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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文]　　大自然赋予形体，肢体总是成双的。这是自然法则的作用，显得事物不是孤立的。构
思文辞，反复剪裁，使上下旬相匹配，自然形成对偶。尧舜时代，还不很讲究文采，可是皋陶赞扬舜
的主张：&ldquo;罪疑惟轻，功疑惟重。&rdquo;（罪状可疑的从轻处理，功劳可疑的从重奖励。）伯
益陈述谋略说：&ldquo;满招损，谦受益。&rdquo;（自满招致损害，谦虚得到益处。）哪里是有意构
成对偶，只是不经意地对上罢了。《周易》中的《文言》和《系辞》，出于圣人的神妙文思。它阐述
乾卦的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句句对偶相衔接；讲到云龙风虎同类相感，字字都相对；讲到乾易坤简的
道理，宛转地互相承接；讲到日月往来寒暑变化，隔句遥相对应。虽然各句的字数不同，而对偶的意
思是一致的。（详解见文后注）至于《诗经》里的章节，大夫们外交场合的辞令，单句偶句适应内容
变化的需要，不须苦心经营。自从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推崇骈句，大加运用，好像宋君的讲
究绘画，吴国的讲究铸剑一般，注重文辞的雕饰锤炼，对偶的句子与丰富的文采一起奔流，并立的意
思和美妙的韵律同时进发。到了魏晋时代的许多作者，造句更见精细。文字的对偶，情趣的配合，剖
析到毫厘之微。但只有用得合适的才巧妙，浮泛造作的则劳而无功。　　对偶的体例，共有四种。言
对容易，事对困难；反对是好的，正对是差的。所谓言对，是两句并列而不用事例；所谓事对，是举
出两件事来作例证。反对是事例相反而旨趣相合，正对是事件不同而意思一样。司马相如《上林赋》
说：&ldquo;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rdquo;（在《礼经》的园林里修饰仪容，在《尚书
》的苑圃中遨游飞翔。）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说：&ldquo;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
掩面，比之无色。&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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