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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串华文艺百花苑中，对联是一枝奇花异葩，是民族传

统文化之瑰宝，素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千百年来，
它已普及到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和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笔极为丰富而珍贵的

财富。但多年来，这笔财富尚未褥到全面的发掘和利用，相
当一部分对联已散失无存，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进行挖掘
整理，就有可能完全被湮没。 ．

-有鉴于斯，为了坚持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为了继往开来，弘扬国粹，中国楹联学会早在1992年4月的
三代会上，便提出编纂．《中国对联集成》韵计划，请各省市
酝酿，继而在1993年5月，发文号召各地编纂《中国对联集
成》地方卷，同时提倡有条件的地方，先出市、县本。这是
一项极其繁重的文字工程，难度确实很大。但我们深感责任
所在，承担了编纂《中国对联集成j广西柳州卷》这一浩繁
工程。。

·。J ‘

’‘．

．柳州是_座有21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得天独厚
的秀丽景观，更有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对联。昔日柳州一些名
胜古迹、祠堂庙宇、会馆亭台、公署戏院，多有由名儒和书

法家撰书对联，用木板刻挂或直接刻上石柱，其中不少对联
构思独特，词句优美，对仗工稳。 ，

一柳州最早的对联出现于何时，没有记载。目前发现最早

的石刻联是宋代留下的。在鱼峰区市电化厂采石场边的罗山
下，有一洞叫“陆道岩”，洞内可辨认字迹的两副对联，其一
为： ‘·+

脱却风尘，须向闲中寻活计；
：．：登临彼岸，全凭静里作生涯。

另一联是： ． 。

。

天地欲吾玄，预敕环中题石壁；
山川如我意，复开奇景作丹丘。

从上两联内容看，对联系道士“言志”之作，其中也掺



杂一些禅语，“凡尘”、“彼岸”，是佛家语，“丹丘”是道家语。
从对联词语来看，此时陆道岩已是道、佛合流了。据考此两
联为南宋景定年间所作，柳州目前尚未发现比这更早的石刻
联。由于年代久远，柳州许多古联原件毁失无存，有些佚自
旧书杂记中。而新楹联又散见于各处风景名胜区。为了弘扬
民族文化，近几年我们走访了一些地方老者，对昔日古联进
行搜集’、整理：深入风景名胜区，抄录悬挂在亭阁上的新楹
联。在广大联友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数月的熬夜，终于完
成了这一任务。

：1

．在本书入编作品中，有柳州历代名人张狲、杨廷理、王

拯、谢三聘、韦铭芝、郑小谷t莫月楼、朱芾、朱午迟、一覃
连芳等及今人的对联，其中有不少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内
容分类看，共分为山水、园林、古建、宗教、居室、行业、
题赠、喜庆、哀挽、巧妙、杂题等十一卷。可谓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捧读该书，便可对柳州的山川名胜、人文景观、

历史人物、民情风俗一⋯·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这就为柳
州走向全国，各地认识柳州，提高柳州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的文化品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部书是广西第一部对联
集成专著，不论从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来衡量，
该是一部品位很高的楹联专集，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欣赏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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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

·山

鱼峰山联0韦诒芝

鲤去岩空，江水长流，问是何年鱼自潭中跃出；

龙亡城在，沧桑变幻，．那知此地峰从天外飞来。
录自《广西胜迹楹联》

【简注】鱼峰山又名立鱼峰，位于柳州市河南市中心，为柳州古八
景之一． ⋯’

【作者l韦铭芝(1873—195"3)名秀鼎，又名六合老人，中渡(今
鹿寨县寨上村)人．前清秀才，乡-g,不g，终老林泉．著有((楹联大全))、
《《楹镜全集》。 ．

’

、

又 ’0林芳胜

几十丈鱼峰，早有歌仙故事；

两千年柳郡，长留刺史文章。

． 录自《当代百家楹联集萃》
【简注】“歌仙”，指刘三姐．“刺吏”指柳宗元．
【作者】林芳胜(1941—2000)，广西融安人j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柳州市楹联学会副会长，与人合编有《古今对联荟萃))．
． ．

。 ． ”：
．

?

‘·
‘

’ ．又 ． ’0陆勋。，’ ⋯
：古墓流芳，三姐扬名，

鱼峰挺拔，小潭碧透，
．’ ：．

【作者l陆勋，。1922卑生，湖南人，
联学会理事。著有氍春泥集》一、二卷．

喜有人文香柳郡；：

长留山水壮龙城。
录自《春泥集》

广西楹联学会会员，柳卅市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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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佚名

立鱼胜地喜登临，纵览云边广肆，天外崇楼，柳

水萦纡东北去；

三姐家乡多乐艺，常闻沉郁男胜，轻柔女调，山

歌飘渺半空来。 一：j至o、。

． ． 录自《楹联学刊》
●

’

．‘ 马鞍山联，． o杨奔
‘：4‘．_’t’·

+’

．天马御鞍，为恋此中幽景； ’，

仙人留迹，因迷石上揪枰。
录自《散联拾羽》

【简注】马鞍山，又名天马山，是柳州古八景之一，位于鱼峰山之
东。 ．

，一l，作者】杨奔，1-944年生，广西贵港人，主任编辑．柳州日报副总
编j÷1柳．州诗词学会会长．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柳州市楹联学会副会长。
著有((散联拾羽》并出版小说、散文、诗歌专集多部．

i
‘

’

；
’

又0黄太茂

’，-“：遗迹犹存：对弈仙人留话柄；‘
． 景观再现，腾空天马奋征程。

‘

· 录自’《闻莺集》
【作者】黄太茂，J945年生，广东化州人，现任柳卅铁道报编辑，

中国楹联学会理事，柳州市楹联学会副会长．著有《柳浪集》、镁闻莺集》．
单独或与人合著有联名胜古迹楹联趣闻录》、《(广西胜迹楹联》，《古今妙
联征对》等20多部联书．

‘

又 ． o佚名

代有贤能，屡见龙城飞健将；

山有峭峻，莫教天马御金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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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一Ill

事．

又0佚名

独立尘寰，喜伴鱼峰孤耸秀；

腾飞云汉，笑看天马奋行空。

两联录自《鱼峰文史》第9辑

文笔峰联 9黄太茂

文笔凌霄汉；

． 墨池浮彩云。．
●

录自《当代对联艺术家辞典》
【简注l文笔峰，位于柳州市南蛇岗1山脉南曩。为柳州古八景之一。

●

，

’ 又、0蒋光祺

。翠峰似笔，仰写艺兰香玉字；

银岳如屏，俯迎车马闹金城。 ．

录自《楹联学刊》
【作者l蒋光祺，1933年生，广西灌阳人，柳州市楹联学会常务理

鹅山．联 。徐这

典范我常思柳子；

风光谁不爱鹅山。
‘

‘

录自《古今怀柳诗联》

【简注】鹅山，位于柳州火车站后侧，海拔303米，为柳州市区内
第一高山．为柳州古八景之一．

【作者】徐迭，1925年生，湖南汨罗人t广西楹联学会会员．著有
氆霞天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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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0黄太茂
● √

鹅岭清幽风物古； t

●

山峰险峻景光奇。

录自《闻莺集》

又0陆勋
●

霞客记游踪，山光增色；

柳侯留雅韵，鹅岭生辉。
‘录自《春泥集》(第二卷)

蟠龙山联0萧希

启后超前恰似江河气概；

掀天揭地全凭龙马精神。
。

录自《楹联学刊》
【简注】蟠龙山，又名宝塔山，位于柳州市彖面，临柳江．
【作者】萧希(1 92 3—1996)，广西永福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柳城县：

青凤、乌蛮、网山联 。佚名

青凤对乌蛮，与网山寺俱柳城佳景；

龙江会融水，有柳侯祠祀唐代名贤。

．录自台湾《广西文献》

【筒注】鸟蛮山，在柳城旧县城0．5公里，雄峙江边．青凤山隔江
斜对乌蛮山而立，位于龙江旁右岸．城北3．5公里网山，其形酷似肖渔

翁晒网，故名．山上有开山寺，俗称网山寺．此柳侯祠在南门外融江边，
祀唐代刺史柳宗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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