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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无论东西南北、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门第高低大小，几乎家家户户都要买红
纸、写春联。
从大门(院门)、正房门、厢房门、厨房门，直至桌子、椅子、蜡台、灶台⋯⋯到处是红彤彤的一片。
    春联，起源于姚符(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
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
“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
”所以，清代《燕京时岁记》上说：“春联者，即桃符也。
”    五代十国时，宫廷里，有人在桃符上提写联语。
据《宋史·蜀世家=》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章逊题桃木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
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
到了宋朝时期，春联仍称“桃符”。
王安石的诗中就有“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
宋朝，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
    春节贴春联的民俗起于宋朝并在明朝开始盛行。
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对联，不仅自己挥毫书写，还常常鼓励臣子书写。
    到了清朝，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
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春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形式上成对成双，两联彼此相“对”，内容互相照应，紧密联系。
一副对联的上联和下联，必须结构完整统一，语言鲜明简练。
具体要求如下：    一、要字数相等，断句一致。
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二、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
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
    三、要词性相对，位置相同。
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
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四、要内容相关，上下衔接。
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能重覆。
    此外，张挂的对联，传统作法还必须直写竖贴，自右而左，由上而下，不能颠倒。
    与对联紧密相关的横批，可以说是对联的题目，也是对联的中心。
好的横批在对联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相互补充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旧的一年渐渐地越来越远，而新的一年却越来越近。
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更为了广大朋友们能够在诗情画意中度过又一个美好新年，我们特地编写了
这本《实用春联精粹》。
本书向读者朋友介绍了关于春联的基础知识及创作，并整理了中国最经典的实用春联和搜集了民间截
至今天最新的春联作品。
本书囊括了从古至今的名人、专家最经典的春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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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宪宝编写的《实用春联精粹》搜集了民间和名家截至今天的最新作品。

《实用春联精粹》对每个行业每种类型的春联都有详细的解析和说明。
 《实用春联精粹》详细细分了各种行业、各种场合以及不同身份所使用的春联。

《实用春联精粹》囊括了从古至今的名人专家最经典的春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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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宪宝，山东鲁人，现居北京。
系现代文学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化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
北京大美时代图书公社创建人。
在出版传媒、医药学行业做过多年高管，并在实战中结合道家文化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团队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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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联的产生    “春联”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语言中应该是明代初年。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
在一个大年初一的早晨，朱元璋微服巡视，挨家挨户察看春联。
每当见到写得好的春联，他就非常高兴，赞不绝口。
    在巡视时见到一家没有贴春联，朱元璋很是生气，就询问什么情况，侍卫回答说：“这是一家从事
杀猪和劁猪营生的师傅，过年特别忙，还没有来得及请人书写。
”    朱元璋就命人拿来笔墨纸砚，为这家书写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    朱元璋写完后就继续巡视。
过了一段时间，他巡视完毕返回宫廷时，又路过这里，见到这个屠户家还没有贴上他写的春联，就问
是怎么回事？
这家主人很恭敬地回答道：“这副春联是皇上亲自书写的，我们高悬在中堂，要每天焚香供奉。
”    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就命令侍卫赏给这家三十两银子。
    至此，在第二年的除夕前朱元璋颁布御旨，要求家家户户都要用红纸写成的春联贴在门框上，来迎
接新春。
    所以，原来的“桃符”真正称之为“春联”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据明代文人陈云瞻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
帝都金陵，除夕前勿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出观。
”由于帝王的提倡，使春联日盛，终于形成了至今不衰的风尚。
    其实，春联在民间由来已久，只是叫法不同。
并且，春联与春节也是密不可分的。
春节，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农历年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来临，干家万户写春联、贴春联，是干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象征吉祥、表达人们向往美生活的民族
风俗。
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按照当代艺术大师周汝昌先生的话说，“春联是举世罕有伦比的最伟大、最瑰奇的文艺活动。
”    早在两干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原春节就户悬“桃梗”，又称“桃符”。
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
自人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
焕然一新。
”从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和宋代王安石诗句“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中，也可以看出春联与桃符的关系。
    据《淮南子》记载，这种桃符是用一寸宽、七八寸长的桃木做的。
在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悬挂在门两旁。
或者还画上这两个神像——左神荼、右郁垒。
古人是以桃符上书画此二神来压邪，这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门神”。
到了公元七百多年的五代，蜀后主孟昶亲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自孟昶题桃符以后，文人学士便群起效仿，把题春联视为雅事，于是题春联之风便逐渐流传。
    那么，“桃符”的由来是什么呢？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
上有一只金鸡。
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
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
    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
捆起来，送去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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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
    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
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
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
装饰门户，以求美观。
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良好心愿
。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许多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
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
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所以，中国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
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
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前，有无门神目前尚不得确知，如果有，大概就该是神荼、郁垒。
这两位神人貌相十分怪异凶狠——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
他们虽然相貌狰狞，但是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不仅是他们的责任，而且是他们的天性。
大家都熟悉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形象。
    唐朝以后，除了神荼、郁垒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
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
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
于是，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从此，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但是，到时了宋代，“春联”还是称之为“桃符”的。
联语却不限于题写在桃符上，推用在楹柱上，后人名日“楹联”。
宋代以后，写春帖多用联语，且把粉红笺写出。
有些人集诗经古语，有的集唐宋诗句。
    特别是到了明代以后，春联的种类和概念，逐渐宽泛起来。
并且，出现了很多附属的品类。
根据使用的场所，可分为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几种。
    “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就是我们常见的春联。
    “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就是春联的横披。
    “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的单幅文字。
如在过年时在庭院里贴上“抬头见喜”、“出入平安”、“恭喜发财”之类的文字。
    “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单扇门或影壁上，春节时大家喜欢倒贴的“
福”字，就属于这种“斗斤”。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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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任宪宝编写的这本《实用春联精粹》向读者朋友介绍了关于春联的基础知识及创作，并整理了中国最
经典的实用春联和搜集了民间截至今天最新的春联作品。
本书囊括了从古至今的名人、专家最经典的春联作品。
    本书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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