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四 编辑：王传胜 美编：刘冰霖 组版：边珂

C03
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1 2 月 2 1 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我有十多
副春联，都是今年新写的，怎
么交过去？”21 日，本报原创
春联大赛第一天，众多读者通
过各种方式参赛。城区一位退
休的老先生准备提交十多副
春联，工作人员建议参赛者精
心挑选，最好别超过 10 副。

21 日，众多读者拨打本报
热线 8451234 咨询春联大赛
事宜。城区一位退休的老先生
表示，要送 10 多副春联到本
报编辑部。“我是楹联爱好者，
退休快十年了，每年春节前都
会写很多春联，其它时候也喜
欢楹联创作。”这位老先生表
示，退休后空闲时间很多，没

有什么操心的事儿，他就迷上
了楹联创作。

得知每人最多只能提交
10 副春联，这位老先生表示，
要选出 10 副最好的春联送到
报社。他说：“我还有很多楹联
笔友，他们也想参加比赛，到
时候一起过去。”

21 日，很多市民通过各种
方式参与比赛。有乡镇上不方
便的读者发了邮件或短信，也
有部分熟悉网络和手机的老
人，用手机或邮件提交春联。
主办方提醒市民，选择一种方
式参赛即可，不要重复提交。

本次大赛面向全市征集
原创春联，邀请专家评审，评
选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以及优秀奖 20
名。评选结果在本报刊登，并
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品。另
外，对于入围的春联，本报将
邀请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并
展出。

参赛方式：参赛者可把手
抄稿送到或邮寄至齐鲁晚报·
今日聊城编辑部 (聊城市兴华
路与向阳路路口西北角 2 楼)，
也可通过短信或邮件的形式
发送原创春联，格式为：春联
内容+参赛者姓名+参赛者联
系方式。手机短信发送方式：
15806955024 ；邮箱发送方式：
l ingwenxiu626@163 .com 。咨询
电话：8451234。

本报原创春联大赛
受众多读者追捧
参赛者每人限报十副春联，不要重复提交作品

首副春联来自
80 后公务员

本报聊城 12 月 21 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21 日，本报原创
春联征集大赛收到的第一副春
联，出自一位 80 后公务员之手。

“月映华堂寅虎啸天去，日
照水城辰龙送福到。”这是 80 后
公务员小徐提交的首副春联，小
徐说：“我平时喜欢用毛笔抄写
佛经，也喜欢古文学，听说有原
创春联大赛，就想参与一下。”

小徐说，他感觉现在的对联
门槛并不高，很多平仄的老规
则，现在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了。
春联并不是只有老人才能写，年
轻人也可以尝试，给春联带来一
些时尚和新鲜的气息。

参赛规则

1 . 内容健康向上，富有新意
和时代特色；

2 . 独立创作，符合联律平
仄对仗等要求，单联不超过 11

个字(请附横批)；
3 . 手抄稿字体工整、清晰、

易辨识；
4 . 以春节为主题，不涉及

广告宣传内容；
5 . 每位参赛者限提交 10

副作品，但必须为原创，如有抄
袭一经发现，取消评奖资格；

6 . 每副作品需注明作者的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
话、详细通讯地址及邮编；

7 . 主办单位对所有参赛作品
有出版、发表、张贴、使用等权利。

康熙帝写给老师傅以渐

在傅氏祠堂正堂中间的
楹 柱 上 ，有 这 样 一 幅 楹 联

“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
章第一家”。这是清康熙帝
为开国状元傅以渐题写的楹
联。

傅以渐辅佐顺治帝十八

年，是康熙帝的启蒙老师，对
康熙从政后的思想有着直接
影响。康熙皇帝在位南巡时，
曾好几次莅临东昌府，为了感
念恩师傅以渐，除了对傅以渐
的后人大加封赏外，还亲自御
笔题赠此联。

蔡元培写对联

给傅斯年
“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

天开指顾中”，这是傅斯年陈
列馆一楼廊前的楹柱上的一
副对联。

这副楹联是著名学者、教
育家蔡元培写给傅斯年的。
1919 年春，蔡元培任北大校
长时，摘录了陆游的诗句，给
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傅斯年
写了这幅楹联。

季羡林为阳谷

孙膑阁写对联
季羡林曾给阳谷县迷魂

阵孙膑阁撰写了一幅楹联，
“运筹决胜神州独步至今仍留
迷魂阵，发潜显幽边裔追踪自
古艳称智多星”。

季羡林上学时，清末状元
王寿彭兼任山大校长。有一次
期末考试，季羡林名列全校第
一。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幅对联

“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
出岫云”用来表彰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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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楹联故事>>

原创春联大赛
参赛电话：845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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