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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联半个世纪，施维隆获得了
很多奖，从国家级的奖到省市级的，
数不胜数。他不仅联编得好，一手
字也写得极好，大气端正。龙湖镇
政府大门口的联对连续七年都是他
撰写的，从编写到书法，一气呵成。

“龙马奋蹄邀商扩企谋遐福 湖山得
意开景通衢醉盛春”，这是他今年为
龙湖镇政府大门所撰写的，2.8米长
的联对气势恢宏。而龙湖镇市场监

督管理所春联大门那一对“和谐社
会民欢乐 稳定市场物正真”从联到
字也都出自他的手。

2012年2月，施维隆发动组织
成立了晋江市龙湖诗书画协会，并
成为创会会长。而后他连任第二
届会长。在任会长的七年时间里，
他出钱出力，配合市镇各种主题宣
传、组织春联义写等活动，连续六
年为龙湖镇乡邻写春联。组织参

与书画义卖，并在学校推广书法
课，指导孩子们学习书法。

担任泉州市楹联学会会长后，
他经常组织会员到泉州各县市采
风，推动乡镇文旅发展，大力宣传美
丽新农村建设成果。去年 11月 6
日，他还带领20多位会员到梧林传
统村落采风，以梧林的标志景点创
作了多副联作。同时，他还组织并
积极撰写联作参与文艺抗疫活动。

如今，施维隆把重心放到了诗
联书法的传承上。2018年，他开始
到强民小学教学生书法，每周二下午
为两个班级46个学生教授书法，同
时教他们写联读联。暑假期间，学校
没上课，他就在自己的工作室松竹斋
里，为十几个孩子授课，“每周三、周
日上午8点到10点30分，我都属于
孩子们。”施维隆很喜欢这个时间，能
够教孩子们书法和诗联的编写方法，
让他觉得很有意义，“我小的时候遇
到了良师，才有今天对诗联书法的成
就，能够把自己的所学教授给孩子
们，我特别高兴，希望在他们心里也
种下对国学热爱的种子。”

龙湖施维隆：追梦诗书联

“晶”彩视界，感恩有你。为营造一个敬老、
爱老、养老、助老的氛围，感恩广大患者朋友对
晋江爱尔眼科的厚爱，近日，晋江爱尔眼科医院
举行了以“好看的生活值得好好看”为主题的白
内障会员答谢会。

活动当天，会员朋友们早早到院签到。工
作人员为其递上温水，聊上两句家常的同时，不
忘积极解答患者们的用眼问题。在现场，老友
们享受了晋江爱尔眼科特色干眼理疗项目——
干眼 SPA熏蒸，在身心放松的同时眼部也得到
充分舒缓。在游戏互动环节，蒙眼插筷子、数字
投球、白内障知识竞答等妙趣横生的游戏，使得
老友们笑逐颜开。

当天，该院副院长陈三杰还为大家带来了一
场白内障科普讲座及现场模拟实验。他用深入
浅出的语言，将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生动形象地
讲解给大家，精彩的讲座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晋江爱尔眼科
举办白内障会员答谢会

退休不褪色
为美丽东石建设添彩

本报讯 为营造文明、整洁、和谐的人居环
境，携手村（居）民凝心聚力共建美丽东石，8月11
日—12日，在晋江市东石镇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
牵头组织下，东石镇老干办各小组组长、第一社
区、第二社区退休干部开展了“文明伴我行”宣传
活动。他们身穿红马甲进社区、访商户，向村
（居）民、商户分发宣传物品，倡导文明行为。

据悉，东石镇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将继续
组织更多村（社区）的离退休老干部参与到“文
明伴我行”的活动中来，凝聚“银领”先锋力量，
共创美丽东石，让文明、整洁、美丽家园从我做
起的理念更深入人心。

晋江市医院
经济开发区院区
成人接种门诊即将开放

本报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晋江市医院经
济开发区院区成人接种门诊即将开放。据悉，
成人接种门诊位于该院院区二楼，设有登记处、
候种区、接种室、留观室、急救室等多个功能区
块，分区清晰、设置合理、环境舒适。

该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院区在服务晋江
市经济开发区企业员工及居民接种新冠疫苗
20000多人次的基础上，将延伸开展成人二类
疫苗接种，提供九价HPV疫苗、四价HPV疫苗、
二价HPV疫苗、乙肝疫苗等成人疫苗，以及近
期备受大家关注的流感疫苗，市民可根据自身
需要选择接种。

晋江市第二医院
开展暖心义诊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党建+”邻里中心工作
落实落地，深化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8月5日上午，中共晋江市安海医院第二支部
委员会联合安海镇卫生院支部党员干部走进安
海镇西门村开展“暖心义诊进邻里”主题活动。

提供健康咨询，免费测量血糖、血压、心电
图……本次活动邀请了晋江市第二医院呼吸
科、神经内科、中医消化科和心血管内科多名专
家下村义诊。

一位西门村老人开心地表示，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大大方便了居民，尤
其是行动不便的老人，为这样的活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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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
通讯员陈娜萍、庄静文采写

他当过老师，后下海谋生，将服

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耳顺之年，他

将生意交给儿子打理，只因想专心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心无旁骛地

研 究 国 学 。 这 是 他 心 底 深 藏 的 渴

望。虽然几十年来，他也一直都有在

写诗作联写书法，但他想，若能心无

旁骛那该是不同的。“辛苦了一辈子，

我想专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秉

持着这一份热爱，11 年来，他把心思

都花在了诗词、楹联、书法上，每日笔

耕不辍，不仅出版了《隆兴阁诗联书

法集》，还为传承楹联及书法而奔走

着。

他就是现任福建省楹联学会副会

长、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海

峡百姓书画院副院长、泉州市楹联学

会会长的施维隆。

施维隆是龙湖镇洪溪村人，今年71岁。他
与诗词打交道已有 57年，平时无论生意多忙，
他都没有停止诗词创作。

14岁那年，施维隆在老师的影响下，开始
吟诗并试着写诗，把生活的感悟用诗词的形式
记录下来。虽然那时关于诗的韵律他还不太
懂，但他敢想敢写。在学校，施维隆一直是“学
霸”一样的存在，因此老师也都喜欢和他探讨
学习的事情。高一年，施维隆在出黑板报的时
候，他将自己写的诗抄录在上面，被同样爱好
诗词的一位老师看到了。老师很惊奇觉得写
得很好，于是找到他。从此，这位老师在课余
时候总是和他一起交流诗词的写法，一起写
诗，帮他修改；再后来，还教施维隆写联对。“诗
联一体，很多是相通的。”施维隆说，因为有了
老师的引路，他在诗词楹联创作上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

高二年，迫于家境困难，施维隆休学回家帮
忙生计。从小到大，他成绩一直很好，人又聪
明，深受老师们喜欢。辍学后，老师们觉得很可
惜，都想着办法帮他继续学习。“我的老师每周
末走路到我家里来教我，那时他已经57岁了。”
不仅教他课本里的知识，还教他怎么备课。

“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们不仅教我学
习，知道我家困难，有的老师还常常会拿 2分
钱、3分钱，让我去买学习用品。”那个时候，2分
钱对于施维隆来说是一笔巨款了。对于老师的
恩情他一直铭记于心，在他的《隆兴阁诗联书法
集》里有数十篇作品专门写了这些老师。辍学
的日子里，施维隆白天扛石头，晚上就学习，除
了学校的课程以外，诗词楹联书法他一样也没
落下，甚至还自学了南音乐器，学会了弹琵琶。

1975年，村里的洪溪学校需要老师，那时
学校没有什么老师，学生的成绩也不好，校董
会里的人提议说去招施维隆来当老师吧，“他
脑瓜好，会读书、会写信、会写联，一定也会教
学生的。”原来在洪溪村，施维隆是大家公认的

“厉害人”，村里有许多人在海外讨生活，和家
乡唯一的联系就是书信。那时，识字的人很
少，村里的人就找施维隆帮忙写信，没想到寄
出去的信不仅有了回音，回信里还有亲人寄回
来的钱。“施维隆写的信真的能联系到人”的消
息在村里传开了，于是大家都找他来写信。从
此，施维隆便一直帮助村民写信、写联。没想
到因此走上了教师岗位。虽然非科班出身，但
是，凭着“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好”的一股
劲，施维隆用一年的时间，就带领班级拿下了
那年期末考试泉州的第一名。后来，迫于家庭
生计，做了6年老师后，施维隆下海经商。

当老师的时候，施维隆坚持创作诗词和楹
联。下海经商后，他也没有停止。为了寻找客
户，施维隆要到全国各地去出差。白天找客
户，晚上回到旅社后，他就开始写诗词，用诗词
记录生活。在《隆兴阁诗联书法集》里，有1985
年去杭州出差时写的诗词，也有上世纪90年代
初在武汉街头的见闻。

从开始帮村民写信开始，施维
隆也帮村民撰联。闽南的盖新厝
或者起宗祠的习惯，都会在门上镶
嵌对联。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华侨
回村盖房子，都会请他帮忙撰联。
渐渐地，连附近的祖宇、寺庙修建
时都会找他撰联写匾。

自从施维隆卸下生意的担
子，专心于研究诗词楹联后，慕名
找他编写联作的人越来越多。只
要有空，他都来者不拒。最近，他
刚刚完成了晋江倪氏大宗祠的撰
联工作。“他们需要 19 副对联和
一方碑记，要想撰写出好的联对，
要把他们的族谱反复翻看好几
遍，熟悉姓氏的历史，才能够创作
出好的联对来。”施维隆习惯晚上
创作，每天晚上 9点到晚上 12点
30分是他的固定创作时间，“白天
事务比较多，晚上才能静心思考，
也更有灵感。”在这种厝宇、宗祠
的联对中很多都是冠名联，不仅
要在联作里镶嵌名字，还要在联
作里体现人物的事迹。“要了解每
个人物的背景才能撰写，因此花
费的时间要很多。”

施维隆记得前年，石狮纪氏
大宗祠落成，祖厝需要 11 副联、
大宗祠需要 15副联，还有照墙 1
对，27副联作要将纪氏历代名人
的名字和世纪都镶进去，是个很
大的工程。“其中，有一副对联里
要将五兄弟的名字都镶进去，这
是我自撰联以来最难的一次。”他
苦思冥想了两天，终于写出“观身
克敬，常伦唯饬正；策世求真，典
教不堪乖”，不仅将五兄弟的名字

“观、策、常、典、正”都镶进去了，
还阐明观察自身的道德行为，必
须敬慎；筹划人生，立身处世要懂
得如何做人做事的真理。这一联
写出来后对方很满意，他也特别
高兴。

自从2017年担任泉州市楹联
学会会长以来，有很多人从很远的
地方找到施维隆，请他撰联。每当
这个时候，他总是慎之又慎，“每一
个字都要很仔细地推敲，有时候一
个字要想好几天，毕竟每一个对联
出去就不仅是他个人的作品了，不
能让人家说这个协会的会长水平
太差。”

义务撰联 坚持半世纪

热衷推广与传承

良师引路 辍学少年坚持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