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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明朝开始，对联大为流行，成为我国各阶层文化生活的共同习俗。
尤其春联，虽山乡僻壤、穷家小户，都很重视。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对对联的重视情况才逐渐减弱。
在几百年间，对联是我国各阶层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也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留下
了十分丰富的、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对联。
     本书是对联艺术发展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对联的格律、撰写方法和技巧理论的学术专著。
对对联理论的研究，这是本书的宗旨，也是本书能跻身著作之林的价值。
它大大有别于古今市面上搜集对联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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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是对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联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歌。
对联又称为楹联、对子或联语。
它分为上联和下联，也可以叫出句和对句。
其格律严谨，对仗精工，音韵优美，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以其存在和传播方式来分，有口头对联与书幅对联；以其幅制大小来分，有短联和长联；以其应用范
围来分，有春联、贺联、门面对联、名胜古迹对联、挽联等；以其思想内容来分，则有记述联、述怀
联、写景状物联、讽刺联、哲理联、趣联等。
对联能够用来写景、抒情、言志、讽咏、记史、慨叹等，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故自古而今深得人们喜
爱。
汉字是方块字。
根据“训诂学”学说，汉字在形、音、义上均有讲究。
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有其独立的含义。
正因如此，使一些诗句的前后两句字数相等，相同位置上的字的四声读声相反，字义及词性上相对或
相反，使两个诗句对仗工整而优美，这就是对联艺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汉字的这一突出的特点，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联艺术是独具风格的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特产，也是汉字的骄傲。
对联既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歌，那么，我们考察对联的起源，就必须联系诗歌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既然说对联的上、下联必须对仗，就必须考察对偶诗句的产生和发展，考察对偶句从诗中游离出来
的过程。
一  先秦从早在西周时期产生、后载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歌之中，便已可见一些具备部
分对仗的优美诗句。
如《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
如果用严格的对仗的标准来仔细评品衡量，这还只能算是整而不工的对偶句。
但是，它们应可算是对偶句之滥觞。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离骚》中就有一些优美的诗句，基本具备对仗的特征。
例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对联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上面列举的诗句也还是属于
整而不工的对偶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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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联格律及選法(第3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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