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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艺术样式，对联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对联与中国老百姓的密切关系，可以说
超出其他任何一种文艺形式。
广大老百姓可以不阅读小说，不朗诵诗歌，不听戏剧，不看电影⋯⋯惟独不能没有对联，我们从上面
春联的例子就可见一斑。
当代作家秦牧说：“在中国，对联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家喻户晓的一种语言艺术。
即使是识字不多的人，也知道对联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多少能领略这项艺术的美妙情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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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文郑，河南省汝州市人，1955年8月生于郑州。
现为中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州大学“楹联
艺术”教授。
出版有对联、历史、应用写作著作、教材30余种，其中对联20余种。
有对联作品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镌刻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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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写对联可以任意安排句脚的平、仄，尤其是上联末字用平声字，下联末字
用仄声字。
初学对联，还应该以通用格律为准，即上联末字用仄声字，而下联末字用平声字。
也不负《楹联丛编》“死则”一说了。
北京大学白化文先生说：“上下联收尾的各一个尾字，合共两个尾字，必须是一平一仄。
这个原则是铁定的，毫无更改可能的。
如果上下联两个收尾的字全平或全仄，行话称为‘一边顺’。
⋯⋯至于上下联中哪个尾字用平声，哪个用仄声，却不是板上钉钉的。
”他还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律诗一般是押平声韵的，也就是一联中的上联用
仄声收尾，下联用平声收尾。
这是因为平声舒缓、悠长，吟唱时容易留下有余不尽之感。
对联接受了这一传统做法，一般也用平声字结束全联。
因而，上联的收尾用仄声，下联的收尾用平声，几乎成为定格。
”①湖南联家唐意诚先生说：“因为仄声字短促有力而不响亮；平声字舒缓悠长而响亮，适合放在下
联的尾字上⋯⋯如果上下联落尾字全是仄声，则有抑无扬；如果上下联落尾字全是平声，则有扬无抑
。
这样读起来就拗口、呆板、别扭。
如果是用不同声调的平仄字写出来，平仄交错或对立，形成对联的节奏和旋律，就会感到有变化，自
然协调.形成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读起来便琅琅上口。
”并说：上联末字都是仄声，下联末字都是平声，“这是对联中的铁律，不能打乱，不能破除，不能
改掉”②。
这就是所谓“平长仄短”的原因，读起来才会抑扬顿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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