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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楹联的界定及其催生因素

张小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部
,

江西 南昌 33 0 0 7 7 )

【摘 要】楹联是一种应 用性文学样式
。

因为具有文学性
,

所 以 它与具有文字游戏性质的诗钟
、

巧对不 同
,

它是审美的
。

上下联在表达一个完整意思 的同时还必须有言外之意
。

楹联
,

特别是春联
,

与桃符的关 系密切
,

它的 出现还与摘句
、

书壁密切

相关
。

五
、

七 言楹联源于摘句
,

杂言
,

来源于魏晋骄体文
。

楹联是骄赋
、

律诗的文学内容与桃符的载体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

【关键词】楹联 ;界定 ;桃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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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是继诗
、

词
、

曲后兴盛的中国古典文学样 文进行探索
。

式
。

这种文学样式在今天仍然受到相当多人的喜 一 楹联的界定

爱
,

拥有很多作者和读者
。

楹联是古典文学样式的一种
,

较早对楹联的特

据张唐英《蜀祷机》记载
,

五代时期西蜀即有在 性进行揭示的有现代学者刘大白
,

他在《白屋联话》
门楹上题字的习俗

。

《蜀祷机 》又称《外史祷机》
,

是 中说
:

宋代四川新津张唐英 ( 1 02 8一 107 1) 编撰的一部地 联语是什 么 东西 ?

— 联语是律体的文字
,

是

方史著作
。

唐英为仁宗皇裕间 ( 10 49 一 10 5 3 )进 备具 外形的律声的文 字
。

它备具整齐律
,

参差律
,

士
。

《蜀祷机 》为前
、

后蜀两朝八十年史实之记录
。

次第律
,

抑扬律
,

反复律
,

当对律和 重叠律 ; 凡是中

孟爬之
“

余庆
” “

长春
”

联见于该书第四卷即《后蜀后 国诗篇底外形律
,

它无一不 可以备具
。

所 以单就外

主 》编
: 形 而论

,

它实在可 以说完全是诗的
。

至 于它底 内

蜀未亡前一年
,

岁除 日
,

农令学士辛 (幸 )寅逊 容
,

虽 然一部分是教训 式的格言和 颂扬 式的谈词

题桃符板于寝 门 (四库脱符 字 )
,

以其词 工 (诸本俱 等
,

但是大部是写景的和抒情的
,

合诗篇底 内容一

同
,

蜀刻本作 不 工 )
,

农命笔 自题云
: “

新年纳余庆 ; 致 ; 所 以它总不 出诗篇底范 围
,

可以说是诗篇底一

嘉节贺长春
。 ”

蜀平
,

朝廷 以 吕余庆知 成都
,

长春乃 种
。 ’蜘

8劲

太祖诞节名也
,

其符合如此
。 ’啤

5 )
刘大白从楹联的形式和内容方式两方面对楹

“

题桃符板于寝门
”

的记载告诉人们
,

至迟在后 联的特性进行了描述
。

形式上
,

楹联具备中国
“

诗

蜀时已出现春联
,

但许多春联没有留传下来
。

现存 篇的外形律
” ;内容上

,

楹联是
“

诗篇的一种
” 。

最早的春联当为孟爬
“

新年纳余庆
,

嘉节贺长春
。 ”

现代学者陈子展在刘大 白的观点上进一步强

自宋以降
,

楹联的发展如涓涓溪水汇成洪流
,

调了楹联的文学性
,

他在《谈到联语文学》中说
:

至清
,

已成洋洋大观
。

有学者提出楹联是清代文学 联语文学连为一词
,

这是我杜撰的
。

联语原是

的典型代表
,

如南怀瑾说
: “

中国文化
,

在文学的境 文字游戏之一种
,

不成其为文学
。

假若依照章太炎

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
,

大体的情形
,

是所谓
: 关于文学之定义那样广泛的说法

,

只要写在纸上
,

汉文
、

唐诗
、

宋词
、

元曲
、

明小说
,

到了清朝
、

我认为 印在书里
,

而有意义
,

不论其有韵无韵
,

成 句读 不成

是对联
。 ” 「lz(]

8 )
再如

,

赵雨说
: “

先秦诸子
、

楚辞汉赋
、

句读
,

都可 以称为文学
,

那末
,

联语之得称 为文学
,

魏晋文章
、

唐诗
、

宋词
、

元散曲
、

明代的戏曲和小说
,

虽是杜撰也未尝不 可以 了
。 ’价

105)

到了清代
,

总结和凝炼这种种文体之美的便是楹 当代学者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中则突出

联
。

它的长短不拘
,

却能以对仗和音律的和谐为中 了楹联的文体特性
,

他说
:

心
,

整合其它种种修辞之美有新创造
,

将母语的诗 对联 (对子
、

楹联
、

楹帖 )是我国具有民族特征

性发挥到极致
。 ” 「习 ( 2 )

清代在集前代文学大成的同时 的汉语文学样式之一
。 ” ’ 5 { (00)

也浇灌出楹联这朵艺术奇葩
。

程千帆先生指出了楹联的民族特性
,

楹联是中

近年来
,

随着各种文体研究的深人
,

楹联的研 华民族特有的文学样式
。

究也 日益向深层次拓展
。

然而
,

其研究中的一些基 以上的几种观点都指出了楹联的文学特性
。

础问题及概念的厘定却极为纷杂
。

鉴于此
,

笔者撰 因为具有文学性
,

所以它与具有文字游戏性质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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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

巧对不同
,

它是审美的
。

当代一些楹联研究者也试着对楹联进行描述

或定义
。

谷向阳先生在《中国楹联学概论》给楹联

下了一个定义
:

楹联
,

俗称
`

对联
’ 。

所 谓楹
,

即厅 堂前的木

柱
。

顾 名思义
,

楹联就是张挂或雕刻在楹柱上的一

组对仗句
。 ’ 6{ ( 9 )

谷向阳先生揭示了楹联的应用性—
“

张挂或

雕刻
”

出来
。

与此相近的还有余德泉先生
,

他在《对

联纵横谈》中说
:

独立使用的对仗句子
,

就是对联
。 ’ 7 { ( 1 )

因此
,

我们可 以说
,

楹联是一种应用性文学样

式
。

我们对楹联的定义是
:
楹联

,

俗称对联
,

是汉语

言民族以两组形式相对
,

内容相关的语句为表现形

式的应用性文学样式
。

一般来说
,

它具有如下特

点
: 1

、

上下联字数相等
,

语意停顿处平仄相对
,

对仗

工整 ; 2
、

整副联意思表达完整 ; 3
、

上下联内容相关

联 ; 4
、

应用性 ; 5
、

审美性
。

第一个特点是楹联形式

的最基本要求
。

第二
、

三个特点是楹联内容上的要

求
,

这两个特点把楹联与对偶辞格区别开来
。

第

四
、

五个特点是楹联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的要求
。

内容这一层面至关重要
,

正是这一特点使楹联

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有了质的支撑
。

完整意

思的表达使得楹联和对偶辞格
、

对句等区别开来
。

如
“

苍耳子
”

对
“

白头翁
” ,

它们既不是陈述或被陈述

的对象
,

也没有说明是谁或是什么
、

做什么
、

怎 么

样
,

它们只是指称一种事物实体的名词
,

没有上升

为一个独立的句子
。

因此
,

它们只能是修辞范围的

实名对
,

不能算楹联
。

梁章拒也注意到了对句与楹

联的区别
,

并特地把归属于
“

对
”

的
“

巧俪骄词
”

分录

一书
。

其《巧对录》序
: “

余辑《楹联丛话》
,

多由朋好

录贻
,

而巧俪骄词
,

亦往往相连而及
。

余谓是对也
,

非联也
。

语虽通而体自判
,

因别裁而存之筐
。 ” 日v(] 45 )

楹联上下联在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同时最好

有言外之意
。

这一点
,

陈寅烙先生 的《与刘叔雅论

国文试题书》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
。

兹录如下
:

上等之对子
,

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 …对一对

子
,

其词类声调 皆不适 当
,

则为不对
,

是为下等
,

不

及格
。

即使词类声调皆合
,

而思想重复
,

如 《燕山外

史》中之
“

斯为美矣
,

岂不妙哉 !
”

之 句
,

旧 日称为合

掌对者
,

亦为下等
,

不及格
。

因其有正
,

而无反也
。

若词类声调 皆适 当
,

即有正
,

又有反
,

是为 中等
,

可

及格
。

此类之对子至 多
,

不 须举例
。

若正及反前后

二阶段之词类声调
,

不但能相 当对
,

而且所表现之

意义
,

复能互相贯通
,

因得综合组织
,

别产生一新意

义
。

此新意 义
,

虽 不 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意 义
,

显著于字句之上
,

但确可以 想象而得之
,

所得言外

之意是也
。

此 类对子
,

既能备具第三阶段之合
,

即

对子 中最上等者
。 ’ 8 { ( 2卿

从陈寅烙先生对对子的三个级别的界定上我

们知道
,

楹联的内容只有
“

复能互相贯通
,

因得综合

组织
,

别产生一新意义
”

才使简单的对句有了可 以

上升到一种文体的资格
。

这种资格是对句上升到

楹联的前提
。

比如
, “

云间陆士龙
” 、 `

旧 下荀鸣鹤
” ,

只是在两个说话对象之间传递各 自的身份信息
,

没

有一个共同的指称对象
。

并且
,

这种信息可以在不

同的语境下被无限地复制传递
。

它们各 自的存在

根本不需要彼此的支撑
,

也不需要此时
、

此地
、

此境

的支撑
。

也就是说
,

它们双方是勿需借助对方就可

以独立存在
。

当这二者在此境偶然遇合形成对句

之时
,

也不能衍生其它更多的意义
,

一问一答
,

仅此

而已
。

因此
,

它们也算不上是楹联
。

第四个特点
“

应用性
” ,

包括为应用而独立写作

及写作完成之后的独立应用
。

对此
,

陈方墉等人有

所述及
,

陈方墉在《楹联新话 》中说
: “

古今诗词丛

话
,

刊行于世者最多
,

独联话则除梁章拒《楹联丛

话》外
,

不概见
。

殆以联为小品
,

无当学问耶
。

实则

应酬往来
,

亦社会上需要之一种也
。 ” 日〕( 26 93 ) “

应酬往

来
”

就是一种应用
。

刘麟生在《中国骄文史 》中说
:

“

联语为吾人每 日接触眼帘之物
,

虽属骄文之余技
,

而吉凶之礼
,

酬醉频烦
,

亦至不可少
。

至于登临凭

吊
,

目所接者
,

亦多悬诵之联
。

联语之在吾国
,

几成

为特殊之产物
,

群众欣赏之工具
。 ” 「9] ( ’ 22) 这些讲的都

是楹联的应用性
。

在楹联的起源中
,

有人把骄体文

两两相对的句子
、

诗歌的对仗句等看成楹联
,

他们

认为最早的摘句就是楹联
。

这很不妥当
。

只有作

者有意识地为楹联写作
,

他的作品才能归属于楹

联
。

如
“

疏影横斜水清浅
,

暗香浮动月黄昏
。 ”

起初

只是林通《山园小梅》领联
,

林通用此传神之笔描摹

梅之骨韵
。

但当宋理宗独书此联且刻于屏时
,

它具

备了独立应用的特点
,

它就是一副楹联
。

翟颧《湖
山便览》

: “

〔香月亭 〕
,

延祥园中亭也
,

在孤山椒
,

环

植梅花
。

理宗大书林通诗
`

疏影横斜水清浅
,

暗香

浮动月黄昏
’

一联
,

刻于屏
。

明人结香月诗社于

此
。 ” 「,叨

洲
“

刻于屏
”

就是独立地应用
。

集句联中的集

诗句联
,

有的是直接从某一位诗人的作品中集出
,

有的是集两个作者的诗句构成一联
。

这本身就是

一种创作
,

并且是有 目的而作
,

带有独立写作的特

点
。

在独立写作与独立运用中
,

被集出来称为楹联

的诗句与它们在诗中的作用
、

意境相比已发生 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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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

如
, “

柳深陶令宅 ;月静庚公楼
。 ”

上联集自

李白《留别龚处士 》
“

柳深陶令宅
,

竹暗辟疆园
” ,

下

联集 自杜甫《秋 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
`

他要山简

马
,

月静庚公楼
” 。

用
“

柳深
”

与
“

月静
”

相对
,

呈现的

是一个明净
、

澄彻
、

静谧
,

散发着宁静的亮色调的画

面
,

与原作
`

他暗
”

的灰色调绝然不同
。

第五个特点
“

审美性
” ,

指楹联是一种文学样

式
。

这一点
,

许多楹联家都有所表述
。

余维翰《福

石山庄联话
·

序》
: “

联语者
,

诗赋文辞之绪余
,

文人

之结习
,

未忘其尽心力于于斯道者
。 ” 「,’ 〕 ( ’ )

楹联创作

类似其它文学样式的创作
,

也需要调动作者的艺术

体验
、

审美冲动
。

清汪隆 《评释巧对》
: “

其出题者
,

或抚时动念
,

或见景生情
,

或触物兴怀
,

或因人命

意
,

种种不同
,

而属对者要以各中其 旨为佳
。 ” 日〕泌 )

楹

联能使审美主体达到审美的满足
。

清林庆锉《楹联

述录》
“

联则颜于柱
,

疥于壁
,

署于门仿左右之分
,

人

无老少贵贱皆见之
,

识字者读之
、

记之
、

哦之
。

述焉

而若有余芳 ;问焉而若有余味
。 ” 日〕( 965 )

楹联还具有文

学作品社会功用特质
。

清梁章拒《楹联丛话》
“

片辞

数语
,

著墨无多
,

而蔚然荟萃之余
,

足使忠孝廉节之

捆
,

百世常新 ;庙堂瑰玮之观
,

千里如见
。

可哉可

铭
,

不殊负岌趋庭也 ;纪胜纪地
,

何营梯山航海也
。

诙谐亦寓劝惩 ;欣戚青关名教
。 ” 日〕(301 )

梁章拒又说
,

“

(楹联 )于扬风抢雅之中
,

寓劝善规过之意
。 ” 日〕(96 6 )

他

们从不同方面探索楹联的审美特性
。

楹联的名称有很多
。

清代
,

楹联这一名称使用

较多
。

如梁章拒《楹联丛话 》
,

道光二十年 ( 18 4 0) 桂

林署斋刻本 ;俞褪 《春在堂楹联录存 》
,

光绪十年

( 18 8 4 )志古堂刻本 ;林庆锉 《楹联述录》
,

光绪七年

( 18 8 1) 刊本 ;何绍基《楹联集帖》
,

同治二年 ( 18 63 )

归安吴氏重刻本 ;吴可读《携雪堂楹联 》
,

光绪十九

年 ( 1 8 93 )吴氏家刻本
。

等等
。

楹联称对联
。

如
,

明担当《周措斋对联》
,

清康

熙本 ;清曾济堂《对联大观》
,

道光二十五年 ( 18 45 )

桂阳曾氏家刻本 ;邱 日虹《对联汇海 》
,

咸丰五年

( 18 5 5 )敬业堂初刊 ;王 塑《自怡轩对联缀语》
,

光绪

十二年 ( 18 8 6 )同文书局刻本 ;杨恩寿
、

杨逢辰《坦园

四书对联》
,

光绪十三年 ( 18 8 7 )杨氏家刻本
。

等等
。

楹联称楹帖
。

如
,

郑开禧《知守斋集楔序楹

帖》
,

道光十四年 ( 1 8 3 4 )广州刻本 ;李彦章《榕园楹

帖》
,

道光八年 ( 1 8 28 )侯官李氏刊本 ;许正缓《集千

字文楹帖 》
,

清排印本 ; 章钮 《集殷墟文字楹帖》
,

19 2 7 年东方学会 ;蔡振武《四川全省试院楹帖》
,

清

刻本 ;左祯《臂湖楹帖》
,

民国《臂湖草堂集》收 ;江峰

青《魏塘楹帖录存》
,

清刊本
。

等等
。

有人称联语
,

如
,

李渔《笠翁联语 》
,

清康熙本 ;

李星沉
、

郭润玉 《笙梧联语 》
,

道光十七年 ( 18 3 7 )刻

本 ;曾国藩
、

左宗棠《曾左联语合钞》
,

许铭彝校刊
,

同治十二年 ( 18 73 )刻本 ;易光越《联语古今新集》
,

光绪二年 ( 1 876 )醉吟草堂刻本 ;杨翰芳《五慎山馆

联语》
,

光绪十一年 ( 1 8 8 5 )后刊本 ;刘曾碌《梦园联

语》
,

光绪十七年 ( 1 8 9 1 )《梦园初集 》收 ;吴汝纶《桐

城吴先生联语》光绪三十年 ( 19 0 4 )《桐城吴先生诗

集》本
。

有人称联
,

如齐彦槐 《小游仙馆联存 》
,

道光二

十五年 ( 1 845 )刻本
。

有人称对
,

如明李开先《中麓

山人拙对》
,

明嘉靖本
。

有人称对语
,

缪 良《四书对

语 》
,

清刻本
。

有人称小品
,

如薛时雨《藤香馆小

品》
,

光绪三年 ( 1 8 7 7 ) 巾箱本
。

有人称楹语
,

如
,

杨

浚《冠悔堂楹语》
,

光绪二十年 ( 1 8 9 4 )福州冠悔堂刊

本 ;江峰青 《里居楹语录》
,

清刊本
。

有人称联句
,

如
,

林纤 《春觉斋联句偶存 》
,

手书原稿本 ;俞褪《曲

园联句》
,

北大图书馆藏本
。

有人称俪句
,

如
,

明杨

慎辑《群书俪句》
,

明新安程氏刻本
。

以上几种称谓中
,

常用的是楹联
、

对联
、

联语
、

楹帖
。

二 楹联的催生 因素

根据谭蝉雪《我 国最早的对联 》
「, 2〕
至迟在公元

7 2 3年就出现楹联
。

但催生楹联的因素是什么 ? 笔

者认为
,

骄赋
、

律诗的文学内容与桃符的载体形式

相结合形成了楹联
。

楹联
,

特别是春联
,

与桃符的关系密切
。

后蜀

孟爬将
“

新年纳余庆 ;嘉节贺长春
”

题在桃符板上
,

王安石写有
“

千门万户瞳瞳 日
,

总把新桃换旧符
” ,

陆游写有
“

岁阑更喜人强健
,

小草书成郁垒符
” 。

清

代仍有人将春联等同于桃符
。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

时记》
: “

春联者
,

即桃符也
。

自人腊以后
,

即有文人

墨客
,

在市肆檐下
,

书写春联
,

以图润笔
。

祭灶之

后
,

则渐次粘挂
,

千门万户
,

焕然一新
。 ” 「,习( 95 )

有人把

写有
“

神茶
、

郁垒
”

的桃符作为楹联
,

理由是
“

神茶
” 、

“

郁垒
”

上下联字数相等
,

词性相同
,

平仄相对
。

左

神茶
、

右郁垒的写法
、

贴法和上联在右
、

下联在左完

全一致
。

桃符具有辟邪功能源于人们认为桃木能辟邪
,

最早记载桃木避邪 的文献是《周礼
·

下官
·

司马 》
:

“

戎右掌戎车之兵革 … … 盟则 以玉敦辟盟
,

遂役

之
。

赞牛耳
,

桃茹
。 ” 「#l] ( 4洲这种以桃木或桃木制品驱

邪的习俗至春秋战国时趋于普遍
,

唐宋至清桃符避

邪的习俗仍然沿袭
。

如唐代桃符辟邪的文献有
:

[唐 ]张蔫《朝野全载 》
:

明 崇俨有术法
,

大帝试



第1 期 张小华
:

论楹联的界定及其催生因素

之
。

为地窖遣妓奏乐
,

引俨至
,

谓 曰 : “

此地常闻弦

管
,

是何祥也
,

卿能止之乎 ?
”

俨 曰 : “

诺
。 ”

遂书二桃

符于其上钉之
,

其声寂然
。
盯 ( 1 03 5一侧

宋代桃木制品辟邪的记载有
:

l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

近岁节
,

市井皆印卖

门神
,

钟馗
、

桃板
、

桃符及财 门
,

钝驴
、

回头鹿马之行

帖子
。

卖干茄孤
、

马 牙菜
、

胶牙之类
,

以备除夜之

用
。

自入此 月
,

即有贫者三教人为一火
,

装妇人神
,

敲锣击鼓
,

巡 门乞钱
。

俗呼为打夜胡
,

亦驱祟之道

也
。 I巧 ( 5 8 9一 174 )

神茶
、

郁垒与桃梗或桃板结合避凶的习俗历久

悠久
,

很多文献都有记载
,

如《风俗通》引《黄帝书》
,

《荆楚岁时记》引庄周之语和《括地图》
,

《论衡》则引

《山海经》
,

而今存 《山海经》并无其文
。

尽管这些记

载辗转抄袭
,

但还是传递了神茶
、

郁垒二神的避凶

习俗
。

如《风俗通》引《战国策
·

齐策》
:

l汉 ]应劲 《风俗通义》
:

黄帝书
,

上古之时
,

有茶与

郁垒
,

昆弟二人
,

性能执鬼
。

度朔山上
,

章桃树下
,

简

阅百鬼
。

无道理
,

妄为人祸害
,

茶与郁垒缚以苇索
,

执以食虎
。

于是
,

县官常以腊除 夕
,

饰桃人
,

乘苇支
,

画虎 于门
。

皆追效于前事
,

冀以卫凶也
。 ! 1

必
8 )

梁代
,

人们通过画二神之像于桃板上来避凶
,

实物辟邪向图像辟邪转化
。

l梁1宗停 《荆楚岁时记》
:

帖画鸡
,

或斩镂五采及

土鸡于户上
。

造桃板著户
,

谓之仙木
。

绘二神贴户

左右
,

左神茶
、

右郁垒
,

俗谓之 门神
。
旧 ( 5 )

晋代出现了在桃符板上写字辟邪的习俗
,

图像

开始向文字转化
。

[晋 ]葛洪《抱朴子 》
:

抱朴子 曰 :

上五符皆老君入

山符也
。

以丹书桃板上
,

大书其文字
,

令弥满板上
,

以着门户上
,

及四方四隅
,

及所道侧要处
,

去所住处
,

五十步内
,

辟山精魅
。

户 内梁柱
,

皆可施安
。

凡人居

住山林
,

及暂入山
,

皆可用
,

即众物不敢害也
。 , 1

动川

北宋时有书写
“

神茶
、

郁垒
”

二字辟邪的记载
。

[祠高承《事物纪原》
:

故今世画神像于版上
,

犹于

其下书
“

右郁垒
,

左神茶
” ,

元 日以置门户间也
。
呷 沁 6)

这种文字表述为桃符内容不局限于驱鬼辟邪

的本来含义提供了可能
。

有了这种可能
,

作者可以

自由地表现崇德
、

尚义
、

赏景
、

祝颂
、

吉祥
、

益寿等方

方面面 的内容
,

满足人们更宽泛领域里的观照
、

诉

求与期盼
。

[宋 ]张邦基《墨庄漫录 》
: “

东坡在黄州
,

而王文

甫家东湖
,

公每乘兴必访之
。

一 日逼岁除
,

至其家
,

见方治桃符
,

公戏书一联于其上 云
:
门 大要容千骑

入
,

堂深不 觉百男欢
。 , ,

120 叫

l宋1周密《癸辛杂识》
:

桃符获罪
。

盐官县学教谕

黄谦之
,

永嘉人
,

甲午岁题桃符云
: “

宜入新年怎生

呵
,

百事大吉那般者
。 ”

为人告之官
,

遂罢去
。

幽 ( 1州

“

门大要容千骑人
”

是一种期盼
, “

宜人新年怎

生呵
”

则是对现实的一种观照
。

楹联的出现还与摘句
、

书壁密切相关
。

清何拭

《钠苏集 》就是仿摘句集苏轼七言而成
,

他在序 中

说
: “

视东坡之于渊明
,

情虽同而才则异矣
。

既乃拟

摘句图学作对法
,

随手纂录
,

其得三千余联
,

分为上

下两卷
,

名之曰《钠苏集》
。 ” 「22〕

“

摘句这样一种方式
,

对于使对联从诗文中分

化出来
,

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

显然也不无影

响
。 ” 「s(] 卿摘句之名最早见于《文心雕龙

·

隐秀》
“

如欲

辨秀
,

亦惟摘句
” 。 「圳 ( 26 。 )

兴起于晋至唐宋
,

余风所

及
,

直至今日
。

究其原因
,

如严羽 《沧浪诗话
·

诗评》
指出

: “

汉
、

魏古诗
,

气象混沌
,

难以句摘
。

晋以还方

有佳句
。 ” 「24 〕(34) 伴随诗歌演进的步伐

,

一篇作品中出

现特别精彩句子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

这些精彩的

句子已经可 以脱离原诗而单独存在
,

有独立的审美

特质
。

在
“

争价一句之奇
”

的风尚下
,

人们认为一首

诗作之中如果没有
“

佳句
、

妙句
、

秀句
”

便算不得好

诗
,

一个诗人如果不能写出佳句
、

妙句
、

秀句
,

也不

算有文采的人
。

《南史
·

江淹传》
: “

淹少以文章显
,

晚

节才思微退 … … 尔后为诗绝无美句
,

时人谓之才

尽
。 , , 。 5“ ( , 4 5 , )

于是
, “

立片言以居要
,

乃一篇之警策
” ·

“

语不惊人死不体
” 、 “

两句三年得
,

一吟泪双流
”

是

许多诗人的做法
。

人们需要佳句
、

秀句来激发才思

与灵感
,

作者写诗也注重秀句
、

佳句
,

而读者所争相

传诵的也往往是一篇作品中的某些秀句
、

佳句
。

正

如《苔溪渔隐丛话》所说
: “

古今诗人
,

以诗名世者
,

或只一句
,

或只一联
,

或只一篇
,

虽其余别有好诗
,

不专在此
,

然播传于后世
,

脍炙于人 口者
,

终不出此

矣
。 ” 「2司( ’ 。

与此相类似
,

唐代诗人因科举考试的需要
,

往往
“

凡作诗之人
,

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
,

为随

身卷子
,

以防苦思
。

作文兴若不来
,

即须看随身卷

子
,

以发兴也
” 「2刀 ( ’ 32)

。

因为是摘句
,

故摘录成集后又

叫
“

摘句图
” 。

因所摘多是佳句
、

警句
、

秀句
,

故又称
“

警句图
” 、 “

秀句集
” 。

唐宋时出现过许多秀句集
、

句图集
。

如
,

元思敬《诗人秀句》
、

倪肴《诗图》
、

张为

《主客图》
、

李洞 《贾岛句图 》
、

王起 《文场秀句》等
。

这些秀句集
、

句图集的作品形式与楹联的集句联极

为相似
。

如张为《主客图》有
“

上人室一人
。

韦应

物
。

欲持一瓢饮
,

远慰风雨夕 … …舟泊南池雨
,

帘

卷北楼风
” 。 「2司( 8 )

梁章拒《楹联丛话 》有
“

近人集句楹

帖
,

有可喜者
。

五言云
: `

山公惜美景
。

小谢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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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 ’

独孤及
、

李嘉岭
。 `

即事已可悦
。

赏心还 自怡
。 ’

杜甫
、

刘方平
。 `

脚著谢公屐
。

身披莱子衣
。 ’

李白
、

岑参
, , 。 。。( 4 7 5 )

唐代诗人
、

书法家有题壁习 尚
,

当他们吟成一

联之后
,

便以此 自得
,

有人会将此联书于斋壁
。

也

有人特别喜欢他人诗句一联
,

于是书之于壁
。

宋吴

处厚《青箱杂记》记载
: “

公 (晏殊 )之佳句
,

宋营公皆

题于斋壁
, `

若无可奈何花落去
,

似曾相识燕归来
’ 、

`

静寻啄木藏身处
,

闲见游丝到地时
’ 。 ” 「29 〕

洲宋江少

虞《宋朝事实类苑 》记载
: “

(孙可久 )尝为陕西驻泊
,

为乐天造祠堂于郡城大阜之顶
,

中安绘像
,

乃缮写

生平歌诗警策之句遍于四墉
。 ” 「30 〕#(9 2 )

又有
: “

上 (宋真

宗 )谓综 (刘综 )曰
: `

并门在唐世
,

将相出镇
,

凡抵

治
,

遣从事以者题咏述
。

宠行之句
,

多写于佛宫道

宇
,

纂集成编 目
,

曰太原事迹
,

后不闻其作也
。

综后

写御选句图
,

立于晋祠
。 ” 「30 〕沁 4 )

宋李防《太平广记》也

有相关的记载
: “

神龙二年
,

阂长溪人薛令之登第
。

开元中
,

为东宫侍读
。

时宫僚闲谈
。

以诗自悼
。

书

于壁曰 … …
” 「3’ 〕( 40 59) 书法家书之于壁的现象不胜枚

举
。

这种
“

佳句悬壁
”

的现象为楹联的 出现作了形

式的铺垫
。

书于壁的佳句
、

妙句中有催人警醒的
,

它们直接催生 了楹联中带有铭志作用的书斋联
。

在书斋联中
,

相当一部分表现了作者的社会担当意

识
,

而摘录关注民生
、

铁肩担道义之类佳句
、

美句则

从摘句之始就有
。

如唐姚思廉《梁书
·

柳挥传》
: “

诏

问读何书
,

对 曰 《尚书》
。

又 曰
: `

有何美句 ?
’

对曰
:

`

德惟善政
,

政在养民
。 ” ’ 「翔 ( 33 2 )

摘句中大量描摹 自然

景物的句子
,

简短两句就能极尽山川景物之美
。

宋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说
: “

古今人掇取好诗句作

图
,

此特小巧美丽可喜
,

一曲之智则能之
。

故句图

多歌咏风景
,

形似百物
,

将以观雄材远思
,

不可得

也
。 ” 「s0] ( 5’ 3 )

这些摘句被书之于壁或悬之观之后就成

了一副山水景物题联
。

如米带的
“

瘦影在窗梅得

月 ;凉云满地竹笼烟
” 。

桃符上可 以 自由抒写作者心志的做法际合摘

句
、

题壁的风尚
,

五七言楹联就应运而生
。

题壁的

风尚还为楹联向更宽的领域进军打下了基础
。

五 七言楹联源于摘句
,

至于杂言
,

笔者认为
,

应

来源于魏晋骄体文
。

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
: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
·

第七卷
·

闲堂文获》
:

魏晋

以来
,

文章由散文发展为骄文
,

再演进为四六
,

诗歌

由古诗发展为新 变体
,

再演进为律诗
,

都发展 了对

句
,

也就给后 来对联的 出现提供 了条件
。

非常清

楚
,

后 来的五
、

七 言对联
,

是从诗歌
,

特别是律诗 中

分化 出来的
。

有些五
、

七言对联
,

本来就是古人律

诗 中的一联
,

或集两人之诗为一联
,

这就无须举例

了
。

而 以 字数不等的句子构成的长联
,

则是从骄文

中分化 出来的
。

哪叫

白化文先生也说过
: “

早期的这种雏型的对联
,

似乎是在骄体应用文和律诗的双重影响下蜕化出

来的一个新品种
。 ” 「翔 ( 8 )

向义也认为
: “

千古之文
,

莫

大于孔子之言易矣
。

迄于后世
,

骄偶 日盛
。

楹联虽

起于晚近
,

实出偶文之绪余
。 , ,

#([] 96 6 )

首先
,

楹联的名称中有骄文的印记
。

骄文之称

有
“

骄俪
、

俪语
、

俪体
、

丽体
” ,

许多楹联家把 自己的

楹联集子冠以
“

俪
”

字
:
如

,

顾曾炬《方宦俪语》
,

光绪

二十五 ( 18 9 9) 年 自刻本 ;董询 《俪白妃黄册》
,

同治

十二年 ( 18 73 )同文馆刻本 ;费师洪 《延旭轩俪语》
,

19 2 6 年费氏铅 印本 ;水竹村人 (徐世 昌 ) 《藤墅俪

言》
,

19 34 年退耕堂刻本等
。

其次
,

楹联的对仗方法中有骄文的印记
。

骄文的对仗方法有 自对
、

虚实对
,

这些方法出

现经常在楹联中
。

如孙髯翁大观楼长联
:

五百里 滇池
,

奔来眼底
。

披襟岸债
,

喜茫茫空

阔无边
。

看 东骤神骏
,

西煮灵仪
,

北走蜿蜒
,

南翔搞

素
。

高人韵士
,

何妨选胜登临
,

趁蟹屿螺洲
,

梳裹就

风鬓雾鬓
。

更苹天苇地
,

点缀些翠羽 丹霞
。

莫孤负

四围香稻
,

万项晴沙
,

九夏芙蓉
,

三春杨柳
。

数千年往事
,

注到心 头
。

把酒凌虚
,

叹滚滚英

雄谁在
。

想汉 习楼船
,

唐标铁柱
,

宋挥玉斧
,

元跨革

囊
。

伟烈丰功
,

费尽移 山心力
,

尽珠帘画 栋
,

卷 不及

暮雨朝云
。

便断揭残碑
,

都付与苍烟落照
。

只赢得

几杆疏钟
,

半江渔火
,

两行秋雁
,

一枕清霜
。

刚侧
“

趁蟹屿螺洲
,

梳裹就风鬓雾鬓
”

与
“

尽珠帘画

栋
,

卷不及暮雨朝云
” , “

九夏芙蓉
,

三春杨柳
”

与
“

两

行秋雁
,

一枕清霜
”

皆为 自对 ; “

喜茫茫空阔无边
”

与
“

叹滚滚英雄谁在
”

为虚实对 ;

第三
,

楹联的句式有骄文的印记
。

骄文有三字式
、

四式式
、

四六式
、

六四式
、

五四

式
、

六字式
、

七四式
、

四七式等
,

这些句式在楹联中

经常被使用
。

三字式
:

备其畴
,

九五福
。

宴琼林
,

六十年
。

附州

四四式
:

未出山时
,

一寒至此
。

飞来峰下
,

有亭翼然
。

邮
00 3 )

四六式
:

至哉冲元
,

德既超于载籍
。

养以天 下
,

福 宜冠

乎威信
。 , 4 ( 9 75 )

六四式
:

自神禹后一人
,

盛德在水
。

由大宋来千古
,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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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配天
。

刚
1 00 4 ) 游 目骋怀

,

此地有崇山峻岭
,

茂林修竹
。

赏

五四式
: 心 乐事

,

则为你如花美眷
,

似水流年
。

刚 70 0)

吕仙醉而 醒
,

大醉非醉
。

君 山流不 去
,

狂流 自 是四字式加七四式而成
。

流
。 ’价

。s0) 五百里采
,

五百里卫
,

外包有截之 区
。

八千

六字式
:

岁春
,

八千岁秋
,

上祝无疆之算
。 ’价川

天上有星见丙 ;人间维岳生申
。 ’价川 此联是在四六式的基础上拓展而来

。

诸多楹

七四式
:

联格式皆如此
,

此不一一
。

此地为 赢海奥 区
,

素称 犷俗
。

凡人知农桑正 事实上
,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产生
、

形成和发

业
,

便是良民
。 ’价叫 展

,

其因素都是多方面的
。

既有文学本身的继承关

四七式
:

系
,

又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制约
。

从文学本身的发

春雨楼桑
,

无 限落花 悲帝子
。

秋风剑 阁
,

有人 展来说
,

任何文体都是相互影响的
,

不可能单纯性

洒泪 吊将军
。 ’班

9川 地从某一种文学样式中吸取营养
。

楹联的产生也

更长字数的楹联
,

基本是以上句式的组合
。

不例外
。

它是骄赋
、

律诗的文学内容与桃符的载体

如
:

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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