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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宋代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新桃”和“旧符”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春联，而春联正是中华楹联的一种。
楹联又称“对联”、“联语”、“对子”、“楹贴”等，是我国汉语言文学所独具的一种文学艺术形
式。
楹联迄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以其别致的形式和广泛的用途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楹联在形式上极富对称之美，内容上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它兼具诗、词、曲、赋等文体的特性，把汉字的声、形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
，已经深入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
名山大川、亭台楼阁、园林景观、墓祠庙宇都有楹联的存在。
世间万物皆可入联，其内容之丰富可谓包罗万象。
比起其他艺术形式，楹联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身。
古往今来，楹联艺术经久不衰，一些经典对联仍在广泛使用，新对联又不断涌现。
本书以楹联的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三方面为着眼点精心编排。
第一部分的“话说楹联”，对楹联的起源以及发展、创作的基本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介绍；第二
、三、四部分的“中华经典智趣名联”、“内涵丰富的节庆联”、“十二生肖联”则通过对各种妙联
、趣联来龙去脉的介绍和楹联背后故事的穿插，把这些广为传颂的对联分门别类地展示给读者，以方
便读者查找和欣赏研习；第五部分的“最实用的楹联”，遴选生活中方方面面所需要的各种联语，分
类细致，选联精当。
为方便读者快速入门，使读者在短时间内掌握尽可能多的对联词汇，我们在本书最后设置了“声律启
蒙篇”，相信这对于想了解楹联和喜爱楹联的读者将大有裨益。
由于编写时间紧迫和编者水平所限，本书难免出现纰漏和错误，恳请广大读者朋友予以谅解和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点经典>>

内容概要

　　《读点经典：千古楹联千古对》所选的楹联在时间上纵贯古今，内容上横跨生活的各个方面，风
格上雅俗共赏，浓缩了我国楹联文化的精粹，既可指导初学者快速入门，又可作为专业人士的工具书
。
参照《读点经典：千古楹联千古对》欣赏和学习楹联，相信您一定会受益匪浅、触类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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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读点经典》编委会由几十位出版社资深编辑及策划人组成，是一支庞大而经验丰富的团队。
他们在出版行业都有成功的策划经验和扎实的编辑功底，对市场中的图书有很强的把控能力，曾多次
成功推出了多套市场销售极佳的丛书，在业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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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进入创作阶段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按循序渐进原则，就可以进入简单创作阶段了： 确定主
题 主题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核心，因此在楹联创作之初，先要确定楹联的中心思想，即确定楹联所要表
达的感情，或所要描述的事物，或所要说明的哲理等。
 选择方式 按楹联的形式分类（见“术语”）选择自己喜欢的创作方式。
 组织文字 （1）对仗。
对仗是楹联的基本特征。
对仗的要点是词类要相同，义类要相对。
义类，指“以类相从”，如“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庄生”对“望帝”，属专有人名相对；“晓”对“春”，属时令相对；“梦”对“心”，属名词
中人事对形体（称为邻对）；“迷”对“托”，属动词对动词，“蝴蝶”对“杜鹃”，属动物对动物
。
 （2）炼字。
初学对句，掌握词汇量是根本，道理和英文的单词一样，少词则难造句，更难成文。
一副楹联一共没多少字，炼字是很重要的。
 联句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谓语的中心词（称为“谓词”）。
把这个中心词炼好了，诗句当然就因之生动形象，正所谓一字千金。
谓语中心词，一般是用动词充当的，因此，炼字往往也就是炼动词，王维的《观猎》：“草枯鹰眼疾
，雪尽马蹄轻。
”其中“枯”、“疾”、“尽”与“轻”即是炼字之功。
 炼字时还必须结合生活体验，才能使联句既简练，又合理。
这就要利用夸张、比拟等手法，但必须做到贴切、自然、有的放矢，避免离题万里，才能使读者读之
可信，嚼之有味。
如一洗澡堂联：“到此皆洁身之士，相对乃忘形之交。
”寥寥十四字便把此处风物展示得淋漓尽致，文字既典雅又新奇，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3）造句。
楹联的基本要求是连贯、周密、简练、生动。
连贯不必缀言，单讲周密，指修饰要恰当、考虑要周到等等，其实，它的要求和我们上小学、初中时
的造句、改病句的要求是一样的。
出句不要直接以文言文来思维，先把脑子里白话文的句意演绎到无可挑剔了，再斟酌推敲转换成文言
文句子。
 调整平仄 平仄，即声律。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平仄音律有了不小的变化，在区分平仄时，可以按照普通话读音前两声为平、后
两声为仄，也可以按照古代的平水韵分类标准，也可以这两种混杂着用。
 一副楹联中，不是全联所有的字都讲究平仄声律，只是每个词的尾字，即单字词的，要讲；两字词的
，只讲后一个；三字词的，也只讲最后一个字；四字以上词的按一或两词等组合算。
 在此基础上，上联最后一个字（联脚）应当是仄声；下联则要求平声收尾。
最末三个字，应尽可能避免都是平声或都是仄声。
尽可能避免只有一个平声字，或只有一个仄声字。
 口诀：一联之内，平仄相间；两联之间，平仄相对；上联仄尾，下联平尾。
 以上介绍的是楹联创作的入门知识，随着对传统文化及楹联艺术的深入了解，读者还要多读一些包格
律含韵文的古典书籍，注意加强格律音韵方面的技能培养，再根据现实生活内容量体裁衣，这样就完
全能够创作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生命力的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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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点经典(第5辑):千古楹联千古对》编委会，由几十位出版社资深编辑及策划人组成，是一支庞大
而经验丰富的团队。
他们在出版行业都有成功的策划经验和扎实的编辑功底，对市场中的图书有很强的把控能力，曾多次
成功推出了多套市场销售极佳的丛书，在业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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