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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一天收到上百副春联
一西安市民也发来十副春联参赛

本报聊城 12 月 28 日讯 (记者
凌文秀) 连日来，由本报和聊城

市文广新局、聊城市楹联学会联合
举办的“寻找水城过年老民俗暨原
创春联征集大赛”吸引了众多市民
参与。仅 28 日一天时间，本报编辑
部就收到上百副原创对联。除了本
地市民外，一名西安市民也从网上
发来十副春联参赛。

“上联：龙岁呈祥，和风频入
户；下联：春光焕彩，喜事总临门。
横批：龙岁呈祥。”这是西安市民田
冲先生写来的十副春联之一。田先
生送来的十副参赛对联对仗工整，
各有意趣，令人赞叹。

临清市曹岗小区电业公司家
属院的高文凤也发来八副对联。

“上联：辞旧岁，美酒佳肴摆家宴；
下联：迎新年，轻歌曼舞闹街头。横
批：欢度春节。”对联中描绘了过年
的热闹景象。80 岁的老先生杜仰
岐是东昌学院的退休教师，他送来
9 副自撰春联参赛，作品多描述聊
城的秀丽景色和宜居环境。市民
李先生也在对联中抒发聊城古
城新颜的感慨，“‘古城逢盛世，
一楼一水一湖景’啊！”这是李先
生的上联，如果是读者您，会对
出怎样的下联呢？

28 日一天，不少上了年纪的
市民亲自乘车送春联到本报社
编 辑 部 ，还 有 众 多 市 民 通 过 网
络、手机短信或者邮寄信件等方
式交上参赛作品。当天，上百副
春联参赛。大赛将于 2 0 1 2 年 1
月 10 日截稿。

本次大赛面向全市征集原
创 春 联 ，邀 请 市 内 楹 联 专 家 评
审，选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以及优秀奖 2 0
名。评选结果在本报刊登，并向

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全兴大曲提
供的总价值 3000 元的好酒。

对于大赛入围的春联，本报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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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楼街道办事
处 2 楼 )，邮编 2 5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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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发送至 15806955024；电子邮件
请 发 送 至 l i n g w e n x i u 6 2 6 @
163 .com。咨询电话 8451234。

参赛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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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工整、清晰、易辨识；
4 . 不涉及广告宣传内容；
5 . 每位参赛者限提交 10 副作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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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聊城 12 月 28 日讯(记
者 凌文秀) 27 日，本报刊登
了《不少“ 85 后”分不清上下
联》的对联知识小调查，很多楹
联老专家对此现象表示很忧
虑，“哪怕不会写春联，也要分
清上下联、知道怎么贴。”

衣恒勇是聊城一位楹联专
家，他介绍，区分春联上下联只
需看最后一个字。“上联是仄声
收尾，下联是平声收尾。也可以

按照这个规则看一副春联是否
符合楹联联律规则。”

“因为古时的读法是从右
向左，贴春联时，上联贴右边、
下联贴左边，横批在上方。”衣
恒勇说，“其实横批也应该从右
向左书写。但近年来春联大部
分是印刷的，有些厂家为了迎
合现在大众的阅读习惯，从左
到右印刷。现在的春联横批书
写已经很不严格了。”

专家教你区分上下联：

上联仄声收尾 下联平声收尾

28 日下午，
本报工作人员
正在整理市民
送来的部分参
赛春联作品。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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