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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联又称楹联、对子，是利用汉字特征撰写的一种民族文体。
一般不需要押韵（律诗中的对联才需要押韵）。
对联大致可分诗对联，以及散文对联。
对联格式严格，分大小词类相对。
　　对联是由产生于秦代前后的“桃符”演化而来的，五代时开始在桃符上刻字，后蜀孟昶命翰林学
士辛寅逊在桃符板上题写吉祥词句。
以后对联盛于明清，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三千年前，中国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对偶句。
商周两汉以来诗人的对偶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辞赋中的骈俪句，为后来对联的产生在文字上做了原始
积累。
汉语词义和汉字字形的特点决定了使用汉语、书写汉字的文人对于“对偶”的修辞手法情有独钟。
盛唐以后形成的格律诗、律赋，对偶严格精密，对偶句已经是诗文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独立性在渐渐
加强。
至此以后，对联的讲究和学问也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喜欢用这种形式也表达自己的心声。
　　对联，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逐渐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
人们在小至婚丧嫁娶、记事抒怀，大至国家大典、政局分争之时，无不应用。
春联、寿联、挽联、贺联、名胜联、宅第联、答赠联、中堂联，名目繁多。
后来，它不仅冲破了一般的喜庆范围，进入了名山大川、佛殿书院、清泉仙洞、画阁芳园、亭榭馆所
，而且应用到宗庙祭祀、寿诞生辰、营建修造、落成迁徙、出行远游、入学考第、送往迎来⋯⋯总之
，一应大小事务，都有品题赠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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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宪宝编写的《实用对联大全》搜集了民间和名家截至今天的最新作品。

《实用对联大全》对每个行业每种类型的春联都有详细的解析和说明。
 《实用对联大全》详细细分了各种行业、各种场合以及不同身份所使用的春联。

《实用对联大全》囊括了从古至今的名人专家最经典的春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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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宪宝，山东鲁人，现居北京。
系现代文学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化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
北京大美时代图书公社创建人。
在出版传媒、医药学行业做过多年高管，并在实战中结合道家文化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团队管理方
法。

主编、编著作品：《教育百科全书》、《现代汉语辞海》、《新方与圆——白领兵法》、《世界名人
传记丛书》(青少版)、《曾国藩大智慧》、《易经大智慧》等多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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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对联发展史看，它萌芽于律诗之前，发展于律诗之后，鼎盛于诗、词日益衰落的清代，至今仍
被广泛地使用。
　　我国对联的形式，其渊源极为久远。
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雏形的对句。
例如《易经·系辞》中，就有这样的句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　　又如《老子》中，亦有类似的句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知
，前后相随。
”这些对句（或称偶句、对仗句），尽管对得还不工整，但对偶形式已开始萌芽。
这对以后骈文、律诗和对联的创作，却具有渊源关系。
　　对联究竟起源何时，其说不一。
有人认为，最早出现的是五代孟昶的春联。
据传，古代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桃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主管万鬼，如遇作祟的鬼，他们就把它
捆起来喂老虎。
后来，民间在春节时，为驱避鬼怪，便在桃木板上画上两个神像，这就是“桃符”。
　　到五代时，桃木板上的神像就演变为书写文字的对联。
宋张唐英在《蜀木寿机》中记载：“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
节号长春’。
”相传，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但这种春联，在当时还只是写在宽约一寸、长约七八寸的桃木板上，仍称“桃符”。
　　又有人认为，后蜀宫廷题联，早已成为习惯，而孟昶不是最早的题联人。
谭嗣同曾考证：刘孝绰（南朝梁文学家）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　　“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
”其三妹令姻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
”这虽是诗，但语句皆为骈俪，又题于门上，这应是我国最早的对联。
　　到宋代，春节粘贴对联，已成为一种普遍风俗。
如王安石在他的《元日》诗中写道：“干户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里说的“桃符”，其意还是孟昶当时所书写的春联。
孟昶是五代后蜀的国君，后蜀不久为宋所灭，但这种在桃木板上题联的形式，宋代就被广泛地使用。
以后，人们又用纸张代替桃木板写联，这与今天粘贴的春联，并无什么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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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任宪宝的这本《实用对联大全》在编辑过程中既注重实用性，又要照顾到全面性。
本书对不同类别不同行业不同时间不同身份不同场合等等进行分门别类地梳理和编辑，让读者各取所
需、各用其能；同时针对部分对联还进行了赏析和说明，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体会这些对联带给我们的
乐趣和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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