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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姜某就跑到年货店买春联，想抢先“占领”与邻居家紧

挨着的那个门框墙；如果迟了，就只能像去年一样把买来的

春联放到抽屉里。相邻地带春联瘦身莲花北富莲大厦，两邻

居门前的春联鲜艳如新，但C座的右联挤着B座的左联，且两

副春联格外的“苗条”。仔细一看，原来是两家门框墙太窄

，只有七八厘米宽。C座的罗先生说，前年贴春联时，发现

邻居家已率先贴了一副春联，他家的春联没地方贴了，最后

只好把春联放到储物间。去年，罗先生主动约上邻居，一起

上街买春联。回来后，罗先生与邻居一起用剪刀裁春联，折

腾半天，两家春联全贴上了，只是每家春联中的一个直联都

被瘦了身。阳台门上安营扎寨随着春节临近，刚搬新家的张

先生有了烦恼。原来，按老家习俗，新房第一年过年一定要

贴春联。他的新房有140多平方米，可大门却设计得很不合理

，靠墙的一边，门边只有8厘米，根本没有地方贴春联。无奈

之下，张先生决定，今年春联就贴在阳台门上。记者在龙华

某个刚入伙的楼盘也看到同样情形。该小区无论是高层还是

多层，无论是一梯两户还是一梯四户，都存在门边留得太小

贴不了春联的情况。开发商的一位工程人员表示，其实房屋

大门向一边平移10多厘米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开发商在设

计房屋结构时，更多是考虑房屋内部的布局和使用性能，没

有考虑贴春联的事情。一扇门上贴两家春联在南山区阳光荔

景某栋，记者发现，由于门框墙不够宽，加之家家户户都安



装了防盗门，有的住家就把直联挂在防盗门上，再把横批贴

在里门上，成了“重门联”。有的住户一条直联贴在墙上，

另一条贴在防盗门上。由于门楣挨着房顶，有的家连横批都

省了。最有趣的是，住在南山观海台小区的张先生，去年与

邻居买了春联准备贴，回家后两家全傻了：门周边没有一个

地方能让春联平展地贴着。无奈之下，两家把春联全贴到防

火门上，4条直联、两个横批整齐排列，吸引很多邻居仿效。

居家生活起变化贴上容易揭下难，不贴春联的家庭越来越多

据调查，贴春联开始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仅有的文字水平也

不高。深圳大学学者殷秋明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们家居生活

的变化和写春联的创作乐趣已被其它形式取代。部分市民认

为，春联贴上去容易、揭下来难，怕麻烦就省了贴春联。殷

秋明认为，很多人不贴春联主要有5个原因：一是家居形式发

生变化。以前的对开门适合贴春联，如今是单开门，加上防

盗门，没有挂横批的地方，不适合贴春联。二是审美标准发

生变化。春联这种红纸黑字的传统样式，与现代家居氛围不

搭配。三是以前的春联，人们不是自己写，就是求会写字的

人写，现在都是买现成的印刷品，没有个性，创作的快乐和

艺术的讲究无从谈起。四是人们对文字的兴趣越来越小。五

是近几年像中国结、剪纸之类的吉祥物、装饰品非常流行，

人们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物件来表达祝福、装点居室。他说

，以前写春联，讲究平仄合韵，讲究意境隽永、文字精美，

每副春联都是文学创作，人们“相比成风”，并以此为乐。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希望开发商在建楼盘时能关注

传承文化的功能需求。莲花北小区的张育老先生说，他已经

很多年不贴春联了，主要是春联贴上去容易、揭下来难。春



联毕竟是纸做的，过段时间会脱落，到时会留下一块块斑痕

，有碍观瞻，也不容易清洗。专家观点：不关注文化的需求

是建筑设计的失败深圳大学建筑系教授何川昨天对记者表示

，设计结果是各方利益的最终平衡。在他的经历中，开发商

和建筑设计师几乎从没有考虑过居民对贴春联的文化需求。

何川说，从设计角度，这种功能需要很容易满足。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院深圳分院的朱荣远说，现代建筑主要考虑居民平

常生活方式和习惯，对节假日这种需求基本不考虑。他认为

，细节决定成本，不关注居民这种需求，有可能是一种建筑

设计的失败，尤其是中国的建筑设计。传统文化的弘扬，在

建筑设计上也应该契合这种需求。建筑设计师肖明说，在城

市楼房中，一般是尽端的房子不能贴春联。如果要让所有的

房子都能满足这种需求，走道就比较小，使用率也会比较低

，容易让居民指责浪费严重、房子不实用等。春联也叫“门

对”、“春贴”、“对联”、“对子”，它以工整、对偶、

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

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

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春节

贴春联的民俗起于宋朝并在明朝开始盛行。到了清朝，春联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提高，已成为一种文学艺术形

式。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

、横批、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

“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批”贴于门楣的横木上

；“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

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具、影壁中。（王荣、

郑恺、李迩）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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