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仗的概念
及其产生和运用

1979 年版的《辞海》中，对于“对仗”的注

释是：“指诗文词句的对偶”。而对于“对偶”

的注释为：“修辞学上辞格之一，用字数相等、

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现相反或相关的意思。”

1989 年版的《辞源》中，对于“对偶”注释

为：“诗文以类排比，字面音节，两两相对，称

对偶。”其对于“对仗”的注释则是：“（一）唐

制，皇帝御正殿，设仪仗，中书、门下及三品官

奏事，御史弹劾百官，都是对着仪仗上奏，称

对仗奏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等擅权，奏事

官不愿他人闻知，多待仪仗下殿……（二）诗

赋等的对偶，也叫对仗。”

从以上解释中可以看出：对仗和对偶同

义，可以互为解释；它们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

修 辞 手 法 ；其 基 本 特 征 是 字 数 相 等 ，句 法 相

似，字面音节两两相对，用以表现相反或相关

的意思；对仗一词的产生，是同朝堂（公堂）的

仪仗形式比喻而来。

文学作品中，具有对仗这种特征的句式

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子散文到《诗经》《楚辞》、

汉《乐府》中，都有原始句式存在，如“昔我往

矣 ，杨 柳 依 依 ；今 我 来 思 ，雨 雪 菲 菲 ”（《诗

经》）；“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老子·《道德经》）；“当户理云鬓，对镜

贴花黄”（《木兰辞》）等。但它作为一种重要

的修辞方式，形成一种理论和规则后被大量

应用，则是在唐代及以后的诗、词、联、赋、曲

的创作中。之所以如此，按现在诗联界比较

公认的说法，是因为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有

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八病”学说，以及稍后

的 文 学 理 论 家 刘 勰 在 其 著 作《文 心 雕 龙》的

《丽辞》《声律》《章句》等篇目中的有关论述。

对汉字平仄声调、音韵、词性对仗等，在总结

前人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比较系

统的观点和五言诗写作规范。这为后来以唐

诗为代表的近体诗平仄、押韵及词性对仗格

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其后人们不断

的研究探索和完善中，至初唐以后逐步形成

了成熟完备的五、七言律诗和绝句的创作规

范。并以此为基础，又分别演化、形成了词、

曲和楹联的对仗格律。而在这些格律中，对

仗手法的严格要求和普遍运用，是其中重要

内容。尤其楹联的创作，更是完全以对仗为

基 本 特 征 ，演 化 成 为 肇 启 于 五 代 ，兴 盛 于 明

清，广泛应用于近现代的独立文学体裁。

对 仗（对 偶）从 一 种 修 辞 手 法 形 成 的 句

式，到形成一种理论和规则后主动应用，再到

形成独立的文学体裁——楹联，经历了自然

的初创、总结规范，在理论和规范指导下运用

发展、演化为多种文学体裁中广泛运用的发

展轨迹。它运用汉字形音义相统一的特质组

合形成的特定句式，把自然界对称之美在文

学作品中表现到了极致，因而也极大地增强

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诗联等大量运

用对仗手法的优秀作品，尤其对仗佳句，成为

千古传颂的文学精华，从古至今受到人们的

喜爱，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抒情励志、陶冶情操、传承文化方面发

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这种理论形成的思想源头何在呢？

关于对仗理论的思想源头

这个源头有两个：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

伏羲文化。大自然是人类智慧的启蒙老师，

动物有雌雄，人有双目双耳。一体有前后，一

山有高下。一日之内有黑白，四季之中有冷

暖……这种对称之美和对立统一、循环往复

的 自 然 规 律 ，本 来 就 是 客 观 和 普 遍 存 在 的。

感受、观察、领悟这些规律，并运用于生产生

活、创造研发和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创

作之中，是古今普遍运用的，此即“道法自然”

之理。

伏羲氏是远古第一个通过观察自然、发

现大自然对称之美和对立统一规律，并创造

表义符号，试图以此规律探索破解大自然更

多奥秘的先哲。伏羲氏生活的年代，众多学

者 根 据 有 限 的 资 料 推 论 ，应 在 距 今 6000 至

8000 年间。按《周易·系辞下》和《史记·三皇

本纪》的记载，他对人类文明有诸多贡献：“仰

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

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段话，

十分明确地记载了伏羲氏通过长期观察天地

万 物 而 从 认 识 上 升 华 、顿 悟 并 画 卦 的 过 程。

而画卦，则是把观察自然获得的对阴阳的认

识，通过阴爻和阳爻两种文字符号表现出来，

以两爻组合演绎八卦这种直观明了的图形，

来反映阴阳相反相依、对立统一、生发演化的

基本原理，从而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肇启之

人。因之，才有了后人“开天明道”“一画开

天”“道启鸿蒙”等高度的评价。后来，人们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太极图，通过“阴阳

鱼”，把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相反相依、物极

必反、相互转化的深奥自然规律，用最简洁、

明确、直观的图案标示出来，体现着古代先哲

的智慧之光。伏羲至三千多年后，周文王姬

昌在他“先天八卦”的基础上演绎后天八卦，

形成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易经》，完成了比较

完整的理论阐释。几千年来，这种哲学思想

一直都在启迪着人们对大自然运行规律的认

识，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思想、政治、科技以

及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美学等各方面的研究

与创作，其中也包括楹联这种完全以对仗形

式创作的文学体裁。

关于楹联与对仗理论发源地

正是因为上述关系，2017 年，中国楹联学

会于伏羲文化节期间向天水授予了“对仗理

论发源地”的匾牌。这对于对仗文学研究者

明确思想理论源头，搞清中国古典对立统一

的哲学思想和对称之美的美学思想对文学创

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伏羲文化诸多方面的内涵中，其画卦

所 初 创 的 阴 阳 爻 符 号 和 揭 示 的 深 邃 哲 学 思

想，在后世文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和代表性体

裁，只有楹联。楹联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

讲求对仗、对偶的，这两个词，似乎是同义互

通的，但事实上它们又有所差异。“对偶（耦）”

一词起源较早，在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之后，其

主 要 含 义 指 两 个 句 子 字 数 相 等 ，句 法 相 似 ，

“字面音节，两两相对”。而“对仗”一词，出现

较晚。如前述，它是从朝堂仪仗得名。已故

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学者刘太品

先生说：“对偶修辞在一般文章中应用，称为

对偶句；在格律诗中使用时，因为同时又加入

了声调方面的诸多限制，形式上更趋工整华

美，如同古代出行的一对仪仗，所以又称为对

仗 句 。”（《对 联 文 体 特 点 及 对 仗 与 声 律 原

理》）。由此可以看出：“对仗”是比喻、借用于

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法，它承接了“对偶”的全

部 内 涵 ，同 时 又 增 加 了“ 声 调 方 面 的 诸 多 限

制”（大致包括平仄及平仄声的组合规则），所

以比传统、一般意义上的对偶句含义更丰富，

要求更严格。“这是对偶修辞自身的一种发展

和进步……这种修辞手段成长到自身独立起

来作为一种文体的阶段，这种独立使用自成

篇章的对仗句，就是对联文体”（刘太品——

同上文）。所以，我们在说楹联的创作手法和

艺术特色时，用对仗而不说对偶，因为它更形

象、全面、准确。如果抛开修辞学上的狭义，

而从“对仗”的喻义——一种左右或上下的对

称、一致性上来讲，楹联除了有上下联字数相

等、词性和句式结构相同的一致性对仗、上下

联相同位置或节奏点上平仄相反的对立性对

仗、上下联词语内容和关联意义相反或相关

的对仗要求外，还有书写、张贴、刊挂时追求

的对称性对仗。也正是由这几种从内容到形

式 构 成 的 对 仗 、对 称 之 美 ，以 及 既 相 反 又 相

同；既相分离对立，又相关联依存的对立统一

之美，构成了楹联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美学

特征。这种统分结合、既对又联的艺术形式，

也成为世界仅有、又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艺

术奇葩。

由此，可以说古代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

生产中，感受到了大自然存在的对称美、节奏

美，并把它应用于语言、舞蹈等多方面。先哲

伏羲氏，更是从中抽象，悟出了阴阳（矛盾）对

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现象和规律，并创造了

阴阳爻这种最初的文字符号和表示阴阳相依

相反、对立演化的“八卦”。这种有形无声、抽

象又直观的符号图形，启迪了后世人们思维

创造的诸多方面，包括文学创作中对仗理论

的形成。所以，把它称为对仗理论的思想源

头是成立的。它在看似简易直观的符号后面

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与后世从对偶到对仗理

论形成、完善、成熟，以至产生楹联这种独立

文体，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分析和推理，从伏羲

之世至殷商甲骨文出现，这中间三千年左右

的时间发生的事，是没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有

的只是传说和其后的史学家根据十分有限的

史料和传说整理的很不完备的记载。近些年

所研讨并形成的大量伏羲文化成果，大多数

也都是基于周秦汉唐时形成的相关文字记述

和民间传说而进行分析推论的。

在此，不妨以对仗为基本特质的楹联的

形与义，与阴阳爻的形与义作一番直接的分

析比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楹联的确

很“另类”：既短小精练，有诗中之诗的雅称，

又非常接地气，是民间应用最为广泛、普及的

文学形式。它通过字数相同、结构一致的上

下（左右）两行文字，形成一副作品，做到了类

似阴阳爻“形”的等长；又通过上下联分别表

达相反或相关的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丽

辞》中说：“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

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又从“义”

上形成了类似阴阳爻相反相依的对立效果；

而且，上下联作为一副完整的作品，不论正对

反对，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一个整

体，这一点，又十分类似阴阳爻作为一个矛盾

的统一体表义的特质。

再倒推一下：楹联的对仗形式，如果抽象

到普通的哲学概念，或用一种最简洁的符号

表示的话，那就基本和阴阳爻符号的形式以

及其表义内涵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以楹联为代表的对仗文学（包

括 含 对 偶 句 的 诗 、词 、曲 、赋 及 其 他 文 学 体

裁），其对立统一、对称和谐的艺术特征，是大

自然对立统一规律和对称美在文学形式上的

具体体现。

伏羲画卦所创立的“阴阳爻”蕴含的对立

统一思想，是源于自然又抽象于自然的重大

理论贡献，也是其后历代学者汲取灵感、认识

自然、创立学说的理论思想源头，这一哲学理

念，也是楹联等对仗文学理论借鉴产生的思

想艺术源头。

我们应重视对仗理论发源地的价值和意

义，把它作为伏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弘扬，以及品牌宣传

打造、旅游开发推介等角度，全方位深入研究

探讨，以期发现应有的文化、学术价值和其他

社会价值，并更好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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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艺术基金 2023 年度巡演资助项

目——陇剧《大禹治水》，日前亮相庆祝中国

戏剧奖·梅花表演奖创办 40 周年专场演出。

陇剧《大禹治水》自创排以来，历经多场

展演，引发热烈反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借鉴。

嵌入黄河文化的厚重背景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如何在深入挖掘和

活化黄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创新黄河文化

表达方式，形成新业态、推出新产品、提供新

服务，让黄河文化沟通历史与现实、拉近传

统与现代，融入人们的现实生活是关键。陇

剧作为甘肃独有的戏曲剧种，用舞台艺术来

讲述甘肃故事、讲述黄河故事是一个切实而

有效的路径，同样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式和

领域。

“大禹治水”作为家喻户晓的传说，治理

黄河无疑是大禹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大禹在

积石山“导河积石”更是其中的经典。作为

专题表现黄河文化的戏曲作品，陇剧《大禹

治水》将人们熟知的传说人物形象化、戏剧

化、艺术化，让广大观众在认知上接纳、在故

事中融入、在情感中共鸣、在审美上享受，是

一部深入发掘和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

事的优秀剧目。该剧来源于传说，根植于黄

河，是艺术表现形式与保护传承黄河文化的

有机结合。

突出了甘肃独有的戏曲特色

陇剧作为地方戏曲艺术，以其独特的艺

术魅力，成为我国戏曲百花园中一枝娇艳的

艺术之花。陇剧《大禹治水》由著名编剧薛龙

彪主笔，著名导演张曼君、王亨担任艺术顾

问，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景平担任

史学顾问，著名青年导演田丰执导，三朵陇剧

“梅花”雷通霞、窦凤霞、佟红梅联袂优秀中青

年演员邵炳德共同出演，作曲、舞美设计等由

甘肃陇剧院担任过《官鹅情歌》《苦乐村官》

《西狭长歌》“陇剧三部曲”的主创人员共同参

与，实现了题材、演员、音乐、舞美的本土化，

尤其是音乐创作突出了剧种特色。

陇剧《大禹治水》从唱腔到句式、从剧本

到舞美、从剧情到表演，层层递进的叙事，动

人心弦的情感，引人深思的哲理，质朴细腻

的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大禹治水过程中

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和奋斗精

神；生动形象的表演、悠扬婉转的唱腔、恢宏

大气的布景、扣人心弦的情节，加之陇剧独

有的“麻簧”、以皮影戏为表现手法的“月下

婚礼”、水袖舞等场景更是把剧中形象塑造

得更加真切感人、人物情绪表现得栩栩如

生，邵炳德饰演的“大禹”胸怀天下、心系苍

生，窦凤霞饰演的“涂娇”心直口快、心地善

良，雷通霞饰演的“山戎”心有猛虎、细嗅蔷

薇，佟红梅饰演的“禹母”慈祥仁爱、深明大

义。整部作品雄浑中见柔美，朴素中显风

华，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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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文化博大精深，其

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的影

响 是 巨 大 、深 远 和 多 方 面

的。在此，笔者就伏羲文化

对汉语言文学创作中尤其

是对楹联的对仗现象形成

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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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掩映下的天水伏羲庙 裴 强

天水卦台山 魏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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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伏羲庙
万象任究察画卦知机阴阳勘破乾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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