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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定 书
《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南漳分卷>鳊委会：

贵县对联集成分卷送审稿，业经省卷编委会审

阅，已通过。我们认为：你们十分重视贯彻落实上

级有关文件精神和重视发掘抢救对联文化遗产，克

服了种种困难，在组织发动，搜集整理，鳊选定稿等

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所鳊篡之分卷，坚持了《中

国对联集成>和《湖北卷>嫡纂方案总的体例、原则、

范围以及缟排缩写的具体要求．所收集入卷的古今

各类联作，超过千副以上，其中大多数为建国以前

从民间的收藏本、手抄本中抄录，能将民间收藏的

联资发掘抢救入卷，这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

好事。同时，本卷富有地方特色，分类嫡排也较合

理，这对弘扬本地区的荆楚楹联文化，继承发展本

地楹联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必将起着一定的

推动作用。 ．

同意定稿付印

陈东成

《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鳊委会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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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南漳分卷》

代 序

对联小议

一 陈东成

对称平衡，阴阳互补，正反相生，是自然

美，也是艺术美。序天地风云，绘声绘色；写

人生哀乐。荡气回肠。顺时、逆时、连环对，

对对骊语骈词，珠联璧合；副副诗情画意，悦

目赏心。分明艺苑奇葩，岂是雕虫小技?
联绵迭宕，E1月交移，山川辉映，为造物

师，亦为文字师。论古今得失，入理入情；辩

时代兴衰，震聋发聩。谜联、趣联、格言联，

联联名言警句；玉振金声，字字妙里玄机，提

神醒脑。无愧中华瑰宝，堪当济世雄文o

[陈东成]湖北省楹联学会会长



“对子”、“楹联”统称“对联”，

远古时期称“桃苻”o华夏民族自

古以来就有信鬼神，化凶吉之本

俗。汉王充《论衡·打鬼》：“《山海

经》又日：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

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

间东北日鬼门，万鬼出入地。上有

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郁垒，主阅

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一苇索而以

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

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

虎，悬苇索以御凶魅"o故此，古时

以桃木板画“神荼”、“郁垒"之像或

书“神荼”、“郁垒"之字于除夕或元

旦于门的习俗，即后之春联之雏
形。

对联属于文学，可谓是我国古

典诗文为内容，以民间习俗为形式

相结合的产物。

对联。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

史，据史料考证，最早的：“新年纳

余庆；嘉节号长春”，是后蜀之主孟

本

卷序



昶于宋太祖乾德二年除夕，题于卧室门的最

早的一副春联。到了宋代，对联的应用范围

逐步扩大，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庆贺吊唁。社

会上的酬唱都使用它。明清时期，又进一步

扩大到山水园林、名胜古迹、寺庵庙祠、陵墓

道碑、歌楼戏台、茶馆酒肆。可以说，达到了
鼎盛时期。

从鸦片战争开始，民国以后，对联逐步

衰落。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废除了传统蒙
学语文识字教育“三、百、千”(即三字经、百

家姓、千字文)及“声律启蒙"、“对子歌”，后

学缺乏对对子的基本知识，甚至完全不懂；
原因之二是对子它同旧体诗一样，有一定的

局限性，有较严格的平仄、对仗争音韵要求，

因而，非一般莫属，历史传承对联古籍甚少。

建国后，尤其是“文革”初期，所谓“左"
派以破“四旧"为名，大肆搜查、焚毁老书。因

而，幸存传世的对联善本，手抄本几乎绝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j党和国家拨乱反．

正，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对联
这一古老文体又焕发了青春c：省、市、县各

级文联成立了楹联学会，它将预示，对联第
· 气 ·



；个鼎盛时期的到来。

南漳是楚国的发祥之地，有着最悠久的

民族发展史和灿烂民俗文化史。自古以来

楚人“崇尚自然”、“信鬼尚巫"尤盛，对后世

影响极深，因而，对联这一文体，历代文人墨

客咏对挥毫无不以鬼神，仙僧，生死，婚嫁，

寿福，建迁，山水，石穴。天地，日月，亭台，楼

阁为永恒主题，并逐步形成楚风，世代相待。

时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在《中

国对联集成·湖北卷》编委的策划和指导下，

《中国对联集成湖北省·南漳分卷》共收录各

类联文1291幅，(其中，建国前1191幅)，经

《省卷》编委审定批准出版o《中国对联集成

·湖北省·南漳分卷》的首次出版问世，旨在

抢救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丰富传统文化宝

库，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启迪后学。为社会主义“两个

文明"建设服务，增强中华民族的感召力和

凝聚力，扩大南漳在海内外的影响，具有深
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实际编纂操作

中，遵照《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编纂方案：

年限侧重于建国前，内容范围限于本县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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