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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故里，

自掏腰包办书法展
29日，记者见到了已阔

别家乡10余载、正筹备“书法
故里回报展”的王庆新。王庆
新告诉记者，他从很小的时
候就很喜欢读书，受时代和
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初中毕
业的王庆新被留在了农村，
在老家嘉祥当了一名乡村教
师。但当老师毕竟与自己儿
时的“文人梦”相去甚远，“憋
得难受”的王庆新就经常往
各级报刊杂志投新闻稿。就
是这种坚持，给了王庆新一次
命运的转折。由于擅长写作，
他被调到嘉祥县委办公室任
职，身份也从乡村教师转成了
国家干部。在此后7年的时间
里，王庆新上班时间写公文，
下了班，他还是没有放下自己
的爱好——— 楹联和书法。

王庆新又萌生了一个念
头，自己牵头成立县里的文
联。随后，经领导同意，嘉祥县
文联于1990年正式成立，而王
庆新也成了嘉祥县文联第一
任主席。梦想成真的王庆新，
很快就融入到了文化的大氛
围当中，如鱼得水的他一口气
出版了7本对联专著。

王庆新还在书法与楹联
的结合上下了很多功夫。他
告诉记者，在写楹联时，还是
以“馆阁体”为佳，于是，他在
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
格。“既要美观大方，还得让
老百姓能够读懂其中的意
思，这样才有意义”。

只身北漂追梦

成立诗联书画院
1996年秋天，王庆新被借

调到北京，担任起了中国楹联
协会的秘书长。“我当时租住
在朝阳区的一个二层地下室
里，一个月的租金是80块钱。”
为了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
除了忙于协会的工作之外，王
庆新还在人民日报社一个下
属单位找了份工作，“给《中华
老年报》做版面设计，一个月
能领到1500块钱。”王庆新说。

在学会研究对联的同
时，王庆新也发现了其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从文化层面
上说，不少书法家不会写对
联，只能照抄中国传统古诗
词；而会写对联的文人却鲜
有写出一手好书法的。”于
是，王庆新决定从这些不足
之处着手，酝酿创建一个多

维艺术的公益性艺术组织。
2004年9月，王庆新经过

多方奔走和努力，由他任院
长的华夏诗联书画院在北京
成立，并提出了“诗联书画，
一体同春”的办会理念。“我
希望书画院的会员们，在能
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的同
时，也能自己创作对联。”在
这一理念的推动下，走过8年
风雨的华夏诗联书画院，如
今在全国发展会员5300余
人。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广对
联艺术，促进文人们对对联
的研究，王庆新开始自费出
版刊物《华夏诗联书画》，并
免费向全国的会员发放。

行程15万公里，

推广楹联书法艺术
在平时的研究和活动中，

王庆新发现，很多老百姓家中
贴的春联，要么是一些诗词语
句，要么是将一些词语进行堆
积，对联的传承与发展成了一
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2004年开始，王庆新
办起了一年一度的“春联吐
故纳新工程”，每年通过报纸
征集全国各地的新对联2万
余幅，精挑细选出其中2000
幅进行分类，并将这些好对

联汇总后邮寄到全国各地。
“让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髓，通过最普遍的方式存在
和传播，让更多的人去关注
中华传统文化。”王庆新说，
这是他做这件事的本源。

2007年2月份，王庆新到
福建省尤溪县参加一个公益
活动，途中却遭遇了车祸，一
辆货车从后面撞上了他所乘
坐的车。巨大的冲击力让他
的脊椎受到了严重创伤，经
过精心治疗，王庆新可以行
动了，却需要借助双拐。稍稍
恢复的王庆新无法割舍对楹
联和书法的这份牵挂。为了
能够继续上路，他专门买了
一辆车作为代步工具。在随
后3年多的时间里，他行程15
万公里，到过23个省份的70
多个县市区。北到中俄边界，
南到广西沿海，全国31个省
份都有王庆新创作的对联，
甚至包括港澳台地区。

“把文人的良心交给时
代。”对于今后，王庆新说，楹
联文化的传播仍然是他要做
的重点，他要通过自己的力
量去改变这一精髓文化在全
国的现状。新形式、新内容、
新理念和新格调，这就是他
对新时代背景下楹联文化发
展方向的精炼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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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新说，
楹联和书法
的完美结合，
是他毕生的
追求。(资料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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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农村走出，凭借对书法和楹联艺术的
执着追求，只身北上追梦，创建属于自己的诗联
书画院；他曾身遭横祸，拖着行动不便的双腿驱
车15万多公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他历
经12年推出“春联吐故纳新工程”，把更多好对
联送到寻常百姓家。他，就是华夏诗联书画院院
长王庆新。

12月1日，原籍嘉祥县的王庆新将回到济
宁，举办“王庆新书法故里回报展”。今年64岁的
他有一个心愿：让中国楹联书法艺术永远传承
下去。

王庆新 1948年生，山东省嘉样县人。字少
颖，号偏方斋主人，现任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
长，中国诗联书画出版社社长，中国楹联学会顾
问。自幼喜爱传统文学，尤喜楹联、格律诗词，从
1988年起，先后出版专著及主编、执编各类书籍70

余部，包括《古今神童才女妙对》、《天下趣联三百
笑》、《祥酒杯征联集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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