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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楹聯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學樣式，以其獨具的文學性、實用性和諧巧

性，千百年來深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鍾愛，成為一種體式最小，受眾最多，傳播

最廣的文化藝術形式。傳統楹聯與民俗、民間文學、書法美學及建築藝術等傳統

文化相互融合，發展成為一種廣博而精微的文化現象，可以說，楹聯文化已是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任何文學藝術形式，都會有其特定的社會價值，這些精神或物質的文化價

值，依據社會需要而表現於社會層面，形成所謂的社會多元化功能。 

 

  總之，傳統楹聯文學與書法美學藝術相融合，而產生了新的書法藝術作品形

式，楹聯書法藝術的出現，從時代背景上說，是中華文化傳統內在邏輯發展的必

然結果。 

 

 

 

 

 

 

 

【關鍵詞】楹聯、書法、美學、藝術、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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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傳統的楹聯文化，主要依靠漢字流傳至今。漢字是漢學文化的載體，如

果沒有漢字，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中國人的凝聚力將不可想像的。以方塊形、

單音節為特徵的漢字是符號文字，具有造型美學的精隨和內涵，可說是形聲兼

備。若就現代廣告理論而言，其優點包括解析度高，組合力強，信息量大以及傳

播力強。 

 

  書法造型美學作為文學資訊的載體，漢字的優越性超過一般拼音文字是無庸

置疑的。現代文學中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各國都有；唯有楹聯(對聯)是

中國特產，功在漢字。楹聯源自詩詞曲賦駢文的精華，強調平仄對仗與虛實之變

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本體裁，其內容包含中國傳統書法美學文化的基

因，不僅是中華文化瑰寶，更是國學領域的明珠。 

 

  傳統楹聯和書法美學都是建築在文學和藝術形意義合一的方塊漢字自身的

特點基礎上的一種文藝形式，漢字易於形成對偶，是對聯文體產生的基礎，對聯

文體的實用性又使得對聯跟書法藝術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繫。如果把對聯與詩詞比

作堂兄弟的話，那麼對聯與書法就如同表兄妹，他們之間的聯合，是以文化上的

同質性為基礎的。 

 

  書法藝術的書寫方式自古就是豎向的，與桃符板1、楹柱的方向恰合，而中

國傳統建築特別是門楹的格局基本都是對稱的，上述因素所產生的合力，就必然

催生出豎向對稱書寫對偶句的一種藝術形式，即為楹聯書法。 

 

二、楹聯書法之起源 

  楹聯者，對仗之文學也。這種語言文字的平行對稱，與哲學中所謂「太極生

兩儀」相類似。對聯，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一，又稱楹聯或對子，是寫在紙、布上

                                                
1古代相傳有神荼、鬱壘二神，能捉百鬼。因此，新年時於門旁設兩塊桃木板，上面書寫二

神之名或畫上其圖像，用以驅鬼避邪，稱為「桃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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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刻在竹子、木頭、柱子上的對偶語句。對聯對仗工整，平仄協調，是一字一音

的中華語言獨特的藝術形式。對聯是中國傳統文化瑰寶。2 

 

  春節對聯民間簡稱「春聯」，春節貼春聯風氣在民間始於宋代，在明代的時

候才開始流行。每逢春節，無論高官達人還是平民百姓，家家戶戶都要精選一副

大紅春聯貼於門上，以此寄望新的一年中家人的美好願望，也可以是對過去的一

年的一個總結及感概，更為過年增加喜氣。 

 

(一) 春聯的創作形式 

  一般春聯可以分為以下各類： 

  斗方：也叫「斗斤」，用正方形紙斜放豎立，尖角向四邊放，書寫字樣。可

寫單字如「春」、「福」、「滿」等。 

  合字斗方：有些是把幾個字的語句寫成合字斗方春聯，在宋朝已經出現，字

形配合字義有「吉祥」的寓意。 

  門心（門葉）：貼於大門兩扉的叫做「門心」或「門葉」，等於古代的「神荼」

與「鬱壘」等。 

  春條：是單條書寫的吉語，如「恭賀新禧」、「吉慶有餘」等，多貼於房門、

牆壁上，呈長條狀。 

  框對：貼於大門左右柱或壁上的叫做「框對」，分為上聯和下聯，即一般俗

稱的「春聯」。 

  橫彩（彩條）：一種條狀的長方形春聯，上面印有吉祥字句，如「富貴吉祥」、

「五福臨門」等。 

  橫批：也作「橫披」，橫貼於門楣的橫木或壁上的叫做「橫批」。 

  福符：也作門錢、吊錢、掛錢，貼於門楣的橫木或壁上，也有貼在窗戶上。 

 

  何紹先認為，孟昶（919-965 年）題聯只是門聯（春聯）之始，而非整個對

聯之始，這是不錯的。3但他把對聯之始推至漢末，又未免早了一些。因為在律

                                                
2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9%E8%81%94/174，2020 年 4 月 20 日 。 
3
據廬陵何紹先《對聯匯海》中說：「考古家謂對聯即桃符遺制，始於蜀孟昶，而盛於明孝陵（朱

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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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尚未形成之前，即使像孔融「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4這樣對得很工整的

句子，也只能算一般對偶。 

 

  如果把口頭應對和流傳的諧巧類對聯排除在楹聯概念之外的話，則楹聯發展

史的源頭是春聯，而春聯則從桃符上的祈福文辭演化而來，最早出現的春聯就是

宋朝初年（965 年）孟昶的那副「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5從這一角度來講，

這也可以說是廣義上的楹聯書法的誕生。 

 

  但是，自孟昶的創作之後，長達一百餘年的沉寂，直到 1180 年，蘇軾（1037

－1101 年）才在黃州為友人王文甫的桃符上題寫了第二副春聯：「門大要容千騎

入，堂深不覺百男歡。」6縱觀整個北宋時期，可信的春聯創作也僅有這兩副而

已。 

 

  進入南宋後，偶爾題於桃符上的春聯稍多了一些，但總的來說，自撰春聯的

比例就全社會而言，可以說很微不足道。至於後世流傳的南宋朱熹的聯墨及文天

祥的聯墨，要麼非楹聯作品，要麼根本不可信。 

 

  福州博物館藏有 1986 年從南宋古墓中出土的絳色帛幡7，上面書寫有對仗工

整的哀悼性偶句，從不太嚴格的意義上說，這應該可以算是最早的楹聯實物，同

樣也可以算是最早的楹聯書法的實物。 

 

  這種帛幡稱為「銘旌」8，是一種古代喪葬習俗用品，但同時出土的銘旌上

                                                
4語出《後漢書．孔融傳》：「（融）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

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5孟昶，初名仁贊，表字保元。後蜀高祖孟知祥第三子，母李貴妃。後蜀末代皇帝，在位 31 年，

享年 47 歲，史書作「後主」。按《蜀檮杌》云：蜀未歸宋之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幸寅遜

題桃符版於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6蘇軾，眉州眉山人，北宋時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醫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

東坡居士、鐵冠道人。 
7 即人死後,按死者生前等級身份 ，用絳色帛製一面旗幡，上以白色書寫死者官階、稱呼，用與

帛同樣長短的竹竿挑起，豎在靈前右方。 
8「銘旌」亦稱「招魂幡」、「旛仔」、「靈頭旛」或「哭喪棒」，是道士所做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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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存在並不對偶的兩句話：「軍民搵淚持盃送，無福登消好帥君。」，所以嚴格地

說，對於最早楹聯及楹聯書法實物的認定，多少存有些許的疑問。 

 

  梁章鉅（1775－1849 年）9曾在《楹聯叢話》中轉述過紀曉嵐的話：「楹帖始

於桃符，蜀孟昶『餘慶』『長春』一聯最古。但宋以來，春帖子多用絕句，其必

以對語、朱箋書之者，則不知始於何時也。」10 

 

  但真正對楹聯史影響深遠的，卻是他那部家喻戶曉的《笠翁對韻》11。為了

助初學者掌握楹聯撰寫技巧，李漁編寫了《笠翁對韻》，全書按詩韻「一東、二

冬、三江、四支……」的順序排列，成為楹聯初學者的必備手冊。 

 

  可以說，明代中期是楹聯習俗真正形成並全面普及的時期，也是對聯文體從

桃符、春帖子、銘旌這些民俗載體中最終脫胎出來，得以正式形成的時期。之後，

楹聯書法緊隨著對聯文體的成熟而出現，從貼在門楹之外的紅紙楹聯，演化為以

宣紙書寫並裝裱後懸掛在廳堂之上的楹聯書法作品。 

 

(二) 春聯與書法的關係 

  春聯也屬於楹聯的一種，是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它以工整、對偶、簡潔、

精巧的文字描繪時代背景，抒發美好願望，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典範。 

 

  我們還可以從書法史的角度進行觀察。據劉正成12先生的觀點，中國書法最

早的源頭是非平面空間的形式，包括結繩記事與鳥跡、岩畫、甲骨文、陶文、青

銅器、石器刻字、摩岩刻字等。然後演變到平面空間的構成形式，包括簡牘、帛

書、碑銘、絹書、紙書。 

                                                
9梁章鉅，字閎中，又字茝林，號茝鄰，晚號退庵。著有《樞垣紀略》、《楹聯叢話》12 卷、《楹

聯續話》4 卷、《楹聯三話》2 卷、《吊譜集成》等。 
10見《楹聯叢話》〈自序〉維基百科：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847788，2020 年 4 月

20 日。 
11全書分為卷一和卷二。按韻分編，包羅天文、地理、人物、器物等的虛實應對。  
12劉正成，現為國際書法家協會首席主席，《中國書法全集》主編，北京大學、中央美院等多所

院校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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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從平面空間構築的發展演化來說，又可以宋元為界，分為二個階段：晉唐

宋元時期書法作品的主要審美形態是在手中把玩，具體的形制可分為手札、冊

頁、橫幅、手卷、扇面等；明清民國以至當代，是書法作品喪失實用的功能成為

純藝術品的階段。 

 

  約從明代中期開始，書法開始像繪畫一樣成為廳堂陳設的時尚裝飾，為適用

這種廳堂陳設的審美形態，於是產生了各種幅式的供張掛欣賞的作品模式，具體

的幅式可分為條幅、屏條、中堂、楹聯、匾額五種。 

 

  與書法史發展軌跡相平行的，是造紙史的佐證。明代包括楹聯書法的廳堂作

品流行的另一個原因，即紙張擴大帶給了書法作品空間的變化。宋元時候雖然也

能造出一些大紙，但工藝很複雜，只能用於繪畫，或像宋徽宗趙佶13長達 3 丈有

餘的草書《千字文》長卷一樣用於高端消費。 

 

  而唐代的紙就更小，一般高不過 30 公分，寬不過 50 公分，比如《懷素自敘

帖》14就是二十八張紙粘接起來的，所以宋元以前的紙質書法作品，除了手卷以

外大都是小件作品。 

 

  直到明代中晚期，高度超過五尺、六尺、八尺、寬度二尺、三尺的大紙開始

普及，才在材質上確保了楹聯書法這一藝術形式的形成和迅速普及。 

 

  當然也有一些資料能夠佐證明代中早期楹聯書法就已興盛，如清光緒年間吳

隱摹集拓印的《古今楹聯匯刻》15一書，收錄有眾多明代書家的楹聯書法作品，

包括方孝孺、李東陽、楊繼盛、吳寬、王守仁、倪元璐、史可法、沈周、祝允明、

唐寅、文徵明、王鏊、吳偉業等數十家。 

                                                
13宋徽宗趙佶，北宋第八位皇帝，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同時也是畫家、書法家、詩人、詞人和收

藏家，自創「瘦金書」字體。 
14懷素本姓錢，字藏真，僧名懷素。生於湖南零陵縣，後來移居長沙。幼年好佛，出家為僧，並

熱衷草書藝術。 
15《古今楹聯匯刻》由清末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吳隱先生費數十年之力集明清名人楹聯匯刻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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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書法史：元明卷》一書除梳理中國書法中「碑」、「帖」的淵源外，還

對歷代書風形成的文化環境、歷代書法著錄和刻帖、歷代書論等作概要描述。16 

此外，對中國書法的歷史淵源、書體沿革、風格嬗變等作了鳥瞰式的描述，作者

運用考古新發現，吸收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個人對書法史的理解，闡釋中國

書法史上的若干現象，著力介紹了書法史上重要的書法作品、書家、時代風尚和

藝術流派，總結書法藝術發展的多種因素及發展脈絡。 

 

  從傳世書蹟來看，宋元書法多為手卷，至明季始漸多掛軸，但主要為單幅，

雖有對聯，但為數極少。入清後，對聯漸見流行，其後蔚然成風，成為最為常見

的書法樣式。在形制上，對聯為兩立軸合而成對，用於懸掛壁間，常見於廳堂、

書齋，作陳設觀賞之用。一般來說，對聯字數有限，字形尺寸亦相對較大。清人

既擅書對聯，其書寫大字的能力，遂成為清代書法的特殊現象。17 

 

  清末民初，借助於西方近代影印制版技術在中國的流行，坊問出版了許多以

木版刻印與石刻拓印為形式的普及書畫書刊。繪畫中最負盛名的，是《芥子園畫

譜》與《張子祥畫譜》；書法中流傳較廣的，是《古今楹聯匯刻》。在過去，石刻

與木刻的書畫，都是拓墨裱本後流傳的，但是在清末，拓墨裱本已經可以用制版

印刷來化身千萬、流風遠被。18 

 

  
《古今楹聯匯刻》早期原拓本收藏記 

 
                                                
16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頁 2。  
17莫家良，〈大字•集聯•酬應：樂常在軒藏聯選論〉，《中國文化研究究所學報》第 65 期，頁 216。  
18陳進編，《楹聯碑貼》，西泠印社出版社，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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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楹聯書法藝術的形成 

  關於「楹聯書法」的概念，應該是對聯文學與書法藝術相結合的產物，是以

對聯為內容，以書法為載體的一種藝術形式，屬於書法藝術的一個分支。19在文

體學意義上，我們常把「對聯」與詩、詞、曲、賦並列為一種文學體裁，而從書

法藝術的角度來看，「對聯」又是與橫幅、立軸、長卷、條屏、扇面、斗方等並

列的一種書寫形式。 

 

  多年以來，人們早已習慣把「楹聯」作為「對聯」的雅稱，而在概念上把二

者等同起來。但如果作為學術概念進行嚴格界定的話，我們會發現，只有「對聯」

才可以作為一種文體的概念，而楹聯則是對聯經書家書寫後張貼於楹柱之上，或

書寫後鐫刻於一定的材質之上，再懸掛於門楹之上的一種形式。 

 

    
楹聯書法美學欣賞 

 

  對聯在中國傳統建築的裝飾中，是不可或缺的素材。欣賞對聯不僅可體會書

法與辭藻之美，更能激發心靈上深刻的感受，對聯的起源與春聯關係十分密切。 

 

  從廣義上來說，對聯是一種深具民俗色彩的社會文化現象，對聯文化融合了

民俗學、文學、民間文學的因素，又與書法、篆刻、園林、建築，裝飾等藝術相

結合，從而進駐到中國人社會生活的各個場景之中。 

                                                
19劉太品編，《中華春聯實用手冊》，中華書局，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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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楹聯是五代後蜀孟昶的題桃符春聯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 

 

  楹聯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學樣式，以其獨具的文學性、實用性和諧巧性，千

百年來深愛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鍾愛，成為一種體式最小，受眾最多，傳播最廣的

文藝形式。楹聯與民俗、民間文學、書法藝術及建築藝術等傳統文化項目相互融

合，發展成為一種廣博而精微的文化現象，可以說，對聯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

重要組成部分。20 

 

四、楹聯書法作品之分類 

(一) 楹聯書法的概念 

  2008 年，中國楹聯學會集中楹聯專家，將千餘年來散見於各種典籍中有關

聯律的論述，進行梳理、規範，在此基礎上，又吸納了楹聯界各方面的意見進行

修改，制定了《聯律通則》21。 

 

  對稱美是對聯的主要特點。所謂對稱，除了平仄相對、節奏一致之外，還要

做到詞類相近，詞性相當，結構相似，字數相等。只有這樣，才能使作品達到高

度完美。反之，則不能稱其為一副好的對聯。 

                                                
20劉太品編，《中華春聯實用手冊》，中華書局，頁 12。  
21《聯律通則》是中國楹聯學會頒佈的規定。楹聯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獨立文體之一，具有群眾

性、實用性、鑒賞性、久盛不衰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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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屠隆（1541－1605 年）22於《縹湘對類》一書提出「實對實、虛對虛」

的原則。也就是說，名詞必須對名詞，動詞必須對動詞，形容調必須對形容詞，

副詞必須對副詞，助詞必須對助詞等等，各歸其類，映襯成趣。 

 

(二) 楹聯作品之種類 

  從清朝梁章鉅《楹聯叢話》開始到現在，對於楹聯如何進行分類始終沒有一

個定論。不同的著眼點會產生不同的分類標準，每一種分法都有各自的道理。梁

章鉅的《楹聯叢話》、《楹聯續話》、《楹聯三話》把對聯分成十個門類，即故事、

應制、廟祀、廨宇、勝跡、格言、佳話、輓詞、集句、雜綴。 

 

  民國年間出版的《楹聯集成》23將對聯分成二十個類別，即慶賀、哀輓、廨

宇、學校、商業、會館、祠廟、寺院、劇場、宅第、園墅、歲時、名勝、投贈、

香艷、集字、集句、滑稽、白話、雜俎。 

 

  這兩種分類方法都是以實用範圍來劃分的，但後者比前者類別分得更細。如

果按對聯的文字結構、修辭技巧、邏輯關係來分類，就有四五十種。如按應對方

法：對聯可分為正對、反對、串對等。按對仗方式：可分為工對、寬對、當句對、

借對四種。按篇幅長短：又可分為短聯、中聯、長聯三種等。 

 

  為了便於學習和寫作，該書作者主要從楹聯的功能出發加以分類，將楹聯分

為勵志聯；交際聯、行業聯、節令聯、名勝聯及宅第聯共六個大類。 

 

  時至現代，楹聯因各種用法的不同，一般分為春聯、景物聯、修養聯、教化

聯、行業聯、婚喜聯、壽慶聯、輓聯等。至於歌頌神靈、祖德、忠烈、節婦之聯

多用於寺觀、祠堂和家廟中及牌坊上，因深具歷史意義與教化等多元化功能，被

後世保存下來的數量也最多，反而成為文本田調的最好題材。 

 

                                                
22屠隆，明代戲曲家、文學家。字長卿，又字緯真，號赤水，別號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萊仙

客，晚年又號鴻苞居士。  
23民國石印本分類詳註《楹聯集成》一函四冊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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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楹聯書法作品的分類，就歷史記載以及楹聯實物來看，楹聯書法的表現形式

可以分為：書寫於宣紙的楹聯、書寫於彩箋紙的楹聯、書寫於紅紙的春聯或賀聯、

寫在白紙或挽幛上的輓聯以及鐫刻於竹木金石等材質上的楹聯等。 

 

五、書法藝術的呈現形式 

  一直以來，書法不只是溝通的工具，還包含藝術元素，使它在這原子筆及電

腦的時代裡仍被重視。的確，書法不再只是知識分子及官員的基本工具，無論只

是紀錄資料或單純創造優美的形式，它已成為專業人士和業餘愛好者的技藝，書

法主要分成五種字體：「篆書」、「隸書」、「草書」、「行書」和「楷書」。 

 

  中國書法「起於用筆，基於結字，成於章法，美於氣韻」24。其產生一方面

由於特殊的表現對象漢字，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獨特的書寫工具毛筆。書法藝術的

形成與發展必然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物質條件、典章制度、精神生活發生聯繫。 

 

  書法學的文化和內涵較為獨特，並具備完善的理論，書法學是根源於中國的

傳統文化的，而中國的文化綜合的特性，所以書法藝術也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 

 

  學者蔣勳於《漢字書法之美：舞動行草》一書云：「漢字的美，彷彿是通過

五千年歲月在天地間的各式書寫：可刻，可畫，可歌，可舞…… 如水波跌宕，

如簷牙高啄，如飛鳥雙翼翱翔，筆鋒隨書寫者情緒流走。書法是舞蹈，是音樂，

是心情的節奏，是審美的符號。」25 

 

  中國古代書法中體現書法自身文化內涵的數量很多，且大部分是語錄式的，

採取詩話的體例，把古代的材料加以整理，可以歸納書法學之內涵與呈現形式，

包括以下幾種︰ 

 

 

                                                
24古人云：書法起於用筆，基於結字，成於章法，美於氣韻。古人把用筆放在第一位。正如趙子

昂說：用筆為上。 
25蔣勳，《漢字書法之美：舞動行草》，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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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倫理性 

  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美學，認為美必須蘊涵善。欣賞書法也是在欣賞人格。

漢代的楊雄（前 53 年－18 年）26說：「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可見書法所透露的是君子小人之分，所以書法學的美也就是人的品格的美；還有

作字應先作人，柳公權的「心正則筆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書法的最高境界是

「中和」之美，項穆在《書法雅言》27裏關於《中和》就已經指出：「圓而且方，

方而復圓，正能含奇，奇不失正，會於中和，斯為美善。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

和也者，無乖無戾是也。」即是說高尚的人寫出的字應該是中和的，而且是最美

的，也是最善的。 

 

  黃惇於《中國書法史：元明卷》中說：「項穆的《書法雅言》自始至終圍繞

中和二字論書，所謂規矩從心，中和為的。28從上述論評可以印證。 

 

(二) 喻物性 

  最早的書法內涵，用自然之美來說明書法的美，用比喻為主要的論述方式。

這種書法內涵包括對人、書體、筆畫等的比喻。如對人，描寫王羲之的有：「王

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29對書體，「蓋草書之為狀也，婉

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30對筆畫，衛夫人在《筆陣圖》31中

形容點畫的詞語有：「橫，如千里陣雲；豎，如萬歲枯藤；點，如高峰墜石」等

等。都是用一種比喻的方式來描寫書法學的。 

 

(三) 緣情性 

  書法學的內涵是可以表現內心感情的。如唐代的孫過庭（648-703 年）32談

                                                
26楊雄，字子雲，中國西漢時代的哲學家、文學家。 
27《書法雅言》為該叢書中的一本，是明代項穆撰寫的一部書學理論著述，全書共 17 篇。  
28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頁 25。  
29

《集王聖教序》問世後，宋、明、清以來的歷代書家對這一作品評價甚高，稱之為「百代模楷。

模仿羲之書，必自懷仁始。」 
30原文出自西晉索靖《草書狀》索靖（239 至 303 年），書法家。  
31《筆陣圖》一篇，舊題衛夫人撰，後眾說紛紜，或疑為王羲之撰，或疑為六朝人偽托。 
32孫過庭，字虔禮，擅長書法，工楷書、行書和草書，曾親作《書譜》，原為 2 卷，傳到明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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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王羲之的書法，是完全從抒情的角度去描寫：「寫《樂毅》則多怫鬱，書《畫

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還有書家

要借書法把生活裏的各種感情抒發出來，如唐張懷瓘33在《書斷序》中說：「或

寄以聘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郁之懷。」唐代孫過庭於《書譜》中說：「然後凜之

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閒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這些書論所表

達的感情可說是相當豐沛。 

 

 (四) 禪學性 

  最代表佛家書法理論的當推禪意派。這類的書論例子有很多，典型的書法家

有黃庭堅（1045－1105 年）34、米芾（1051－1107 年）35等。黃庭堅最喜歡引用

禪家的話語來點評書法，如：「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

能知之。凡學書，欲先學用筆。」36米芾評價唐代諸家的楷書為「一筆書」，並

戲稱自己的筆法為「八面風」也是禪家語。米芾工於書法，作書十分認真，要求

「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米芾說：「余寫《海岱詩》，三四次寫，

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37。 

 

  還有一段關於當時書法名家的著名議論：「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

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38而他自己是「刷字」這明顯

受到文字禪的影響。 

 

 

 

 
                                                                                                                                       
被嚴嵩裝訂為 1 卷。 

33張懷瓘，唐朝海陵人，著名書法家。 
34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縣人。北宋著名詩人，乃江西詩派祖師。

書法亦能樹格，為宋四家之一。 
35米芾，北宋書畫家。初名黻，字元章，山西省太原市人，號襄陽漫士。北宋著名書法家、書畫

理論家、畫家、鑑定家、收藏家。 
36

見北宋·黃庭堅《論書》。 
37見范明泰：《米襄陽外記》。  
38見宋米芾撰《海嶽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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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楹聯書法作品之多元功能 

(一)宅第楹聯作品列舉 

  如正德間李夢陽39題河南藩司聯：「依河洛而拱嵩行，人物鐘山川之秀；枕

崤函而負伊闕，風氣當天地之中。」王鳳泉被貶濱州聯：「天下雄圖惟海岱；古

來循吏有龔黃。」我們當代人熟知的還有李贄40於萬曆年間任雲南姚安知府時，

在府衙的楹柱上寫的兩副對聯。其一是：「從故鄉而來，兩地瘡痍同滿目；當兵

事之後，萬家疾苦總關心。」其二是：「聽政有餘閒，不妨甓運陶齋，花栽潘縣；

做官無別物，只此一庭明水，兩袖清風。」 

 

  南方宅院建築應該首推江南園林，楹聯書法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但為了與園內風景相匹配，所以楹聯多以寫景為主，或在情景交融中體現出主人

的博雅、放達或閒適之情，裝飾功能和表達功能勝於其教化功能。 

 

  再就是官宦巨賈之家的豪宅，如杭州胡雪岩故居等，其規制與喬家大院相

類，只是更多些江南的精緻與奢華。 

 

  坐落在福建省龍巖市永定縣湖坑鎮洪坑村的振成樓41，中西建築的完美結

合，精雕細琢的製作功夫，豐富的文化內涵，使振成樓這幢「東方建築明珠」於

2008 年被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 

 

  振成樓中計有二十多副楹聯書法作品，該樓正大門兩旁的石門框上鐫刻著

「振綱立紀；成德達材」一聯，意為只有綱紀健全，並在綱紀的約束之下加強品

德修養，才能成為品行兼優的人才。聯語既闡發了哲理，又詮釋了樓名。振成樓

的中廳是族人議事和活動的場所，也是全樓楹聯最密集之處。 

                                                
39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明朝文學家、詩學家、詩人、政治家。 
40初姓林，名載贄，後改姓李，名贄，字宏甫，號卓吾，又號溫陵居士，是明朝頗有影響力的思

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後被理學迫害，入獄後自刎，死後，泉州民眾奉之為神，稱「溫陵先

師」。李贄的著作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等。  
41振成樓位於福建省龍岩市永定縣湖坑鎮洪坑村中南部，由洪坑林氏 21 世林鴻超兄弟等人於 1912

年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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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以來，特別是清代及民國以來，由知名書法家和各地名流雅士所留下的

這類楹聯書法作品數量很多，成為收藏家爭相追逐的寵兒。這類楹聯書法作品多

應親朋師友索書，多從個人修養著筆，很多聯語中蘊哲思，啟人心智，發人深省，

所以也有著很強的教化功能，下面選擇幾副作品進行賞析： 

 

  曾國藩42聯墨：「義路懸規，禮門植矩；和神當春，清節為秋。」落款「滌

生曾國藩」。 

 

  上聯化用《文心雕龍》語，期人以入禮門行義路，且要中規中矩。下聯出自

陸雲詩，誇人有春之和，有秋之清。書體中正中有開張，賞之振人心神。 

 

  左宗棠43聯墨：「從古愛人須學道；自來明善可誠身。」上款「拜庭一兄屬」，

下款「左宗棠」。此聯勉人學道以愛人，明善而誠身。 

 

  于右任44聯墨：「樹德蘭在畹；立節柏有心。」 

 

  上款「叔塘仁兄正」，下款「于右任」。此聯贊人德馨若蘭，節勁如柏，言簡

意賅，言短意深。書法則渾厚華滋，奇崛生姿，細味聯文書法，不由人擊節再三。 

 

  總之，由名家書於宣紙的楹聯書法作品，是楹聯書法的極致，其優雅的文辭

和高妙書法相配合，在給人以深刻的審美體驗的同時，也給人教化人倫的感動。 

 

(二)宗教楹聯作品列舉 

  約在明朝成化到嘉靖年間（1464－1566 年），是對聯文體得以真正成熟的關

鍵時期，在這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裡，至少發生了三件意義非凡的大事：一是春聯

                                                
42曾國藩，初名子城，譜名傳豫，字伯涵，號滌生，近代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文學家，與

胡林翼並稱曾胡。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諡文正。 
43左宗棠，字季高，號湘上農人，署名今亮， 諡文襄，湖南湘陰人，清朝大臣，著名湘軍將領。

一生親歷了討伐太平天國、洋務運動、陝甘回變、新疆之役等重要中國歷史事件。 
44于右任，陝西三原人，祖籍涇陽。原名伯循，字誘人，爾後以「誘人」諧音「右任」為名；別

署髾心、髯翁，晚年自號太平老人，開國元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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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桃木板所制的桃符上，移到了紅紙上，並極其迅速地在社會上普及開來，形成

春聯新風俗。 

 

  已知的關於用紅紙書寫春聯的最早記載，是嘉靖年間的福建《汀州府志》45：

「春帖：大夫之家俱用五色箋書聯句，以貼於門或廳堂柱間，雖工賈亦買而貼之，

以見除舊布新之意。」二是居家和園林的齋室亭台樓閣之上，開始出現非春聯性

質的第宅、園林楹聯，就是李開先所說的「或創起亭台樓館，門楹之間，頗尚對

語。」 

 

  李開先在同一篇序言中還說到自己「遍設對扁，以見志」，說明這類第宅園

林楹聯應是直接書寫在木板上或鐫刻在木板上的。清初的李漁在《閒情偶記》46

中談及竹雕的「此君聯」時，也說過「從來柱上加聯，非板不可」，這也可以佐

證。 

 

  梁章鉅在《楹聯叢話》中說：「廟中楹聯，宋元時絕無傳句，大約起於明代，

至本朝而始盛。文昌殿、關帝廟兩處，撰者尤多，幾於雅、鄭混雜。」正如梁章

鉅所判斷的，宗祠楹聯正是在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間出現並且盛行起來的。下面分

述一下儒釋道三教最早出現的楹聯： 

 

  儒家祭祠以文廟為主，最早的孔廟楹聯，當數李東陽（1447 至 1516 年）題

曲阜孔府聯：「與國咸休，安富尊榮公府第；同天並老，文章道德聖人家。」 

 

  佛教寺院與楹聯書法發生聯繫之後，兩者發展交融得最為徹底，楹聯最終成

為寺廟建築和僧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標準配置，萬曆年間的日用百科全書《萬寶

全書》47中便收有六副僧寺楹聯。 

 

  最早的日用類書應起於南宋，然至明代後期才發展成四民便用的民間日用類

                                                
45《汀州府志》是曾曰瑛創作的中國史類書籍，46 卷。 
46《閒情偶寄》，又名《笠翁偶集》，李漁著，戲曲理論專著。包括詞曲、演習、聲容、居室、器

玩、飲饌、種植和頤養共八個部分。胡適認為這書是「一部最豐富、最詳細的文化史料。」 
47《萬寶全書》是一種民間日用類書，而民間日用類書就性質而言，或俗稱之家庭生活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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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且蓬勃興盛，至清代此種書籍統稱之為《萬寶全書》，今日仍有延續，為一

種生命力甚強之民間史料。48 

 

  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民間人物祭祠，這類民間祭祠場所的楹聯作品，自明

清以來至現代不衰，如杭州岳廟於 1979 年重新修復，趙樸初為其正殿撰書楹聯：

「觀瞻氣象耀民魂，喜今朝祠宇重開，老柏千尋抬望眼；收拾山河酬壯志，看此

日神州奮起，新程萬里駕長車。」49 

 

  儒家有著入世和進取的思想內核，所以每每把聖賢的道德高度聳立於讀者面

前，使觀眾對孔子及其配享人物有種「仰之彌高」之感，從而激發向上的動力。

對於關岳50等「武聖」則著意渲染其英烈神武之形象，令讀者折服之，嚮往之，

膜拜之，從而內化為人生的楷範。 

 

  如這副流傳甚廣的城隍廟51楹聯：「淚酸血咸，悔不該手辣口甜，只道世間

無苦海；金黃銀白，但見了眼紅心黑，哪知頭上有青天！」 

 

  我們通過分析和梳理，楹聯書法的社會多元化功能，可以體現在以下各個方

面：審美功能、裝飾功能、宣示功能、交際功能以及教化功能等。 

 

七、結語 

  作為書法主要形式的楹聯，是以景物聯、修養聯、教化聯居多。從傳世作品

看，楹聯的書寫，可以使用各種字體，甚至用朱絲、烏絲劃格等。一些莊嚴或悲

痛的聯語，一般都以工整端莊的字體，如楷書、隸書為多，而書齋中用或修養性

的聯語，字體就甚少限制。在章法上，多字楹聯採用白布，叫 「龍門聯」。還

有將款寫於底部的，也有在上下聯加跋文。章法不同，直接影響楹聯的藝術效果。 
                                                
48吳蕙芳，〈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及其反映之生活內涵：-以《萬寶全書》為例〉，頁 2。  
49趙樸初，齋名無盡意齋，號無盡意居士，安徽太湖人，中國佛教領袖、作家、詩人、書法家，

被佛教界尊稱為趙樸老、樸老。  
50 關羽與岳飛的合稱。1914 年，政府頒令合祀於武廟。  
51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的廟宇。在中国、朝鮮半島、越南文化中，城隍是城池守护神，其前身是水

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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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楹聯和書法創作源於日常生活，隨時代潮流及社會環境變遷而有所更

替。藝術創作屬於個人潛能自由發揮，不受任何限制，惟其創作心路歷程，有脈

絡可尋。 

 

  傳統楹聯和書法美學的結合呈現是我國數千年來文化智慧的累積，發展至

今，不祇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文字學、文學、哲學及考古學。透過學習的歷程，

除陶冶性情，變化氣質懀，還可領悟和實踐儒家思想的真諦。 

 

  今日多元化的社會，強調個人自由而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藝術家能把不同

生活的內容、思想及感情，融合成為具體意象而加以詮釋，傳統楹聯表現於書法

中，歷代來再創新境界，讓兩者關係更為水乳交融。 

 

  蔣勳於《漢字書法之美：舞動行草》一書中說：「書法是呼吸，是養生，是

身體的運動，是性情的表達，是做人處事的學習，是安定保佑的力量，是生活現

實裡的記憶，是還原到初寫自己名字時的認真……漢字書寫，是我與自己相處最

真實的一種儀式。」52確實為書法與作者親密關係，作出最佳詮釋，也肯定了楹

聯書法的存在價值。 

 

  總之，匾額對聯、招牌標誌、舞蹈繪畫，字不再只是文字，都有它觸動人心

的美麗與驚喜。任何文學藝術形式，都會有其特定的社會價值，這些或物質或精

神的社會價值根據社會需要而作用於社會現實，就形成了所謂的社會功能。傳統

楹聯文學與書法美學藝術相融合而產生的新的書法藝術形式，楹聯書法藝術的出

現，從時代背景上說，是中華文化傳統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l 宋張唐英撰，《蜀檮杌》二卷，一名《外史檮杌》〈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l 梁章鉅，《楹聯叢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 

                                                
52蔣勳，《漢字書法之美：舞動行草》，頁 240 。 



                                                       傳統楹聯與書法美學關係之探討 

 179 

l 梁恭辰，《楹聯四話》，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年。 

l 梁章鉅，《巧對錄》，《楹聯三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年。 

l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北京：古籍出版社，1981 年。 

l 《古今楹聯匯刻》，北京：北京出版社，1994 年。 

l 劉勰，《文心雕龍》，臺北：文國書局，2001 年 4 月。 

二、專書 

l 丁士學編，《楹聯集成》一函四冊 4 卷，重慶市，會文堂，1947 年。 

l 陳進編，《楹聯碑貼》，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年。 

l 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年。 

l 劉太品，《中華春聯實用手冊》，中華書局，2010 年。 

l 蔣勳，《漢字書法之美：舞動行草》，遠流出版社，2009 年。 

三、學術論文 

l 任先大，〈清代梁章鉅《楹聯叢話》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

學位論文，2006 年。 

l 吳蕙芳，〈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及其反映之生活內涵：以《萬寶全書》為

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四、期刊論文 

l 王社建，〈論「聯聖」桂冠當屬孫髯〉，《古今藝文》第 29 卷第 4 期。 

l 任先大，〈梁章鉅《楹聯叢話》的現代闡釋〉，《雲夢學刊》第 24 卷第 6 期，

2003 年 6 月，頁 81-83。 

l 莫家良，〈大字•集聯•酬應：樂常在軒藏聯選論〉，《中國文化研究究所學報》

第 65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17 年 7 月。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八期                                                             
 

 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