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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联观止》为梁羽生联话精选集，辑录刊于香港《大公报》的九百零二篇联话，由作者亲自增订。
梁羽生自幼便喜爱对联文学，后虽从事武侠创作，但自认为，在对联“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面，则所
花的时间和精力恐怕还在武侠小说之上”。
本书所选皆为古今名联，既谈对联的“内学”，涵括题赠联、抒怀联、集句联、谐谑联、挽联等各类
联体，以及无情对、嵌字对、拆字对、回文对等各式对法又论对联的“外学”，涉及历史掌故、世俗
民风、官场沉浮、文坛轶闻、名士风雅、人事品评等。
梁氏联话，重趣味、重知识、重考证，可视作联话体文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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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被誉为新武侠小说鼻祖。
生于广西蒙山，曾负笈岭南大学，后南迁香港，供职于《大公报》。
自一九五四年在《新晚报》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起，此后三十载，共有《萍踪侠影录
》《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等三十五部小说作品问世，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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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孙行者 胡适之对联是中国文学独有的形式，用其他国家文字是绝对作不出对联的。
这里说一件趣事。
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一科由名史学家陈寅恪出试题，其中有一题就是作对
子。
出的对头是“孙行者”，结果有一半以上的考生交了白卷。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矫枉过正，于是就有人在报上攻击清华大学不应该要学生作对
子。
陈寅恪出来答辩，指出作对子最易测出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
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
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
他的解释一发表，这个“茶杯里的风波”也就平息了。
不过，虽然有许多考生对不出来，却也有几个对得很好的。
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个，说来有趣，正是以提倡白话文运动出名的新人物“胡适之”来作对。
但这个对子虽然出名，却不是对得最好的。
　　○○二 祖冲之 王引之认真说来，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是不算工整的，“行”对“适
”，“者”对“之”，可以；“孙”对“胡”就欠工了。
它之所以脍炙人口，恐怕还是胡的名气之故。
胡适之是当时全国皆知的名人，末代皇帝溥仪在故宫安装电话之后，第一个电话打给徐狗子（北京的
一个杂耍演员），第二个电话就是打给胡适之，可见其知名度之高。
对“孙行者”，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
“祖”“孙”相对，天造地设。
祖冲之是南北朝时期的大数学家，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
十六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穷毕生之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三十五位，科学界给他立的墓碑就只刻
下他算出的这三十五个数字，没其他文字，成为全世界最奇特的墓志铭。
但若论实用价值，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七位已足够了。
在这方面的研究，祖冲之要比鲁道夫早了一千多年。
还有一个考生对以“王引之”，也比对以“胡适之”好。
王引之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高邮人。
继承其父王念孙的音韵训诂之！
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
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绝不下于胡适之的。
　　○○三　“胡”“孙”一对的幽默读者陈毓雷君来函说，他对我所论的“孙行者；胡适之”一对
有不同看法；“先生以为‘胡’对‘孙’欠工，但其中似应另有奥妙。
孙行者为猴王，猴在岭南多称‘马骝’，但在外省，往往呼之为‘猢狲’（《西游记》中孙行者即以
此而得姓），所以，以‘胡’对‘孙’，是在开胡博士的玩笑，把他与孙猴子相提并论，此对在当时
能够传诵一时，除了胡的名气之外，或者还因为有那么一点儿小幽默。
”　　孙行者；　　胡适之。
孙行者能七十二变，胡适之也是以善变著称的（例如他以“新文学家”的身份，而肯“应召入宫”，
并呼溥仪为“皇上”，即为时人所讥），故此联将“孙”“胡”并提，是可能“含有那么一点儿小幽
默”。
不过，评联是应依“正路”的，用来和“孙”字相对的那个字必须是名词才合，而“猢狲，’似乎是
不能简称为“胡”的。
“胡”在这里是用作“限制”动词“适”字的副词。
　　○○四 “胡”“孙”一联作者来函　　日前接到南京读者刘子钦先生的来信，给我提供了非常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原来这位刘先生不是别人，正是以“孙行者”对“胡适之”一联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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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对联在社会上流传已超过半个世纪，但相信很多人还未知道作者是谁。
刘先生函中谈及构思此联的经过，也很有意思，因将此函节录刊出：“将‘胡适之’对‘孙行者’的
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真是没有想到，此事多年传为佳话。
记得陈寅恪先生的侄儿，也曾在《人民日报》写过此类短文。
不知你是否曾参加过那次考试，可以说是够‘高级’的了。
所有科目都更被考试一番之外，稀奇古怪的题目，真使人瞠目不知所答。
记得国文考试，有一题要解释‘公孙敖之妻之母之丧’三个‘之’字。
还有英文题有一则更将李清照的词一首译为英文。
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三头六臂，休想过关。
现在我们年岁大了，才知道祖冲之这个人，但在那时，根本不知道。
因为小时曾阅过《水浒》《三国演义》等一类小说，在那个紧张的气氛中，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胡
适之‘适’对‘行’、‘之’对‘者’还差不多，就是‘胡’与‘孙’不相对，最后没有办法，与胡
适之开了一个玩笑，‘胡孙’就是猴子的别称，作为对偶，勉强应付。
据上次陈寅恪先生的侄儿所云，竟得了满分。
此事在考试后几天即在北京某报中，曾经报道。
于此还有一点补充，那就是说一个小小学生，敢于向胡适博士开玩笑也有其原因的。
一方面那时曾读过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对其人深感佩服。
另外也对他向宣统皇帝叩头，表示不满。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句话。
也是对博士开玩笑（意思是好多人捧胡适的场面），这样胡适之这个人就无疑成为孙悟空一类人物了
，这是我当时思想深处的东西。
我本人主要时间在教书，现已年老离休。
”　　刘子钦按：胡适对溥仪叩头一事恐系误传。
据溥仪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所说，胡适接到他的电话后，“连忙向庄士敦打听进宫的规矩，明白
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也好，他就来了”。
胡适死后，他的秘书编了一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在台湾出版，书中也谈及此事。
胡适认为，他称溥仪为“皇上”只是一种“礼貌”，民国政府定的《优待清室条件》，是准许“逊帝
”保存“尊号”，并待以外国君主之礼的。
不过，有没有叩头，并非关键问题，关键在于，胡适以新文学家的身份，入故宫谒见溥仪，且称之为
“皇上”，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总是产生很坏影响。
因此，我对胡适此举，亦是持否定态度的。
　　○○五　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刘子钦先生在谈到他构思“胡”“孙”一联时说：“‘适’对‘行
’、‘之’对‘者’还差不多，就是‘胡’与‘孙’不相对，最后没有办法，与胡适之开了一个玩笑
，‘胡孙’就是猴子的别称，作为对偶，勉强应付。
”看来原作者的意见倒是和我相同（我认为“孙”对“胡”，“欠工”，程度上还不及“不相对”）
。
不过，评联是见仁见智的，不同的意见，可以何宝星先生的《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一文作为代表（
刊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郑州晚报》，副题是“读梁羽生一文有感”）。
文章结尾说：“不知梁羽生以为如何？
”我觉得讨论一下也很有意思（我一向是主张在学术上应提倡百家争鸣的），因此虽无高见，也就遵
命在报上作答吧。
由于我这个专栏篇幅有限，所以对何先生的大文稍加删节，但其主要内容则是完全保留的。
我说“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是不算工整的⋯⋯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
‘祖’‘孙’相对，天造地设”。
何先生引用了我的话之后说：“⋯⋯梁羽生先生对当年陈寅恪先生拟定国文科试题的经过情况恐未尽
了然，其实，陈先生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目的就是要应试者对以‘胡适之’。
”何先生的文章大部分是谈陈寅恪先生当年出题的经过和命题的用意，与谈对联本身的比例大概是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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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二。
他说： “这是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的事情。
当时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休假出国，由刘叔雅先生代理系主任。
刘请陈寅恪代拟试题。
恰陈先生已定于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另出对子题《孙行者
》。
”“为什么要出这个对子呢？
据陈寅恪先生后来解释，是受了苏东坡诗‘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的启示。
‘韩卢’为犬名（出处略），‘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
陈先生说：‘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
“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
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狯耳。
又正反合之说，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
”’套用“红学”的术语说，出题的经过和命题的用意，等等，都是属于“外学”范围，虽有助于对
这副对联的了解，但评论一副对联的是否工整，则必须看对联本身。
何况陈寅恪先生这段话可能还有“隐喻”呢。
我在介绍何先生的大文之后，再试试提出我的看法。
我认为对“孙行者”，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
“祖”“孙”相对，天造地设。
何宝星先生则认为以“胡适之”对“孙行者”，才是天造地设的佳对。
下面是他的《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一文的最后三段文字：“至于梁羽生先生所说‘孙’对‘胡’欠
工整，大概是因为梁先生不知陈寅恪原意在‘猢狲’，正如‘卢’对‘韩’原意在‘韩卢’也。
若论平仄，有道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若以‘祖冲之’对‘孙行者’，则第二字均为平声
，不合韵律，而‘胡适之’的‘适’字恰为仄声，何‘不工’之有？
因此，笔者以为，‘孙行者’对以‘胡适之’，实为天造地设的佳对，其所以至今脍炙人口，并不仅
因为胡适之是当时全国皆知的名人。
无论是‘祖冲之’或者‘王引之’从意义音韵上讲都不及也，不知梁羽生先生以为如何？
”在这三段文字中，真正“评联”的部分只是第二段的七十多个字。
而且也只仅是谈“韵律”方面。
至于第一段所谈的陈寅恪“原意”，则是不能作为依据评论“工”与“不工”的。
这是属于意义方面，“工”与“不工”则主要是属于“技术性”的。
而在韵律方面，我也不能同意何先生的见解。
下面我将答复何先生的问题，并尽我可能，提出对“胡”“孙”一联比较全面的看法。
　　○○六 “胡”“孙”一联何处不工何宝星先生问：以“孙行者”对“胡适之”，“何‘不工’之
有”？
我答案是：有，而且不只一处。
评联可以见仁见智，但“工”与“不工”，则是有一定标准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对联就是要讲究对仗。
主要两点：在音韵方面说，要平仄相对；在词性方面说，要同一类词才能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
动词）。
合乎标准，就是“工”；不合标准，就是“欠工”。
依何先生所提的次序，先谈“韵律”。
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第一个字“胡”“孙”都是平声。
何先生说：“若论平仄，有道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若以‘祖冲之，对‘孙行者’，则第
二字均为平声，不合韵律，而胡适之的‘适’字恰为仄声。
"一般来说，“一三五”是可以“不论”的，但亦非绝对正确，在后文我将再谈，现在先讨论第二个字
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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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的“行”字，似乎不是读平声的。
考“行者”，佛家语，指修佛行道的人（《释氏要览》经中多呼修行人为“行者”）。
“行者”即修行者也。
这个“行”字和“修行”“德行”的“行”字一样，是“核孟”切，敬韵，音“幸”，仄声。
凡动词“行为”之“行”，用作名词，都是读仄声的。
这在一般辞书中都有说明，无须引录专书的。
“行者”的“行”字，如果读平声（“何彭”切，庚韵，音“衡”，今读如“形”）的话，那就是正
在行走着的人，“行者”变成“行人”了。
“行者”是可以当作“行人”解的，但显然“孙行者”的“行者”，不是作这个解释的。
为了便于对照，我把有关联语并列，将它们的平仄声注明：　　孙行者（平仄仄）　　胡适之（平仄
平）　　祖冲之（仄平平）从上表可见，以“胡适之”对“孙行者”，有两个字不合平仄，以“祖冲
之”对“孙行者”，则每一个字都合平仄。
这是“胡”“孙”一联的欠工之处。
其次说到词性问题，“孙行者”的“孙”字是名词，与之相对的必须是名词才算合格。
“胡”字若当作“胡人”解释或一种礼器（按：胡簋，古礼器名，夏日胡）解释，则属名词，但“胡
适之”的“胡”是不能作这个解释的。
“胡适之”用白话文来解释，即“你往哪里去”，主词“你”省略。
所以“胡适之”的“胡”，不能当作名词。
或云：“胡孙”即“猢狲”，猴子之别称也，“猢狲”当然是名词。
但即使如此解释，“胡”“孙”相对，也还是欠工的。
以“胡孙”谐音“猢狲”，在对联艺术上称为谐音借对。
不过，谐音借对，其谐音文字亦须对得工整，方为上乘。
以下面一副著名的谐音联为例：两艇并行，橹速不如帆快；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此联作者是明朝洪武年问的陈洽，他八岁时和父亲在河边散步，父出句，洽对。
清代褚人获著的《坚瓠集》收录此联。
流传民间数百年。
在这副著名的谐音联中，“橹速”、“帆快”、“笛清”、“箫和”谐音“鲁肃”、“樊哙”、“狄
青”、“萧何”。
技法是部分的两边各自成对格。
“橹”“帆”、“笛”“箫”是同类名词；“速”“快”、“清”“和”是同类形容词。
但作为“猢狲”谐音的“胡孙”，则不是同类词。
而“工对”的条件之一，就是在词性方面必须是同类词（请参看王力著的《诗词格律》谈“对仗”那
一节）。
又，“猢狲”是个复合词，即必须“猢狲”合称才是猴子，单独一个“猢”字，单独一个“狲”字，
都是无意义的。
所以即使以“猢”对“狲”，严格来说，亦是不合对联格律。
因“猢狲”拆开，则无词性可言。
顺便一提，“一三五不论”亦非绝对正确，如“孤平”的犯忌就是。
详见王力的《诗词格律》一书，这里不赘述了。
一般而言，长联的平仄对仗可以稍为放宽，因有“拗救”余地，短联就要严谨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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