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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关注中华传统文学楹联的基本知识，试图简单扼要地阐述楹联的格律和创作要点，作为一种
基本常识来告诉读者这种源于桃符的对偶文学的魅力所在。
　　本书中所阐述重点，主要是阐述宋以后的文体，因为宋以前，诗词格律比较自由，不宋代律诗空
前发展之后，格律要求严密。
　　楹联作为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华古典文学宝库
中一朵永远散发着灿烂光辉的奇葩。
特别是春联，不但有着文学艺术的魅力色彩，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习俗的节日氛围和内容。
　　楹联的发展经历了比较漫长的阶段，发展得也越来越完善。
作为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财富中重要的一部分，却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活。
很多年轻人，甚至不了解它最基础的知识，这不能不让人担忧。
楹联是我们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宝贵精华，我们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
要继承发扬，首先就要深入了解它的历史渊源、格律形式、创作要求等，一副好的对联，包含着大量
文学知识，不但知识丰富、语言优美，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起到警世喻人的作用。
　　本书在举例说明的时候，尽量选取了大家耳熟能详，广为流传的经典句子，为的就是更好地说明
对联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笔者近几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对联原创工作和对联知识整理工作，也结识了不少对联爱好者，相互
探讨、互为唱和，感觉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也与联友们临屏留下许多涂鸦之作，深感欣慰。
写作此书，也旨在将笔者所理解之楹联知识展现于众，不求其他，只希望能与对联爱好者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为中国楹联的发扬光大而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本书所讲到的楹联格律、格调、创作要点等知识，大部分是前人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地方是笔
者自己总结的经验。
它不是一本学术专著的书，是关于对联的基础知识的书，所以书中未能详细阐述理论知识的出处，且
很多知识是笔者多年来与联友们创作对联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宝贵经验总结，因此也无法详述哪些是哪
个人所说。
　　本书着重阐述楹联的基本知识，不涉及诗词的基本知识，但是楹联的发展经过了诗词的阶段，所
以有很多知识和诗词的基本知识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律偶阶段，因此本书在说明楹联的知识发展时
，借鉴律诗中的例子，仅仅只为了说明楹联知识，与中国古典诗词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也从
诗词中得到营养，在选举例子的时候，可能涉及古典诗词的句子，或者有些联句中含典故，因较明显
，不再一一注释，本书也不作加注，只注明句子作者。
　　文中所引用到的诗词句子，或者对联名句，也可能会因为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文中也不做
注解。
　　书中最后所附录的对联句子，均为笔者自己创作之原句，或是与联友互出互对之原创句子，因为
数量较多，也不一一详注。
如果有涉及内容相仿，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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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楹联浅谈》从楹联的发展、起源和概念入手，逐步分析了要创作一幅好的对联所需要掌握的几
种基本常识。
重点讲述了楹联的格律要求和创作要求，并触类旁通地讲述了楹联的艺术格调和创作要点，全书皆以
实例为证，除引用经典例子外，还加上了自己创作的实例加以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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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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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对联的概念及起源　　对联，指两两相对、亦对亦联，雅称楹联。
是一种写在纸上、布上或者镌刻于木头、柱子、竹子上具有对称形式的对偶句，是中国语言文字中一
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
　　关于对联的起源说法不一，目前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认为对联的发展源于桃符。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说：“尝闻纪文达师言：楹联始于桃符。
”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也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
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
焕然一新。
”所谓“桃符”，据《淮南子》说，桃符是用一寸宽、七八寸长的桃木做的。
在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悬挂在门两旁。
或者还画上这两个神象———左神荼、右郁垒。
古人是以桃符上书画此二神来压邪的。
这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门神”。
宋王安石诗句“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便也是此意。
到公元七百年的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在桃符上题字，才得以有了新的发展。
　　《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
末年（公元964 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挂于门楣的对联，因其是春节时候所题写的联，也是中国第一幅春联。
　　也有人认为最早的楹联其实是出现在唐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1 年《文史知识》第四期上谭蝉
雪先生的论证文章。
她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 号敦煌遗书为据，指出其中所遗留下来的对联足以说明。
以下是莫高窟藏经洞中的楹联：　　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
，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又：三阳始布，四猛
（孟）初开　　回回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回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
，厉鬼藏埋　　门书左右，吾傥康哉　　到了宋代，人们把桃符的意义更加发扬光大，联语也不仅仅
限于题写在桃符上，而直接推用在楹柱上，后人名曰“楹联”。
当然那时候还是称之为桃符，直到明代时候才用“楹联”二字取代“桃符”而成为一种真正的、独立
的文学形式。
　　对联在明代的巨大发展，始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喜好对联，据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引用《
簪云楼杂说》说：“春联之设，自明孝陵窻也。
时太祖都金陵（1368 ～1398 年），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
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
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瞏豕苗者，尚未倩耳。
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
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
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
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由此可见，对联、尤其是春联的鼎盛，是从明代开始起于官方的推动作用而有了更为广大的发展空
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对联民俗之风。
　　如何才能称之为对联呢？
综上可知，对联必须为上下两句，字数相等、平仄相对、词性相当，它的概念表达了中国传统哲学中
的阴阳概念。
中国古代阴阳的哲学范畴，是对联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的演变之基础和源头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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