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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楹联学会每年
农历三月引三上巳节都
举行诗联书irai雅集。图
为2 0 0 2年(壬午)上
巳雅集席上，名誉会长
杨应彬讲话。

澳穗在和办胜会举品学合作联联法
楹会忙。东学联出广联楹腱楹澳门门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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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振东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汉文字特有的一字一个音节的

语言艺术形式。它从古代诗文辞赋的偶句发展而来，根植于汉文化和俗

文学的沃土中，与民俗、民间文学、书法艺术及建筑艺术等民族传统文

化相融合，既有文学性，又有实用性，还有娱乐性(对答联、巧联、谐

趣联等)，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因之，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成为群众喜闻

乐见，家喻户晓的文艺形式。从官府衙署、佛寺道观、祠堂庙宇、书院

庠黉、名胜古迹、园林别墅，到日常生活的婚丧嫁娶、添丁祝寿、新居

落成、店铺开张、工程剪彩、周年纪庆、年节祝福、亲友题赠，对联都

被派上用场。其应用之广，功效之大，品种之多，为其它文艺形式所不

能及。它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国粹。我们有责任加以保护，

抢救，传承和弘扬。因此，自从中国楹联学会发起编纂《中国对联集

成》，我们广东楹联学会便着手筹划编纂“广东卷”。在广东省委、省政

府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对联集

成·广东卷》的编辑工作。这本大书的出版，为广东的传统文化领域填

补了一项空白，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

广东古代由于五岭之隔，僻于一隅，文化发展比中原落后，但秦汉

以后情形逐渐改观，与中原的文化交流El益增多。在收集整理历代对联

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唐朝的韩愈、李义山，宋朝的苏轼、胡铨等居然

留下对联。这些唐宋名人的大作，恐怕多是迁粤为官，或贬黜甚或流放

路过时留下的雪泥鸿爪。然而他们的作品，对岭南文化无疑起了陶冶、

促进、提高的作用。不过，从收集到的对联数量来看，广东的对联创作，

至明代才渐入佳境，而鼎盛时期则是清朝。有清一代广东涌现了一大批



出色的楹联家t朱汝珍、林召棠、宋湘、张维屏、康有为、梁启超、何

淡如⋯⋯还有作客广东的阮元、林则徐、何绍基、彭玉麟、张之洞、徐

琪等等，真是群星灿烂。他们的作品不但数量可观，质量也堪称一流，

广东许多名胜古迹的名联，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其艺术构思之奇特、

寓意之深刻、对仗之工巧、遣词之精警，令人拍案叫绝，至今仍在民间

传诵。

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来稿重复和不同版本的文

字互异。为解决这问题，我们的编辑非常认真，反复核对，去伪存真，

勘误改错，择其善者而用之。其次是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事

件的评价问题，我们都用历史观点进行分析，慎重对待，既不简单否定，

因人废言，又掌握分寸，以免过犹不及。再有就是有些对联虽然存有封

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痕迹，但考虑到它们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艺术价值，

或反映了民俗传统，实乃时代之局限，故除极个别确实属于糟粕者外，

基本保留，相信读者不难识别，加以选择。

本书共收入1949年lO月以前广东历代对联近万副。这些对联是从

全省21个市85个县(市、区)收集来的。可以想象，在全省范围收集

历代的(尤其是年代久远的)对联，工程有多么浩大，而整理、筛选、

校勘、注释的工作又是何等繁重。广东楹联学会的同人为此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同时还得到广东省文联、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同志的无私帮助，

收集、整理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全省有近300

位热心的文化人义务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不计报酬，不怕劳累，主动

去收集散落在各个领域的对联，诸如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从荒废了的园

林故址，从已被风雨侵蚀字迹模糊的碑石，从已毁于兵燹或“文革”破

“四旧”的刻木，去摘抄、追忆、记述曾经流行于一时的名联，这种爱护

祖国文化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正是得到众多热心人共襄盛举，才编成

了这本大书。可以说，广东卷的成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而广东对联

集成的出版，对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广东文化大省，

都是很有意义的。在这里谨向为本书的编纂出版出过力的所有同志致以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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