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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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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对联的起源及发展对联，又称楹联、对子、联语，是由两串字数相等、句式相同、平仄和谐、语
意相关的汉字序列组成的独立文体。
多用来悬挂或粘贴在墙壁和楹柱上，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
对联扎根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融诗经的对偶规范、诸子百家的学说、辞赋的修辞文采
、骈文的对仗声律、唐诗的风范格韵以及民间的桃符形式为一体，题材丰富、风格多样，集情意韵形
之美，收雅俗共赏之效。
这一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学传统艺术形式，源远流长，历经千余年不衰，深受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所
喜爱，成为我国文艺百花园中一枝精致夺目的奇葩。
对联的起源可以远溯到桃符。
桃符，又名仙木，是古人过年时悬挂在门两边，画着传说中镇邪除妖的神荼和郁垒神像的桃木板。
后来桃符逐渐简化，上面只画符咒或只写“神荼”、“郁垒”的名字。
这种桃符每年除夕更换一次，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即指
此事，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但这种桃符只是为了求神灭祸、祈求吉祥，没有独立使用对仗句子的意识，还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对联
。
五代时，符咒和“神荼”、“郁垒”的名字逐渐被联语替代。
据说这源于后蜀国君孟昶的一个突发奇想的旨意。
后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年）孟昶突然下了一道旨意，命群臣在桃符上题写对句，比试才华。
群臣写来写去，孟昶都不满意。
最后孟昶索性自己提笔写出了一副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后来这种过年在桃符上写联语的形式慢慢传人民间，深受百姓的喜爱，越传越广。
虽然这副五言联并不一定是我国的第一副对联，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考察，对联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
《诗经》、《楚辞》、诸子百家著作、汉赋、唐诗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对偶句，是对联的原始形式。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
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
分为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
《诗经》中已出现了一些对偶句，如《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
霏”，再如《大雅·旱麓》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诗经》中的对偶句排列整齐，且字数相等，对后世的唐诗和对联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
春秋末年，各国封建统治者纷纷搜罗一些文人志士，为巩固他们的政权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中逐渐涌现出了不同学派，各流派互相辩难，争芳斗艳。
我国思想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了像孔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等名人，并
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等学派的一系列学术体系。
诸子学说论述精辟，特别讲究语言的精练，文章中大量的对偶句可以看做是对联的早期形式，如：“
情欲信，辞欲巧”，又如《尚书·益陈谟》中提到的“满招损，谦受益”，《论语·雍也》中“乘肥
马，衣轻裘”，《论语·述而》中“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
《楚辞》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的《离骚》为代表。
《离骚》是辞赋之祖，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
“骚”体对后来“赋”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朴素的对仗形式，又为对联的形成提供了丰
富的养分。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化昌盛的时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等一大批文学家的赋，
对仗工整，较之单行散句有着更为独特的美感形态。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对语言工整华丽的进一步追求，又形成了新文体——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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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中对句很多，较之汉赋中的对句，在句式的对仗工整及音韵的和谐方面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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