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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之所以在中国的艺术和
文化中独领风骚、永葆青春，不
在于它的表层艺术，而在于它内

部蕴含着的深邃的文化。书法
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它既
有文字的内涵又是视觉的形象，
它的内核是文化是诗词歌赋。
一个优秀的书法作品，形式和内
容的有机统一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因素。就比如楹联书法是相
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楹联是书
法的内核，书法是楹联的载体，
二者结合，相得益彰。而一个书
法家或喜爱书法的人，他首先应
该是读书人，过去的文人学者，
能够取得多大成就，与其作品内
涵密不可分。

钟云舫先贤是具有社会良
知，有理想有情怀并且关心民众

疾苦的，他的所思所想都运用在
他最擅长的楹联中，这是一种文
人所需的风骨，这对我们所有读
书人来说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文艺工作者要善读有字之书，更
要读好无字之书，以史诗情怀关
照历史，以人文笔触书写人民，
挖掘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
规范，推动书法融入现代生活，
走向人民大众。

这次的展览是一个新的起
点，我们应该在此次活动的开展
下，从交流互鉴中获取灵感，创
作出更多作品，为江津乃至重庆
的楹联文化和书法文化作出新
的贡献。

重庆市书法家协会顾问 陈册

我在全国参加过很多楹联大
赛和书法大赛，而把楹联和书法
相结合的大赛这是第一次。这次
活动不仅宣传推广了以联圣钟云
舫为代表的楹联文化，还融合发

扬了独具中国汉字艺术的书法文
化。两者的完美结合，是中华古
典美学在中国式现代化美学进程
中的最佳诠释和完美表达。

江津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
方，联圣钟云舫是其中杰出代表
之一。纵观整个中国上下几千年
的历史中，能称之为“圣”的屈指
可数。杜甫是诗圣，钟云舫是联
圣，他们在不同的年代出现在重
庆的历史上，一个在夔门，一个在
江津；一个在长江上游，一个在长
江下游，遥相呼应，其中大有文章
可做。

对于钟云舫的研究有两点建
议，对于钟云舫作品的研究已经
有一定成果，但对于钟云舫作品
背后的人格魅力的研究还相对欠

缺。钟云舫的楹联作品只是一种
以文学艺术形式出现的遗产，而
他的人格魅力可能是另一种宝贵
的遗产，需要当代的文人作家去
学习继承和弘扬。在读钟云舫的
作品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他有大量反映
民众疾苦、为民请命的作品，这种
高尚的品质和优良的情怀是与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忧
患意识和悲悯情怀一直贯穿在钟
云舫的作品中，这也是他之所以
能担当联圣的重要原因，在接下
来对钟云舫的研究中要去填补和
强化。其次，钟云舫的作品除了
楹联还有众多诗词、戏剧等作品，
目前对这些研究和重视还不够，
建议拓展对他作品的研究领域。

重庆市楹联学会荣誉副会长、著名诗人 陈仁德

江津区对楹联文化的传承发
展高度重视，围绕联圣钟云舫这
块金字招牌，做了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工作。

联圣之名，除了在楹联界为

大家所广泛认可之外，正在为越
来越多的普通群众所知晓。钟云
舫的作品极具特色和辨识度，一
是创作数量为楹联史之最，同时
也是创作长联最长、最多的楹联
家。二是在题材上具有开创性，
突破了传统的名胜联、春联、社会
应酬联等限制，广泛表现社会底
层生活，是从文学角度认识封建
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三是极具
思想性和理想主义精神，鞭挞丑
恶，讽喻时政，憧憬光明，渴求自
由，情感强烈。四是集楹联艺术
表现手法之大成，其长联马蹄韵
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多姿多彩的
修辞艺术等，字字珠玑，文采斐
然，极具艺术魅力。

要深刻挖掘联圣钟云舫及其

作品的现实意义，探索楹联文化
的当代实践。楹联与人民群众生
活联系最密切的，特别是楹联与
书法的结合，广泛运用与各类传
统建筑、风景名胜、家居装饰、传
统节日、婚丧嫁娶等方方面面，成
为广大群众了解、学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最直接的载体，要用好
现有楹联文化资源，积极推动楹
联与文化旅游等经济社会发展的
深度融合。

此次“联圣钟云舫杯”全国楹
联书法展和楹联大赛很成功，为
擦亮联圣金字招牌，宣传推介江
津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要持
之以恒办好“联圣钟云舫杯”相关
展赛活动，做好楹联文化传承发
展这篇大文章。

中国楹联学会会长 李培隽

江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
可谓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古
往今来，涌现出聂荣臻、钟云

舫、吴芳吉、钟惦棐等一大批历
史名人。因此，江津应以“联圣
钟云舫杯”全国首届楹联书法展
为契机，将楹联文化与城市建设
深度融合，助力文化强区和文化
强市建设，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楹联文化，进一步推动江津
文旅事业的发展。

楹联艺术影响深远，历史悠
久，资源丰厚，挖掘、整理、运
用好楹联文化资源，在更高的平
台上寻求更好发展，充分运用短
视频、融媒体等先进的技术和手
段，拓宽传播渠道，扩大影响
力，把江津的人文环境、富硒等
进行有机的融合，共同推动江津

文旅发展以及楹联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江津应以“联圣钟云舫”文
化名片为依托，以楹联为抓手，
以书法为载体，充分挖掘联圣故
里江津区厚重的楹联文化资源。
在楹联书法展的基础之上，进行
深度的、更高视野的合作，在江
津、重庆乃至全国打造一个响亮
的品牌，带动江津楹联文化的发
展创新，丰富城市文化价值，打
响城市知名度，让楹联文化更多
地沁润群众，更好地得到传承，
助推江津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带
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文化与经
济的双丰收。

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牛帅兵

为 更 好 地 发 挥 联 圣 钟 云

舫 的 现 实 价 值 ，江 津 应 要 深

入 研 究“ 数 量 、质 量 、长 联 篇

幅”三个第一。

从数量上 ，要从学术研究

的 严 谨 角 度 出 发 ，进 一 步 挖

掘 时 代 文 献 ，逐 一 进 行 证 实 ，

确定最终数量。

从质量上 ，应丰富对比形

式 ，通 过 与 同 时 代 的 人 进 行

分 析 比 较 、后 来 人 对 此 的 评

价 等 方 式 ，进 一 步 提 高 联 圣

钟云舫的知名度。

从长联的统计来看 ，钟云

舫 现 有 长 联 应 按 字 数 进 行 分

类整理。

三个第一的统一 ，进一步

擦亮联圣钟云舫金字招牌。

在 新 文 化 发 展 的 现 实 背

景 下 ，如 何 加 速 楹 联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 一 方 面 是 川 渝 文 化

合 作 ，今 年 年 初 以 来 ，从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到 现 在 川 渝

文 化 合 作 逐 渐 升 温 ，对 此 应

加 强 川 渝 两 地 文 化 合 作 ，相

互 宣 传 ，更 好 地 弘 扬 和 普 及

楹 联 文 化 ，宣 传 江 津 的 人 文

历 史 、风 俗 民 情 、山 川 湖 海 。

另 一 方 面 就 是 以 长 江 文 明 为

背 景 ，江 津 地 处 长 江 要 津 ，长

江 文 化 、巴 蜀 文 化 在 此 交 融 ，

能 更 好 地 让 联 圣 钟 云 舫 的 作

品遍布川渝地区。

岁 月 变 迁 ，翰 墨 飘 香 ，历

久 弥 新 的 楹 联 文 化 日 渐 成 为

江 津 享 誉 全 国 的 文 化 名 片 ，

而 挖 掘 研 究 钟 云 舫 及 其 楹 联

作 品 是 江 津 楹 联 文 化 传 承 发

展的缩影。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古典文献学专家 薛新力

在楹联发展史上，钟云舫
是 一 个 里 程 碑 式 的 人 物 ， 被
称 为 联 圣 。 我 们 不 应 该 简 简
单 单 地 从 他 所 写 联 的 字 数 、

数 量 上 进 行 比 较 ， 而 该 从 文
体 、 楹 联 、 文 学 等 方 面 的 发
展纵横研究。

从文体的发展来看，楹联
艺 术 具 有 多 元 化 、 文 学 性 、
实 用 性 与 谐 巧 性 一 体 ， 在 楹
联 创 作 实 践 中 ， 把 这 多 种 特
性 统 一 在 一 副 联 中 的 情 况 是
极 端 少 见 的 ， 无 论 在 立 意 的
创 新 、 内 涵 的 开 拓 、 形 式 的
扩 展 、 修 辞 的 运 用 等 方 面 ，
都有新的突破。

楹 联 的 独 立 性 相 当 的 丰
满 ， 字 数 仅 仅 只 是 形 式 的 存
在，而文体内部表现的是，联
可以抒发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
生感受，联亦可歌可泣。从楹

联的发展来看，清代楹联数量
明显增加，但其题材分布还是
相 对 较 窄 ， 而 钟 云 舫 独 树 一
帜，其联作题材之广泛，可以
说从山水景观、人文遗迹，到
社会生活，人际交往，再到文
字技巧，笔墨游戏都有涉及，
这在楹联史上重要联家的作品
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文学的发展来看，楹联
是 从 古 代 诗 文 辞 赋 中 的 对 偶
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

钟 云 舫 作 为 楹 联 界 的 联
圣 ， 他 的 楹 联 作 品 将 文 学 艺
术 性 、 应 用 功 能 及 其 内 在 规
律 ， 创 造 性 地 升 华 到 一 个 崭
新高度。

中国楹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楹联学会会长、豫章师范学院教授 张小华

当前，江津区正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挖掘“联圣钟云舫”“天下第一
长 联 ”“ 天 下 第 一 奇 联 ” 等 江 津 楹 联 文 化 资 源 ， 推 动 联 圣 楼 、 楹 联 特 色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 出 版 楹 联 文 化 专 著 ， 让 楹 联 文 化 融 入 城 市 肌 理 ， 让 “ 联 圣 ” 名 片 厚 重 城 市 文
脉、散发熠熠光彩。

12 月 13 日 ，“ 联 圣 钟 云 舫 杯 ” 全 国 首 届 楹 联 书 法
展暨全国楹联大赛学术交流座谈会在江津召开，来自
中 国 楹 联 学 会 、 重 庆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 重 庆 市 楹 联 学
会、重庆工商大学等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分来自全国
的 获 奖 代 表 围 绕 “ 江 津 楹 联 资 源 的 活 化 利 用 ”“ 楹 联
书 法 与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思 考 ”“ 重 庆 如 何 用 好 联 圣 钟
云舫及其优秀作品资源和学术成果，打造具有国际化
的、重庆辨识度的文化名片”等主题进行深入的交流
探讨。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主席、著名书法家、诗
人 漆 钢 主 持 座 谈 会 。 江 津 楹 联 书 法 文 化 如 何 弘 扬 光
大？听听专家大咖支招。 扫码了解详情

业界大咖齐聚江津业界大咖齐聚江津
点赞支招点赞支招““联圣故里联圣故里””楹联文化楹联文化““双创双创””发展发展

新时代如何看待钟云舫？我
认为，他的作品里充盈着浓浓的家
国情怀与斗争精神，为人民而歌，
为人民书写，是以楹联这一文体抒

发自我性情的一座高峰。
新时代如何理解文化辨识

度？一是从思想上要深刻理解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
合”，要立足当地的地域文化；二
是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楹
联特色各地都有，但联圣却是独
一无二的存在；三是要符合时代
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找特点，
做到守正创新。

新时代提升文化辨识度的路
径是什么？文化要发展，就要树立
文化自信。对于江津而言，就是要
让官方到民间提到楹联和联圣就
倍感自豪，让广大群众愿意自发去
宣传联圣。其次是要实施好资源

化、形象化、品牌化、数字化和融合
化“五化”结合，即将研究成果资源
化，要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传播
出去；要把联圣形象具象化，除了
现有的国画、雕塑、小说和影视作
品，能否考虑动漫和卡通，利于年
轻人接受；要将活动品牌化，品牌
的记忆点需要不断强化，考虑每两
年或每三年举行类似的大型品牌
活动；要将资源数字化，能否建立
一个专门研究联圣的数据库，向愿
意研究联圣的专家学者进行开源；
要将艺术融合化，楹联是文学艺
术、书法艺术和建筑艺术的集大成
者，可以把它附着在城市肌理、乡
村肌理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力争
让联圣钟云舫在全国出圈。

重庆市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析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