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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今日德州

上百副春联送给社区居民

“很久没见过手写春联了”

我也要练毛笔字

本报1月31日讯(记者 李明华)
1月31日上午10点，本报联合德城

区文广新局，组织书法家和书法爱
好者送春联的活动在岔河社区居委
会办公室二楼举行，本次活动共邀
请了六位书法家和三位书法爱好
者，送出了百余副春联。

活动还没正式开始，一些市民
就已经在居委会办公室早早等候。

“很久没见过有人手写春联了。”市
民刘先生带着孩子一大早赶过来，
想让孩子多见识下写春联。“孩子都
不知道春联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春
联都是买的。”

活动刚开始，30多平的房子里
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市民，现场写的
速度已经满足不了市民的需求。书
法家赶紧拿出提前备好的春联，发
放给市民。有市民张先生专门请假
过来，想让书法家原创一副对联。

“我哥哥名字里有个‘腾’字，我的名
字里有个‘飞’字。我想请书法家帮
我写一副关于这两字的春联。”书法
家朱占昭现场创作，挥笔写下一副
春联送给张先生。

活动现场，书法家窦秀哲和朱
占昭还热情地为本报原创了两幅作
品。一副为“齐鲁晚报暖万家 今日
德州振人心”，横批为“百姓心声”，
另一幅为“齐鲁春满大地 晚报欢
乐万家，”横批为“喜迎新春”。

因为现场市民太多，活动时间
向后延长了一个小时。活动结束后，
还有市民陆续赶来。 活动刚开始，家住

紫薇园小区的刘先生就
带着他的儿子来到活动
现场。“我是看报纸慕名
而来的，家离得也近，很
方便，正好孩子也放假
了 ，就 带 他 来 学 习 学
习。”刘先生看着一副副
写完的春联对儿子说到

“以后你也得向这些书
法家们学习，争取写一
手 好 字 ，不 要 老 想 着
玩。”

家住漳卫南运河管
理局宿舍的孙宸睿是一
名实验小学四年级的学

生，他带着他的妹妹一
起来看书法家写春联。

“我平常就喜欢过年的
时候帮家人贴春联，但
春联都是买好的，今天
还可以看到书法家们亲
手写春联，有意思。”

挑完两幅春联后，
孙宸睿还带着妹妹用卫
生纸擦拭那没有干的墨
迹，边擦还用嘴吹，希望
墨汁快点干。孙宸瑞告
诉记者，“以后我也要练
毛笔字，争取明年我们
家的春联是我亲手写
的。”

在活动现场，有不
少市民是“闻讯”赶来。

“刚看到有人拿着春联
回 去 ，我 就 赶 紧 过 来
了。”市民周先生在小区
里做生意，听说有送春
联的活动，赶紧放下手
头上的活赶过来了。

“今天的天不好，墨
汁一直干不透，还得再
晾晾。”市民刘先生说，

“刚才我那一张没干就
卷起来，现在花了，只能
麻烦书法家再给写一副

了。”一市民说。
今天参加活动的

市 民 徐 先生告诉记者
说，之前也练过毛笔字，
但是写出来的不如印上
去的好看，以前每年写春
联的活动也就搁置下来。

“现在看到书法家写的春
联，真漂亮，比印的还
好。”徐先生说，我以后也
得加强练习，以后自己
写春联。

本报记者 李明华
实习生 王雪琪

比印的还好还漂亮

“老师，能给我写一副蛇年的春
联吗？”、“老师，我家是做生意的，能
给写个春联吗？”、“老师，明年我家孩
子要结婚”……在活动现场，这样的
要求此起彼伏。一些市民直接跟书法
家提出了要求。书法家赵玉宏指着一
副带有“财”、“福”两字的春联对做生
意的曾新说，“这两字应你们家的景，
来年一定会有财又有福的。

记者注意到，书法家朱占昭的春
联跟其他书法家的作品略显不同。

“福大财多业旺 德高祥满阖家欢”
为了搞好活动，朱占昭提前准备了几
幅原创春联。“这几幅春联都是我独
创的，只此一份。”朱占昭说，他们的
都是从书上找的，缺乏新意。朱占昭
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因为觉得比
较难很少有人会创作春联的。“其实，
创作春联很容易，都是应景而发。”朱
占昭说。

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都拿出了
自己的看家本领。兰亭书法院院长石

同侠以一手饱满的福字备受人们喜
爱。“你看，石老师这个福字写得很饱
满，福气旺，贴上春联也就有福了。”
市民王崇格说。书法家窦秀哲则是以

“快”有名，“我写的是草书，虽然快，但
是讲究力度的把握。“窦秀哲说。因为书
法家展示了高超技艺，一些书法爱好者
则在旁边给书法家打起了下手。“书法
家写得太好了，我都不敢在现场露丑
了。”书法爱好者沈立新说，给书法家
们打打下手也方便“偷师学艺”。

书法家刘士龙左右同书的绝活
让现场的居民一致叫好。只见刘士龙
在先用右手提笔写了对联的上联，又
用左右提笔写下对联的下联。“能用
右手写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想
到，还能用左手练书法。”市民王燕
说。

“感谢齐鲁晚报给我们提供的平
台，能给市民送去祝福，让我们的字
贴到老百姓家门口，送去新春的祝
福。”兰亭书法院院长石同侠说。

格特别点击

左右同书众人称奇
本报记者 李明华

“没想到，还能用左手练书
法。”31日，在岔河社区送春联现
场，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纷纷展
示自己的绝技，引得在场居民的
一致叫好。

双手都会写字的刘士龙，令人称奇。

▲选副好春联赶紧拿
回家。

两个孩子在仔细看
春联。

本报“送暖迎春”行动将继
续组织书法家进行“写春联 送
祝福”活动。在2月3日前，市民可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2600000，免费
预约您家的春联(先到先得)。

电话预约

您家的春联喽

1月31日，许多市民
慕名而来。活动10点举
行，家住国棉宿舍的王
保明在活动刚一开始就
赶过来了。“我前天看报
纸上有这个活动，所以
今天一早就过来了。”当
记者问到，国棉宿舍离
这里可不近，王先生说，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
欣赏这些书法家的作
品。

王先生本身爱好书
法，平时也会练一练，

“我写的不大好，但是喜
欢这个，在我们小时候
都是写大仿，不像现在
的学生，很少练字了。”

期间，王先生一边
欣赏，一边与几位书法
家交流。看到一副行书
的春联，王先生不由感
叹到“这副春联写得真
好，含义好，字更好，字
写的如行云流水般很顺
畅，值得收藏。”

王先生因儿子开饭
店他得赶紧回去帮忙，
意犹未尽的他只能挑几
幅春联先回去了。临走
之前，他说：“这个活动
办的很好，今天能拿到
书法家亲手写的春联真
高兴，以前都是买的油
印的，都没有年味了。这
一趟，来的真值。”

这一趟来得真值

格现场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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