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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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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曾撰文说，对联是文苑中的一朵奇葩。本书收集了既通俗明晓，又富有文采和时代感的对联数篇
，既有通用春联、喜庆联，也有建屋迁居联、喻理联、哀挽联、哀挽联、各行各业联，并介绍了对联
写作的基本知识和撰写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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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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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联写作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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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对联是由诗、词、曲、赋等文体综合演化而成的，兼有各种文体的优点，加上规整雅致、短小灵
活、音韵和谐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实用意义和艺术欣赏价值。　　一、对联的特征　　创作对联前，
首先要弄通对联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创作对联的基本要求。一是数字相等，即上下两句要求字数相等
，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如上联是七字的"二二三"结构，下联也应是"二二三结构"；上联是主谓结
构，下联也应相同。二是结构相应，对仗工整。简要说来，就是上下句语法结构对应一致，词性也应
相对协调，以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等。三是平仄相对，声律和谐，就是上下
句对应之处平仄要相反，同句中平仄要交替。汉语读音有"平、上、去、入"四声，除了"平"声字，"上
、去、入"三声都是"仄"声字，一幅对联中，上联的最后一个字必须是"仄"声字，下联最后的一个字必
须是"平"声字。四是内容相关，语言连贯。上下句的意思彼此要关联，使一幅对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不能牛头不对马嘴，语意相差太大。弄清楚对联的基本特点，有助于了解对联的写作方法。　　
二、对联的写作　　对联的写作方法，常见的有以下四种：一是集句式，二是脱化式，三是创新式，
四是摘句式。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不同要求，一旦能够熟练应用，不难创作出妙对佳联。　　1 集句
法  集句式创作法就是把已公开出版和广为流传的诗词、文章中符合对联的文体规范、内容连贯的现
成句子，组成一幅对联。例如：　　江山如此多娇彩练当空舞　　风景这边独好心潮逐浪高　　这是
郭沫若集毛泽东词句联。又如：　　万里秋风吹锦水　　九重春色醉仙桃　　(集杜甫诗句)　　莫忧
世事兼身事    　　却道新花胜旧花　　(集韩愈诗句)　　以上都是精致、贴切、诗意盎然的对联佳作
。　　文章中的词句也能集联，如：　　聚静于山寄情于水　　虚怀若竹清气若兰　　这是集《兰亭
序》字联。　　十步之间必有芳草　　八月既望常见浮槎　　这是集史书句子的对联。　　2 脱化法  
脱化，指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有关诗词文句略加改动，表达出新的主题，作成新的对联。如"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下联原文是"辣手著文章"。又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相识倍相亲"，"待得夕阳无限
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等等，都是在原诗句的基础上改动了几个字，从而翻出了新意。以上是诗词脱化
式，此外还有对联脱化式、添字脱化式、改字脱化式等。　　3 创新法  创新写作法，就是用自己新编
的词汇组成对联。这种方法比较常见、常用。主要方法一是扩联创新，把现成的对联扩充词语，使之
成为新联。二是对句创新，即先由某方出上联，征求下联。三是定题创新，这是一种规定范围、主题
的征联，长短、句式、节奏等可以自定。四是自由创新，此种方法更为常见，形式不受约束，具有灵
活性，但是内容应当随社会发展而富有新意。　　P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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