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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对联与书法，自它们产生之日起，就是一对密不可分的
兄弟艺术，它们是举世无双的、真正的国粹。
中国对联是我
国特有的，独立于诗歌、律赋、散文、谣谚、成语、谜语、
俚语、戏曲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以外的语言艺术和文学样式
之一；它是经过诗文中的骈俪文和格律诗的发展，从母体中
脱胎而成的、形成自身特点和格律要求的文学瑰宝，在一千
多年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巨大功能和艺术
魅力。

《中国对联艺术》以五彩缤纷的联史为经，以丰富多彩
的联例为纬，融对联的来龙去脉、形式与社会功能、情境意
境与风格、创作与格律、修辞与宜忌于一体，把中国对联放
置在艺术这个大领域中，掌握好宏观的手法，充分地阐述中
国对联的艺术特色；牢牢地运用微观的手段，细致、详密、
深入地论析充满艺术性的中国对联。
全书将读者对象定格为
中等文化程度者，论说中力求把对联这门与高雅艺术紧密相
关、又与俗文化相连的学问，真正下功夫在深入浅出之中，
使读者感到本书可读、可亲、可近、可喜。

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观点与材料环环相扣，循序渐进，
立足于从对联的A、B、C讲起，逐步深入到对联的格律、修辞
的领域之中，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全书自始至终以联例贯串，
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述和艺术欣赏的剖析交错运用，所收的近
千例自古至今的各类各色的长联、短联、名联、佳联、传世的经
典之联，交织成一幅洋洋大观、壮哉丽哉的对联图卷，突出了
本书的知识性、可读性、欣赏性和实用性。

《中国对联艺术》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研究对联的75
岁高龄的苍舒先生，继《对联修辞学》后的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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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苍舒（杨扶直）1925年9月
生，浙江黄岩人。
上海市普教系统
（语文）高级专家，华东修辞学会会
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三岁时识字从对联开始，又深
受古诗词熏陶，奠定较厚实的古文
学基础。
从教40余年，进修不辍。

近20年来潜心著述。
已出版有
《对联修辞学》等专业著作8部，字
帖、书法辅导近20本。
近年来所写
诗词连续发表于日本、新加坡及两
岸刊物，诗词论文为全球汉诗研讨
大会专刊刊登，联语曾得全国大奖。

撰制并手书的联语，悬挂于上海、长
沙、浙江的30余处景点与祠庙，也
被各地多种专集所采用。
已积有诗
词联千余首（副）。

《中国对联艺术》是他近年来的
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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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引 论
一、对联学研究的意义和对象
二、必须建立对联学
三、对联的艺术欣赏
第一章 对联的来龙去脉
第一节 对联的起源
第二节 对联的别称
第三节 宋元前对联的发展概况
一、联语
二、对句
第四节 明清到一九六六年前的发展概况
第五节 现状与展望
第六节 对联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与汉字的结合
二、与书法的结合
三、与民间风俗习惯的结合
四、与生活和生活场所的广泛结合
五、与名胜、古迹、景点、祠庙的结合
六、与谐趣、戏谑及或隐或显的斗争手段
的结合
七、与行业的结合
八、与小说的结合
九、与纪念、宣传、广告的结合
十、与国际交往的结合
十一、有意的倡导与示范
十二、对联创作的指导书、联语及对联故事
等著作，对于对联的普及和发展也起
着有力的推广和促进作用
第二章 对联的形式、语言和社会功能
第一节 对联的形式
第二节 对联的语言
一、语言要有个性
（一）对联本身要有语言个性。
要体现出
撰联人的思想感情，对待人、地、事
物的观点、态度乃至脾气和性格特点
（二）对联的语言要体现撰联者或受联对象
（包括人、地、事、物）的个性特点
做到“联传其神”“联传其形”
（三）对联的语言，要体现时代的特点，即
所谓“文透时风”
二、语言要生动，力求雅俗共赏
三、语言要有新意
四、语言要富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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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联的社会功能
一、起到歌颂功德、点缀升平的作用
二、起到讥刺、抨击和揭露的作用
三、起到交际、交流、增进了解、促进情谊
的作用
四、起到譬解、劝慰、启示和警儆的作用
五、起到解说、提要和补充的作用
六、起到反映民间风情、留下地方
或时代一些特点的作用
七、为各阶层起到表达意愿的作用
八、起到烘染气氛、增强色彩的作用
九、起到遣怀、抒发各种感情的作用
十、起到逗趣、测试的作用
十一、起到磨砺才智、提高修养的作用
十二、起到丰富和充实文学艺术宝库
的作用
附：对联的分类
第三章 对联的情与境
第一节 对联的意境
第二节 对联的风格
一、民族风格
（一）封建文化及礼教思想的反映
（二）多神崇奉的反映
（三）对时和节的重视，而且喜用联语 因而
成为中华民族风俗习惯的一大特点
1.春联
2.元旦联
3.元宵联
4.花朝节联
5.踏青扫墓节联
6.端午节联
7.七夕联
8.中元联
9.中秋联
10.重阳联
11.冬至节联
（四）对人的关怀 常用对联表示某种感情
二、时代风格
（一）不能再用于现代的对联
（二）看得出时代风尚的对联
1.行业联
2.哀挽联
3.格言联
三、地方风格
（一）状物联
（二）方言、地名、地方习俗与特产入联
表现了地方的特有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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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俗习惯
（四）写当地有关人和事的联语，表现当地
特色
四、个人风格
五、表现风格
（一）简约
（二）繁丰
（三）刚健
（四）柔婉
（五）平直
（六）绚丽
（七）谨严
（八）疏放
（九）冷峻
（十）热烈
六、文体风格
（一）议论
（二）抒情
（三）记叙
第四章 对联的创作
第一节 对联的格律
一、早期的格律
（一）二十九种对
1.的名对（又名正名对、切对）
2.隔句对（后人把它叫做“肩对格”）
3.双拟对
4.联绵对
5.互成对
6.异类对
7.赋体对
8.双声对
9.叠韵对
10.回文对
11.意对
12.平对
13.奇对
14.同对（同类对）
15.字对
16.声对
17.侧对（利用字的偏旁成对，或称“字
侧对”）
18.邻近对
19.交络对（也名“磋对”，因有参差成对
之象，故又名“参差对”）
20.当句对（又称自对）
21.含境对
22.背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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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偏对
24.双虚实对
25.假对
26.切侧对
27.双声侧对
28.叠韵侧对
29.总不对对
（二）七种言句例
二、后出的格律与对联的基本要求
（一）同类相对
1.文言中的字类划分
2.现代汉语中词类的划分
（二）字数要相等
（三）顿、逗必须同步
（四）词语要相当
1.虚实要相当
2.分量要相当
3.构成方式要相当
（五）感情色彩要相称
（六）对联中的领（统摄）字
三、专用联格――一嵌字格
（一）顺嵌
（二）逆嵌
（三）混嵌
1.鹤顶格
2.燕颔格
3.鸢肩格
4.蜂腰格
5.鹤膝格
6.凫胫格
7.雁足格
8.魁斗格（别）
9.蝉联格（别）
10.辘轳格（别）
11.鼎峙格（别）
12.双钩格（别）
13.云泥格（别）
14.晦明格
15.押尾格（别）
16.重台格（别）
17.折枝格（别）
18.寄生格（别）
19.散花格（新）
20.倒影格（新）
第二节 对联的种种对法
一、成句法
（一）指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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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递句
（三）倒装句
（四）节缩句
（五）子母句
（六）分总句
（七）比喻句
（八）警策句
（九）问句
（十）隐句
（十一）回环句
（十二）因果句
（十三）假对句
（十四）倒顺句
（十五）呼应句
（十六）推句
（十七）叠句
（十八）转折句
（十九）省主句
（二十）藏词句
（二十一）离合句
（二十二）歇后句
（二十三）反复句
（二十四）连锁句
（二十五）排比句
（二十六）错综句
（二十七）顶真句
（二十八）感叹句
（二十九）折绕句
（三十）借代句
（三十一）映衬句
（三十二）双关句
（三十三）引用句
（三十四）拈连句
（三十五）移就句
（三十六）通感句
（三十七）比拟句
（三十八）呼告句
（三十九）增改句
（四十）摹状句
（四十一）示现句
（四十二）夸张句
（四十三）飞白句
（四十四）婉转句
（四十五）用典句
二、成联法
（一）模式
1.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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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对
3.串对
4.当句对
5.借对
6.假对
7.巨细对
8.虚实对
9.二元对
（二）成联对法
1.示要法
2.示境法
3.数示法
4.历举法
5.先后法
6.数罪法
7.比较法
8.解释法
9.－气法
10.一色法
11.计程法
12.换位法
13.变形法
14.句韵法
15.堆叠法
三 集成法
（一）集句法
1.集成句
2.集法书
3.集名物
（二）移借法
（三）合成法
第三节 声韵调的掌握与运用
一、四声和声调的调整
（一）四声和格律
（二）声调的调整
二、音的重、轻、缓、促
（一）重音
（二）轻音
（三）缓音
（四）促音
三、象声词的运用
四、关于双声、叠词的一些说明
第五章 对联与修辞
第一节 对联与修辞的关系
一、不合格的
二、可以合格
（一）合格，但有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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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格，缺憾较少
（三）较好的
（四）好的
（五）很好的
（六）出名的对联
第二节 神的修辞――情、理、意的修辞
第三节 形的修辞――音、语、句的修辞
（一）语音修辞
（二）词 语、句修辞
第四节 词（字）、语、句的情趣修辞
一、形感的利用
（一）离合句的例子
（二）镶嵌句的例子
（三）因字形相近致误的
（四）略改形体的
（五）增字的
（六）超越文字常规用法的
二、音感的利用
（一）同音同声的利用
（二）双声、叠韵的
（三）借音的
（四）叠音的利用
三、义感的利用
第六章 对联创作的宜和忌
第一节 宜有真情挚理实意
切忌弄虚作假及矫饰
第二节 宜自然，切忌装腔作势
第三节 宜言各有当，切忌不伦不类
第四节 立意宜新，切忌陈陈相因
第五节 宜重点突出，切忌面面俱到，主次不分
第六节 宜贴切，切忌浮泛、离题
第七节 宜勾人联想，切忌言毕意尽
第八节 宜分清对句与联语，发挥各自特长，
切忌不分彼此
附 录：对联忌犯的几种弊病
一、轻重不当
二、畸形不整
三、左右相撞
四、属人属物
五、连上连下
六、拼凑成对
七、重复合掌
第七章 对联的审美心理
一、联忆作用
二、定向作用
三、认同作用
四、习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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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倾斜作用
六、矫情作用
七、距离作用
八、水平作用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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