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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连沧海”“气吞海岳”“矫首望京
杭，会当沧酒邀明月；快心闻咏叹，更引清
风导碧流”……

细心的市民一定会发现，最近，位于大
运河畔南川老街的朗吟楼、南川楼和岳阳阁
等处都挂上了匾额和楹联。这些复建的历史
名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加上匾额楹联
的点缀，更显古朴雄浑、抚云接天。凝练的
匾联、精湛的书法，引得市民驻足欣赏、指
读谈论，成为一道新的文化风景线。

这些匾额和楹联上写的是什么？有什么
含义？书法出自何人？带着这些读者关心的
问题，9月25日，记者在组织征集这些匾额
楹联内容的具体负责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强卫的指引下，实地领略了这些楹联题
撰，同时采访了组织内容书写工作的具体负
责人——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贾徽。

全国范围征集楹联
作者多为国内金奖得主

“水天原有主，借沧海一隅，为舒朗
抱；风月此无边，起重楼百尺，待耸吟
肩。”一来到朗吟楼下，“特聘导游”强卫便
向记者解读起了一楼的一副楹联。朗吟楼原
来就有，所以说是“原有主”，沧州是“沧
海之州”，故称“沧海一隅”，因层叠耸峙，
故称“起重楼”。上联嵌一“朗”字，下联
嵌一“吟”字，暗藏楼名。

悬于朗吟楼下石牌坊西侧的“琅嬛天
贶”巨匾，黑漆金字，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
辉。强卫说，“琅嬛”指的是神话传说中天
帝藏书的地方，后泛指珍藏书籍之所在，也
借指仙境；“天贶”是天赐的意思，形容朗
吟楼卓然而立，宛如上天赐予的仙境一般。

除了写景寄情的楹联，还有些楹联写的是
沧州历史。南川楼二层西侧匾额“国计民生”
下配有这样一副楹联：“漕米南来，贳酒船丁
拥短瓮；贡盐北上，调羹天子念长芦。” 强卫
说，读此联即能让人遥想历史上运河盐运粮运
之功，连天子都会感念沧州贡献的调味品。

一路走一路谈，一副副楹联应接不暇，
内容或写景状物，或寄兴抒怀，或怀古写
史，或述志警世，各尽其妙、自成一体。

强卫介绍说，去年4月，为迎接河北省
第六届园林博览会，持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我市向全国
发出了征联启事，邀请各地作者，围绕沧州
中心城区大运河沿线的园博园、朗吟楼、南
川楼景区进行主题楹联创作。全国 1521名
联家热情参与，收稿 2852副，眼前之楹联
就出自其中。入选作者都是国内顶尖楹联高
手，绝大多数获过国家级对联创作金奖。

生动而专业的讲解引来很多市民围观。76

岁的市民胡炳武拄着拐杖一路跟听，不时向强
卫请教这些楹联的含义和字体。他说，他天天
到朗吟楼广场散步，这些匾额和楹联一挂，
朗吟楼和南川楼显得更有历史文化气韵了。
但匾额和楹联上的字，有的人这样念，有的
人那样读，不是字认不出，就是文意不明，今
天可真长知识了，南川老街更有文化了。

集近60位文艺家之智慧
共计匾额29块楹联27副

正如这位老者所言。站在新修的两座楼
下，抚摸着遒劲有力的楹联刻字，记者能感
受到一股蓬勃的力量在粗砺的凹痕中流动。
或许正是靠这股不知停歇涌动的力量，河城
共生的文化生命力才得以永续。

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贾徽说，目前，南川
老街匾额楹联悬挂的情况是：朗吟楼匾额楹
联南北各挂 3副、东西各 2副，顶挂“朗吟
楼”字样竖式匾额；岳阳阁顶挂“岳阳阁”
字样横式匾额、东西楹联各2副；朗吟楼下
石牌坊东西各悬匾额一块、东侧楹联 1副；
南川楼匾额楹联楼体四面各挂 3副、顶挂

“南川楼”字样竖式匾额，共计匾额 29块
（同题匾额计为1块）、楹联27副。

按照风格多样的要求，基本上，不同的
匾额和楹联由不同的书法家书写，字体也各
显所长，有楷书、行草、隶书、篆书等数
种。其中，两块楼名的竖式匾额，制式为红
底金边，“朗吟楼”三字为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书法院院长管峻书写，“南川楼”三字
为中国当代作家、学者余秋雨书写。

记者算了一下，楹联作者与书写者相
加，可以说，这些匾额和楹联集合了近 60
位文艺家的智慧和贡献，方点出如此这般高
雅气象。这一片优美词林，日后必将成为人
们瞻仰学习的文化名片。

时 尚 与 传 统 交 织
可亲可感的文化乐园

采访当天，南川老街一派忙碌景象，即
将入驻的门店都在做着紧张装修，门头招牌
即可见“Tims咖啡”“梦田音乐”“沪上阿
姨”等国内各业态龙头一线品牌，又有汉
服、陶艺等文化工作室，业态丰富多样，风
格层次多元。时尚与传统在这里汇聚碰撞，
酝酿着一场惊艳市民的亮相。而复道回廊、
活动广场、百姓舞台等地，已经变成市民休
憩的幸福所在。

正在游玩的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她经
常到朗吟楼前的广场晨练，呼吸着早晨新鲜
的空气，遥望着巍峨楼宇和高低错落的古建
群，真有神怡心旷出世之感。锻炼间歇，偶
见飞鸟掠过高楼，上下翻飞翱翔，就会想到
萨都剌的诗句：“归鸟如云过，飞星拂瓦
流。”有风的天气，塔檐悬铃，风吹作响，
就像大漠驼铃、古刹晨钟。这些楹联和匾额
挂上后，她拍了很多照片，有的还专门百度
了一下，了解其中的含义。她说，现在，在
这里晨练就是一种享受，身心愉悦，越练越
起劲儿。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的日益完善，南川老
街就像跌落凡间的天上宫阙，清新脱俗，令
人向往。而随着越来越多文化元素的注入，
这里的楼将不再是一座建筑意义上的楼，终
将变成活跃的文化载体，在丰富市民业余精
神文化生活的同时，饱蘸乡情为运河两岸留
下苍劲墨迹，多年之后仍会被人瞻仰回忆。

“南川楼”匾额题字
——余秋雨

南川楼一楼楹联：

不舍昼夜
春秋总冷淡风烟，吹日如舟，浮

沧海去；
天地任逍遥诗酒，有人倚剑，喝

白云开。
——联：白国成/ 书：李越
楹联解析：本联运用赋比兴手

法，把春秋、日月、山海、风烟、诗
酒、神话传说结合起来，酝酿出一幅
神奇生动曼妙的南川形胜图。

南川胜览
重修兴感慨，想当时过眼风樯、

登楼名士；
一上豁胸襟，喜此地无边锦绣、

别样繁华。
——联：朱惠民/ 书：贾徽
楹联解析：上联开门见山，以

“重修”直接点题，自然而然地让人
想象当年的物华天宝、俊逸风流；下
联从美好的想象拉回到现实中来，豁
目远观，今犹胜昔。

鲸川春霁
泛月话中流，晴川水逝三千里；
扶云极远浦，沧海潮生第一州。
——联：强卫/ 书：冯子平
楹联解析：本联抓住运河水、沧

海潮的地标元素，大笔宕开到三千
里、第一州的格局里，又细腻又宏
大，生动传神。

天际帆来
此去朗吟楼不远，风月同清，胜

赏宁无凫舄（xì）过；
复来高咏客应多，苍茫万古，雄

篇莫负鲸川游。
——联：康永恒/ 书：郭亚林
楹联解析：本联拉朗吟楼为衬，

双楼竞秀。下联的“高咏客”，怀古
吟今，吟起雄篇，不负鲸川之美，更
与匾额“天际帆来”深相呼应。

南川楼二楼楹联：

形胜于斯
与沐昊天风，槛外河声流泽远；
来襟沧海气，楼头月色引杯长。
——联：莫非/ 书：高根福
楹联解析：本联怀古吟今，人生

天地间，何其有幸，故沉醉“形胜于
斯”，邀月引杯，长乐未央。

德尊上善
矫首望京杭，会当沧酒邀明月；
快心闻咏叹，更引清风导碧流。
——联：温本理/ 书：黄子麟
楹联解析：本联词语浑朴，但

选材切地切物稳切不移，情感真挚
感人。以沧酒为媒，清风明月为
客，矫首快心，比德趋善，别有名
士风致。

国计民生
漕米南来，贳（shì）酒船丁拥短瓮；
贡盐北上，调羹天子念长芦。
——联：孙建/ 书：赵华斌
楹联解析：本联重在写实，稳切

盐运粮运之功，兼顾家国之寄。读来
口齿生香，似尝到当时的盐梅之味，
别有一番感慨。

活泼天机
凭栏送北去帆，万里潮声，遥通

海岳；
把酒邀东来月，一湖天影，醉认

蓬莱。
——联：王永江/ 书：白国亮
楹联解析：本联既有实写，亦有

虚写。想当年北去之帆，大笔宕鲸川
之壮阔，更放开襟抱，想象成海岳之
雄、蓬莱之秀，画面感生动传神。

南川楼三楼楹联：

放鹤盟鸥
万斛烟波，有客归兮招运使；
一楼风雨，凭栏指处是沧江。
——联：赵继杰/ 书：贾学礼
楹联解析：本联笔致轻灵俊逸，

指烟波风雨之气象，作古今人物之文
章，烟波不尽，风雨晦明，昔去今
来，江山不老而繁华更胜。

晴川煦日
燕云远渡，沧酒新斟，玉盏泉甘

通地脉；
万井烟浓，一楼风洌，幞城人瑞

洽天和。
——联：田丽君/ 书：刘云甲
楹联解析：本联选材多而铺排一

丝不乱，远近景致，古今风物，在笔
下一一安排而来，一派天时地利人和
俱全的“晴川煦日”图。

超然物外
与月相磨，吾诗具上等缘之遇；
汲流而饮，此味较中泠水何如。
——联：李晓娴/ 书：侯伯泉
楹联解析：本联遗貌取神，以

“超然物外”的笔致，邀一月，汲一
流，如切如磋，不明言怀古吟今，而
自然而然、欣欣然有上等缘的清欢、
中泠水的纯挚。

坤灵聚秀
高阁连云，俯看一色江川，鹭涛

飞雪帆樯舞；
重檐挑日，彻照千年城阙，狮吼

从天烟景开。
——联：卜用可/ 书：李洪斗
楹联解析：本联亦写景传神，以

高阁主体为地标，远近景步步铺陈开
来，下结一声狮吼，声色齐出，让人
浑然有感同身受“坤灵聚秀”之慨。

“朗吟楼”匾额题字
——管峻

朗吟楼一楼楹联：

宛在蓬瀛
吟响彻江天，快携酒盏诗筒，吹

笛云中呼羽客；
沧波浮海市，且趁晓烟初日，凭

栏花外看蓬壶。
——联：贾雪梅/ 书：朱惠民
楹联解析：本联从神话生发而落

笔，但只借一缕仙人之韵，而抒自我
之襟抱。

气吞海岳
水天原有主，借沧海一隅，为舒

朗抱；
风月此无边，起重楼百尺，待耸

吟肩。
——联：强卫/ 书：姚小尧
楹联解析：本联下笔堂皇正大，以

“气吞海岳”之势，铺陈出风月无边、水
天有主、海阔楼高之境。想象朗吟楼之
神话传说，却不明言其事，而暗以有我
之境铺陈，而嵌字无痕，亦别有风致。

酌彼兕（sì）觥
醉也醉也莫拘形，披一襟风到此

层楼更上；
仙乎仙乎聊遣俗，挂三尺剑说吾

杯酒重来。
——联：金锐/ 书：李大中
楹联解析：本联立意文字俱不拘一

格，遗貌取神，假吕纯阳仙人韵而生发
之，亦题中应有之义。一襟风、三尺
剑，层楼更上、杯酒重来，但“酌彼兕
觥”，醉也醉也，混不管仙乎仙乎。

漕隐鱼龙
仙去不留踪，想黄鹤横空，海气

一楼虚月影；
君来须纵笔，趁青衫渍酒，风神

四座压漕波。
——联：宋少强/ 书：李松
楹联解析：本联以神话点题，引

人耳目，继以景铺陈，虚实结合，便
有传神写照之感，娓娓道来，似不染
人间烟火味。

朗吟楼二楼楹联：

客亦仙乎
百尺楼头，谁见吕纯阳鹤去；
千年湖面，我骑李太白鲸来。
——联：苏俊/ 书：刘晓明
楹联解析：本联以一古一今破

题、一鹤一鲸助阵，一虚一实间，气
势雄桀而起。未故作惊人语，飘飘然
有高古之韵。

极目浮云
倚剑高歌，或有神仙人不识；
临流痛饮，倘来轩冕尽须欢。
——联：潘洪斌/ 书：陶殿甲

楹联解析：本联以神话入笔，但却
又以“不识”二字而境界别开。更多的
是倚剑临流，高歌痛饮的“人味儿”，
更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燕赵慷慨激昂之
气，故“极目浮云”，人间若梦。

胜概佳游
气势接垂虹，极目水浮千里玉；
风光宜秀句，倚栏人对满城花。
——联：杨茂东/ 书：曹延生
楹联解析：本联纯远近景点题，水

浮千里玉，人对满城花，如人极目倚栏
看画，复看花人亦在画中，整体如不事
雕琢，而“胜概佳游”，自如画如诗。

仙骨文心
形胜许倾斟，杯盏平渤澥升沉，

倚剑疏狂思驭鹤；
风流招吐属，珠玑冠御河上下，

传觞慷慨助摩霄。
——联：杨志峰/ 书：于瑞生
楹联解析：本联匾额即点题，上联

言“仙骨”不俗之韵，下联言“文心”
绝艳之姿，既有“仙骨文心”，便倾斟形
胜、吐属风流、疏狂慷慨、驭鹤摩霄。

朗吟楼三楼楹联：

水天空阔
一震鹤鸣清影远；
群贤燕集朗吟高。
——联：霍婉雯/ 书：邵汝玺
楹联解析：本联七言虽短，但一

古一今间，大笔宕开，尽展“水阔天
空”之韵。而追古吟今，不拘一格，
仙乎我乎，亦饶有风致。

势连沧海
登览燕云，雄标直隶；
坐煎茗雪，淡看横流。
——联：刘权/ 书：徐明
楹联解析：八言短联以高古浑朴为

佳，本联上联以地切，沉雄厚重，举重
若轻；下联以有我入题，轻灵俊逸，而
举轻若重，上下气势浑然互补。

岳阳阁一层楹联：

瀛渤仙踪
八百里洞庭，沧海一杯耳；
数千年兴废，白云无尽时。
——联：王国松/ 书：王旭初
楹联解析：本联以遗貌取神法，

落笔在白云沧海间，人间若梦，难觅
“瀛渤仙踪”，这世上还有谁能视八百
里洞庭只一杯饮呢？

万象旷观
云阁湖楼，在南在北
天风海月，无古无今
——联：张荣沂/ 书：薛择邻
楹联解析：本联以“岳阳”兴起，

下联别开一境，从高古沉雄直接转到从
容雅致的天风海月之中，整体浑然互
补，布局稳健而不故作惊人语。

岳阳阁二层楹联：

岳阳阁
引仙客半酣而至；
共古贤后乐之忧。
——联：吴文博/ 书：房世良
楹联解析：本联以有我之境入题，

半酣则我亦神仙，故可引仙客而至，但
仙人终不属人间，饮而则去，别有风致。

黄鹤偶乘沧海月；
白云常带楚江秋。
——联：佚名/ 书：赵慧琳
楹联解析：本联亦以“岳阳”两地

而兴起，黄鹤沧海月，白云楚江秋。但
仙人路过人间几次，便以如此瑰丽山河
为背景，而留下美丽神秘的传说。

牌坊楹联：

青苍醉目
何必羡名楼，到最上层，风烟俱净；
会当携沧酒，望无边处，仙祖如招。
——联：高丽琼/ 书：刘晓霞
楹联解析：本联上联亦以“岳

阳”二字兴起，但却反用其意，故境
界新开，夺人耳目；下联则回到神话
上，借一缕仙人韵，亦题中应有之义。

匾额：琅嬛天贶（kuàng）
——文：强卫/ 书：马宾

随着南川老街正式开街进入倒计时，沧州大运河文化即将掀开新的一页。丰富多彩的匾额楹
联如点睛之笔，使南川老街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这些匾额题词为市文艺家评论协会主席强卫等
人所拟，楹联为全国各地参与征集者所作，书法为众多名家所书。现根据强卫先生提供的《南
川、朗吟楹联作品汇报》，将“楹联内容”作一全面展示，“楹联解析”部分，我们根据出版需要
作删减后也一并刊登，冀与读者共品文化珍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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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卫在朗吟楼下讲解楹联强卫在朗吟楼下讲解楹联

南川楼近景南川楼近景 朗吟楼西侧匾额楹联朗吟楼西侧匾额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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