“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表示了
他的赞赏。他自己则是：“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
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
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
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毛泽东：捐出“年菜”为他人
1935年春节，遵义会议刚刚确立毛泽东

为全党的领导核心，后勤部门想多弄点鱼、肉
庆祝一下，但部队有十几万人，谈何容易？毛泽
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酒和几个辣椒
而已。但他舍不得吃，大年初一，他与其他领导
一起去看望伤病员，捐出了发给自己的“年
菜”。此后每到春节，毛泽东首先会想到身边的
工作人员，包括炊事员、警卫员、机要员、秘书、
司机等，工作再忙他也要亲自一一慰问。

陈寅恪：喝粥过个“骨气年”
1942年春节，困居香港的国学大师陈寅

恪一家断粮数日，驻港的日军因震于陈寅恪的
文名，有心拉拢，送去了面粉，却被陈寅恪断然
拒绝。除夕夜，陈家人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分
食了一个鸭蛋。作为一介书生，陈寅恪表现出
的气节和操守，让人肃然起敬！

周恩来：自带花生请客尝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周恩来提出要

和北京人艺演职员一起过除夕。那晚，周总理
偕邓颖超同李先念、陈毅、王震等领导同志一

道来到首都剧场三楼。总理特意从家里带来酒
和花生米摆在各张桌上，这些东西在当时很珍
贵，大家谁也不敢动。总理就大声说：“来，来，
大家都来吃嘛！”一位姑娘伸手抓了一小把花
生米，被一位老演员瞪了一眼，姑娘顿时红了
脸，又送回桌上。周总理见状上前道：“哎，年轻
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些嘛，这些就
是送来给大家吃的嘛！”这才打破僵局，大家纷
纷吃了起来。

邓小平：过年仍在忙国事
1983年春节，邓小平和老战友彭真一起，

到杭州视察农贸市场等地方。1984年春节，邓
小平和家人到深圳视察。1984年2月1日除夕，
邓小平和老战友王震、杨尚昆在广州过年，正
月初六，他赴厦门特区继续考察。考察回北京
后，邓小平找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将大连、青
岛等14个沿海城市纳入开放范围。从1988年
开始，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思考和启
动浦东开发。1991年春节，他对陪同的上海市
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
了，要努力干啊！”

刘伯承：群众永远放心上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指挥过一场叫香城

固的战斗，战斗之前，正赶上过大年。为了让老
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刘伯承亲自布置部队做
警戒，又指挥部队从侧面把敌人引到偏僻的深
山沟，保护老百姓到枣林里包饺子吃。当地乡
亲们念叨说：“不是刘师长(刘伯承)派队伍站
岗，俺们哪能吃上饺子过年呐！”刘伯承时刻关
心群众的利益，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
1942年，刘伯承的小女儿诞生，刘伯承依照

“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给女儿取名叫“密
群”。

老舍：过年最爱写春联
著名作家老舍素爱中国的对联艺术，尤其

喜爱春联，在过年的时候，老舍曾经多次写春
联，来寄托自己的情怀。老舍还曾经专门写文
章称颂春联的特色，在文章中，他欣喜地写道：

“欢度春节，要贴春联。大红的纸，黑亮的字，分
贴门旁，的确增加喜气。”新中国成立后，老舍
就曾多次题写春联，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寄托
过年时的快乐之情：“吟诗辞旧岁，举杯贺新
年”“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酒热诗歌壮，
梅红天地新”。这些春联明快喜庆，饱含着对生
活的深深热爱。

古今名人过年佳话
钱国宏

胡胡传传宏宏：：
万万象象更更新新
尧尧疆疆凤凤律律三三阳阳景景
舜舜日日龙龙图图四四海海春春

袁袁孝孝友友：：
迎迎新新接接福福

瑞瑞雪雪临临门门节节序序一一元元复复始始
红红梅梅献献喜喜江江山山万万象象更更新新

傅傅晓晓爱爱：：
喜喜气气洋洋洋洋
才才观观兔兔献献丰丰收收酒酒
又又听听龙龙吟吟欢欢乐乐歌歌

金金长长渊渊：：
龙龙年年大大吉吉
紫紫燕燕欣欣歌歌青青玉玉案案
红红梅梅喜喜绽绽满满庭庭芳芳

李李必必胜胜：：
人人寿寿年年丰丰
好好趁趁良良辰辰 美美酒酒
喜喜迎迎盛盛世世赋赋新新诗诗

周周海海兵兵：：
国国运运昌昌隆隆

兔兔毫毫书书福福红红梅梅报报喜喜呈呈祥祥瑞瑞
龙龙步步迎迎春春科科技技兴兴邦邦促促富富强强
解解 林林：：

新新年年大大吉吉
玉玉免免回回宫宫留留赠赠小小康康胜胜境境
金金龙龙挺挺世世待待看看大大有有新新春春

徐徐绍绍国国：：
振振兴兴三三农农
三三农农崛崛起起千千村村美美
百百业业兴兴隆隆万万户户欢欢

范范恒恒美美：：
春春临临大大地地
漫漫天天瑞瑞雪雪迎迎红红日日
献献岁岁梅梅花花舞舞东东风风

鲍鲍 丽丽：：
欣欣欣欣向向荣荣
梅梅开开五五福福千千家家乐乐
财财达达三三江江百百业业兴兴

王王 霞霞：：
普普天天同同庆庆
九九州州喜喜庆庆中中兴兴梦梦
四四海海赓赓歌歌盛盛世世春春

杨杨绪绪银银：：
今今辰辰璀璀璨璨
梦梦起起新新辰辰龙龙起起势势
福福同同盛盛世世岁岁同同春春

张张 琳琳：：
年年丰丰世世泰泰
兔兔献献丰丰年年添添锦锦绣绣
龙龙腾腾盛盛世世兆兆华华昌昌

陶陶东东海海：：
辞辞旧旧迎迎新新
兔兔去去月月宫宫传传喜喜讯讯
龙龙临临华华夏夏拓拓新新程程

谢谢家家宝宝：：
春春暖暖人人间间
和和煦煦春春风风春春尚尚好好
温温馨馨福福地地福福添添祥祥

刘刘 斌斌：：
万万象象昭昭苏苏
瑞瑞雪雪铺铺开开千千里里锦锦
腊腊梅梅绽绽放放万万家家春春

孙孙淑淑贞贞：：
盛盛世世中中华华
兔兔毫毫大大写写中中华华梦梦
龙龙韵韵高高歌歌盛盛世世春春

肖肖芝芝平平：：
迎迎春春接接喜喜
玉玉兔兔承承欢欢归归瑶瑶月月
金金龙龙劲劲舞舞接接早早春春

高高 扬扬：：
喜喜满满人人间间
东东风风杨杨柳柳三三春春院院
晴晴雪雪梅梅花花五五福福堂堂

钟钟兴兴珉珉：：
气气壮壮山山河河

迎迎盛盛世世九九州州骨骨肉肉承承龙龙脉脉
振振雄雄风风两两岸岸山山河河共共月月圆圆

张张兆兆田田：：
幸幸福福人人家家
祥祥云云腾腾吉吉第第
春春色色映映华华堂堂

姚姚绍绍丽丽：：
江江山山如如画画
龙龙腾腾盛盛世世千千家家喜喜
春春入入神神州州万万象象欣欣

樊樊冬冬枝枝：：
龙龙年年兴兴旺旺
无无边边春春色色开开生生意意
有有志志神神龙龙创创未未来来

潘潘正正欣欣：：
尊尊师师重重教教
讲讲台台三三尺尺丹丹心心献献
蜡蜡炬炬一一生生桃桃李李培培

李李鸿鸿三三：：
家家国国同同兴兴
民民乐乐小小康康歌歌盛盛世世
国国臻臻大大治治绘绘宏宏图图

胡胡凤凤琴琴：：
科科技技腾腾飞飞
神神舟舟建建站站酬酬新新梦梦
舰舰母母航航洋洋唱唱大大风风

张张洪洪艳艳：：
春春回回大大地地
玉玉兔兔迎迎春春传传暖暖意意
金金龙龙呈呈瑞瑞谱谱新新篇篇

陶陶中中信信：：
喜喜庆庆佳佳节节
龙龙腾腾绘绘就就江江山山美美
凤凤舞舞描描成成时时代代新新

安安淑淑珍珍：：
大大展展宏宏图图

聚聚力力凝凝心心廿廿大大领领航航开开胜胜局局
求求真真务务实实 年年圆圆梦梦铸铸丰丰碑碑
周周春春秀秀：：

大大国国崛崛起起
卯卯兔兔辞辞旧旧岁岁神神州州不不落落西西方方后后
辰辰龙龙接接新新春春国国力力敢敢为为天天下下先先
阮阮 峻峻：：

万万象象荣荣昌昌
兔兔唱唱凯凯歌歌归归月月府府
龙龙皴皴春春色色亮亮人人间间

阎阎玉玉彩彩：：
中中国国年年庆庆
作作赋赋吟吟诗诗歌歌盛盛世世
舞舞龙龙奏奏乐乐庆庆新新年年

“两个大姐一般长，一年一套新衣裳”，这是在
我的故乡流传久远的一则谜语，谜底是贴上春联的
两扇大门。现在，城里人对贴春联似乎越来越冷淡，
而我们乡下仍把它当作过年的一大盛事。

早在腊月初，家家户户都要买好撒金的大红
纸，恭请当地小有名望的人书写春联。在我的记忆
中，一位姓曾的小学老师可算我们那里的“一支笔”
了。大年将近，他的家里像商店、豆腐作坊一样热
闹。儿时的我，总喜欢尾随在父亲的身后，夹着红
纸，排着长队，讨回先生的墨宝。
等我上了初中，父亲便把家里写春联的任务交

给了我，我拿母亲做鞋用的剪刀裁开纸，父亲帮我
磨墨，母亲帮我牵纸，我初生牛犊，歪歪斜斜地写下
了一副当时最流行的春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
走。看着自家“秀才”的杰作，父母的脸上都显现出
极灿烂的笑容。往后，因为能写春联，乡亲们都极器
重我，我从东家写到西家，从本村写到邻村。写春
联、贴春联，让我了解到淳厚的乡风。

乡亲们贴春联，不为风雅，只为渲染喜庆，祷告
吉祥，对联从书写到张贴都透溢着浓浓的乡土气
息，浸润着浓浓的文化色彩。

比如说裁纸就极有讲究，忌讳将红纸用完。我
那时虽小，也很懂得长辈们的心思，所以裁叠时都
极小心地比划着。而当我将剩余的一条半块红纸呈
给主人时，也会极乖巧地说：“大叔，纸剩了。”大叔
就笑呵呵地接口道：“好，只胜，只胜！”原来“纸剩”
与“只胜”意不同而音相谐，明年只会胜过今年，讨
一个吉利的说法，祈祷来年的好运。正门是一家一
户的象征，乡亲们总喜欢把门联增长加宽，那时还
没有现在的加长红纸，我不厌其烦，用饭粒或粥糊
将几片红纸粘贴在一起，书写一个长条幅，以满足
他们的心愿：春联长长福长长。

给年迈的爷爷奶奶写春联，万万马虎不得，他
们习惯从春联中推测自己的吉凶祸福。记得每年给
外婆写春联，外婆都极虔诚地观望着。有一次，我一
不小心，竟将下联漏掉一字，那时太小，还不知道随
机应变，惴惴地告诉了外婆。迷信的外婆马上一脸
阴云，口中喃喃有词：“明年我恐怕是熬不过来了。”
我满心愧疚，年饭也吃得没有滋味，尽管以后外婆
还健壮地活了很多年。

贴春联也很有讲究，大年三十的上午，家家户
户都要把门里门外打扫干净，将门板门框残存而褪
色的纸屑细心地揭去。长辈们忌讳在旧对联上粘贴
新对联，说那样叫“字糊字”，谐音即是“自胡自”，自
己胡弄自己，那是不负责任的。

乡亲们贴春联不限于厅堂、正门。窗户贴，灶台
贴，碗橱衣柜也要贴；正屋贴，偏房贴，猪圈鸡栏也
要贴。自然，方位不同，内容也各自有别，比如灶台
上最常见的对联是“常吃常有，渐吃渐多”，猪圈鸡
棚常是“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或是“养猪像牯牛，
养鸡像桩头”，这些对联虽不合平仄音韵，缺少整饬
典雅，但却有一种朴拙之美，乡野之美。

在乡下，乡亲们贴春联的热情是远高于看春节
联欢晚会的，因为，春晚是看别人逗乐，而贴春联是
自得其乐。
是的，春联满足着一年来辛苦劳作后的心愿，

寄托着来年沉甸甸的希望和诚挚的祝福，“年”的欢
乐与温馨也尽写在这大红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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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春联
何登保

春联书法 孙崇炯

人生七情伤五脏
药用五味顺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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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木瓜陈木瓜木瓜海棠

红娘子蓝靛染青青
黄花女白芷包金莲

补益心脾龙眼肉

开窍化痰龙涎香

仁心仁术学以致用
仁爱仁德存之内心

中 医 对 联
黄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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