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
书。”（苏轼励志联）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
年。”（陆游书巢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东林书
院联）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郑板
桥书斋联）

“天赠岁月人赠寿，春满乾坤福满
门。”（传统春联）

……
从古至今，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无

数著名的楹联。这些楹联不仅展现了汉
字书写的韵味和魅力，更传承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精髓。

这些著名的楹联不仅有深厚的文化
内涵和艺术价值，而且在中国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不
仅装饰了古今的山水、园林和建筑，更成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3月12日，全国第九届楹联书法作
品展览在河南郑州盛大开幕，吸引了众
多楹联、书法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
目光。此次展览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
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在欣赏书
法艺术的同时，领略到了楹联文化的博
大精深。为满足参观者需求，让更多人
感受楹联的魅力，举办方又把展览时间
往后延长一周。

驻马店楹联文化：历史传
承与当代发展的交融之美

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楹联文
化以其独特的魅力熠熠生辉。而在驻马
店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楹联文化
更是深植于民间，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
地上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其中，
河南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驻马店市楹
联学会会长张承训先生功不可没。多年
来，他深入挖掘驻马店楹联文化史，使得
许多楹联文化的人和事浮出水面，让我
们有机会感受到驻马店楹联文化的深厚
底蕴。

张承训对驻马店楹联文化的挖掘工
作，可谓呕心沥血。他遍访古迹，研读史
料，与老一辈楹联爱好者深入交流，不断
梳理和挖掘出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楹联故
事。在他的考证下，我们得以窥视驻马
店楹联文化的历史脉络，感受楹联文化
的博大精深。

据张承训介绍，驻马店楹联文化早
在唐宋时期即已孕育发展。明清时期，
这里的书香门第、官宦乡绅常常在庭堂
楼院悬挂字画、楹联及匾额，文人墨客更
是以吟诗作对为乐。这其中，明代名臣
汝南人李本固、傅振商，清康熙探花上蔡
人程元章，泌阳人进士王伯良等人皆有
楹联作品和楹联遗迹存世，是这一时期
楹联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楹联
作品、故事和遗迹，为驻马店楹联文化的
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驻马店古代楹联文化的实物遗存，

如今在驻马店县乡仍可见到。上蔡县的
伏羲画卦亭，亭内的楹联“仰观俯察，一
画明天地之道；数往知来，六爻发古今之
藏”便是对天地万物和古今智慧的深刻
诠释。上蔡县东岸乡牌坊刘村清代嘉庆
年苏氏节孝牌坊，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其牌坊联两副：妇德代夫功，孝逾金
石；母仪兼父教，节凛冰霜。廿二七三天
地志，双八孤六圣贤心。泌阳县官庄镇
龙水村夏庄的清代民居建筑张家大院，
该院一处老房子门口有两根楹柱，上刻
楹联一副：人只此人，不作圣便作狂，中
间难立脚；学须就学，不日进则日退，何
时始回头。这几处遗存是驻马店古代楹
联文化宝贵的实物证明。

进入当代，驻马店楹联文化更是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春节楹联的书写
和张贴，已成为一种民俗习惯，延续着明
清时期的传统。同时，风景名胜区、企业
及有关部门组织的全市、全国范围的征
联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吸引了众多
楹联爱好者的参与，很好宣传了驻马店
区域文化，提升了驻马店知名度和美誉
度。泌阳县铜山风景区、盘古山风景区
以及汝南县南海禅寺等地，更成为楹联
文化的集中展示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来欣赏。

值得关注的是，当今驻马店涌现出
了一批优秀的楹联艺术家和楹联活动
家。余小伟、徐华宁、张靖、刘学荣、庞晓

舟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
或在全国范围内屡获大奖，或在多处景
区镌刻悬挂，或有楹联著作出版，为驻马
店楹联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7年，驻马店楹联学会的成立，为楹
联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
保障。

随着时间的推移，驻马店楹联文化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这
里的楹联，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厚重与
深沉，又融入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韵味。
无论是城市、景区庙宇殿堂、亭台楼阁，
还是乡村牌坊、民居小院，都可以看到精
美的楹联悬挂其上，成为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线。

在张承训的努力下，驻马店楹联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得到了有力的推动。他
倡导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楹联文化活
动，如楹联创作大赛、楹联文化讲座等，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楹联文化的传
承和弘扬中来。同时，他积极推动楹联
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融合，让楹联文
化走进校园、走进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驻马店市创建楹联文化
城市的现实需要及独特优势

楹联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形
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楹联文化城市”是由中国楹联
学会命名授予国内楹联文化底蕴深厚、
楹联工作突出的城市荣誉称号，是一块
含金量很高的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历
史底蕴、文化品位、文明程度等方面实力
的综合体现。

张承训认为，驻马店市作为全国文
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中国楹
联文化城市，不仅顺应了新时代发展的
潮流，更彰显了城市自身的文化追求和
精神风貌。

从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来看，传承
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时代
的强音。楹联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代表之一，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
涵，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
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驻马店市
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正是对这一政
策要求的积极落实和生动体现。

从河南省的文化发展规划来看，构
建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打造“国字号”
的文化平台和文化品牌，是河南省文化
发展的重要目标。驻马店市作为河南省
的重要城市之一，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城
市，无疑将为河南省的文化发展增添新
的亮点和动力。

从驻马店市自身的文化旅游强市建
设来看，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更是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楹联作为文化的载
体，能够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文化
内涵和活力。驻马店市作为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底
蕴，通过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可以进
一步提升旅游业的品质和内涵，推动旅
游业转型升级提质。

驻马店市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
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驻马店市拥
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楹联的
创作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其次，
驻马店市的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为楹
联文化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最后，驻马店市的文化氛围浓厚，
人民群众对楹联文化的热爱和追捧，为
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张承训告诉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城市开始重视楹联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并成功创建为楹联文化城市。如河
南省的南阳市、三门峡市，以及山西省的
运城市等。这些城市在楹联文化城市的
创建过程中，不仅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文
化熏陶，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借
鉴经验。南阳市、三门峡市和运城市在
楹联文化城市的创建过程中，都注重挖
掘本地文化资源，举办各类活动以及将
楹联文化与城市建设、旅游发展相结
合。对于驻马店市而言，可以借鉴这些
城市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订
切实可行的楹联文化城市创建方案。通
过加强楹联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工作，举
办丰富多彩的楹联文化活动，以及将楹
联文化与城市建设相融合，相信驻马店
市也能成功创建为楹联文化城市，为当
地居民和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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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山水园林 传承风雅人文
——访驻马店市楹联学会会长张承训

文/图 全媒体记者 李贺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