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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楹联大全》第一节是关于楹联的基本常识和写作技巧的介绍；第二节是对楹联的较细致的分类
介绍，同时也涉及楹联的写作技巧；第三节着重于欣赏，这部分精选了中华经典名联，重在名人、名
联。
对一些虽然出于名人之手，但艺术上并无精彩之处的楹联，《楹联大全》毫不犹豫地加以淘汰。
如乾隆皇帝生前曾大量题写楹联，但其中有不少却是类似八股文式的东西，空泛而缺乏情趣，所以《
楹联大全》只遴选了其有价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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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近年有人提了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
最早的楹联当属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妹妹刘令娴所作。
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记载说，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
。
”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
”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丽，又题于门上，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载于史书中的楹联了。
而这比后蜀孟昶的那副楹联要早四五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楹联的成熟时期应为隋唐。
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
梁朝初年永明体的产生，为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但作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
。
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
见解，对诗、骚、赋、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
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数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楹联，这说明楹联虽
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
　　到了隋唐时期，格律诗日渐兴盛。
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
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杜甫的“一去紫台
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
草萋萋鹦鹉洲”；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
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所以，有人认为，楹联最直接的渊源是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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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楹联，也称楹贴，俗称对联、对子、联语等。
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雅俗共赏的传统文学艺术形式，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
殊，自产生以来，使以其内容之丰富、单调之和谐、语言之简洁、形式之活泼、技法之高妙、流传之
久远、应用之广泛、读者之众多而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国乃世界文学宝库中
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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