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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联观止》

内容概要

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
——梁羽生
内容简介
《名联观止》为梁羽生联话精选集，辑录刊于香港《大公报》的九百零二篇联话，由作者亲自增订。
梁羽生自幼便喜爱对联文学，后虽从事武侠创作，但自认为，在对联“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面，则所
花的时间和精力恐怕还在武侠小说之上”。本书所选皆为古今名联，既谈对联的“内学”，涵括题赠
联、抒怀联、集句联、谐谑联、挽联等各类联体，以及无情对、嵌字对、拆字对、回文对等各式对法
又论对联的“外学”，涉及历史掌故、世俗民风、官场沉浮、文坛轶闻、名士风雅、人事品评等。梁
氏联话，重趣味、重知识、重考证，可视作联话体文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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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被誉为新武侠小说鼻祖。生于广西蒙山，曾负笈岭南大学，后南迁香港，供职
于《大公报》。自1954年在《新晚报》边载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起，此后三十载，共有《
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等三十五部小说作品问世，脍炙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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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孙行者 胡适之对联是中国文学独有的形式，用其他国家文字是绝对作不出对联的。这里说一
件趣事。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一科由名史学家陈寅恪出试题，其中有一题
就是作对子。出的对头是“孙行者”，结果有一半以上的考生交了白卷。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
展的时候，矫枉过正，于是就有人在报上攻击清华大学不应该要学生作对子。陈寅恪出来答辩，指出
作对子最易测出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
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他的解释一发表，这个“茶杯里的
风波”也就平息了。不过，虽然有许多考生对不出来，却也有几个对得很好的。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
一个，说来有趣，正是以提倡白话文运动出名的新人物“胡适之”来作对。但这个对子虽然出名，却
不是对得最好的。　　○○二 祖冲之 王引之认真说来，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是不算工整
的，“行”对“适”，“者”对“之”，可以；“孙”对“胡”就欠工了。它之所以脍炙人口，恐怕
还是胡的名气之故。胡适之是当时全国皆知的名人，末代皇帝溥仪在故宫安装电话之后，第一个电话
打给徐狗子（北京的一个杂耍演员），第二个电话就是打给胡适之，可见其知名度之高。对“孙行者
”，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祖”“孙”相对，天造地设。祖冲之是南北朝时期的大数学家，是
全世界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十六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穷毕生之
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三十五位，科学界给他立的墓碑就只刻下他算出的这三十五个数字，没其他
文字，成为全世界最奇特的墓志铭。但若论实用价值，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七位已足够了。在这方面
的研究，祖冲之要比鲁道夫早了一千多年。还有一个考生对以“王引之”，也比对以“胡适之”好。
王引之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高邮人。继承其父王念孙的音韵训诂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
子”。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绝不下于胡适之的。　　○○三　“胡”“孙”一对的幽默读者陈毓雷君
来函说，他对我所论的“孙行者；胡适之”一对有不同看法；“先生以为‘胡’对‘孙’欠工，但其
中似应另有奥妙。孙行者为猴王，猴在岭南多称‘马骝’，但在外省，往往呼之为‘猢狲’（《西游
记》中孙行者即以此而得姓），所以，以‘胡’对‘孙’，是在开胡博士的玩笑，把他与孙猴子相提
并论，此对在当时能够传诵一时，除了胡的名气之外，或者还因为有那么一点儿小幽默。”　　孙行
者；　　胡适之。孙行者能七十二变，胡适之也是以善变著称的（例如他以“新文学家”的身份，而
肯“应召入宫”，并呼溥仪为“皇上”，即为时人所讥），故此联将“孙”“胡”并提，是可能“含
有那么一点儿小幽默”。不过，评联是应依“正路”的，用来和“孙”字相对的那个字必须是名词才
合，而“猢狲，’似乎是不能简称为“胡”的。“胡”在这里是用作“限制”动词“适”字的副词。
　　○○四 “胡”“孙”一联作者来函　　日前接到南京读者刘子钦先生的来信，给我提供了非常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原来这位刘先生不是别人，正是以“孙行者”对“胡适之”一联的作者。这副对联
在社会上流传已超过半个世纪，但相信很多人还未知道作者是谁。刘先生函中谈及构思此联的经过，
也很有意思，因将此函节录刊出：“将‘胡适之’对‘孙行者’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真是没有
想到，此事多年传为佳话。记得陈寅恪先生的侄儿，也曾在《人民日报》写过此类短文。不知你是否
曾参加过那次考试，可以说是够‘高级’的了。所有科目都更被考试一番之外，稀奇古怪的题目，真
使人瞠目不知所答。记得国文考试，有一题要解释‘公孙敖之妻之母之丧’三个‘之’字。还有英文
题有一则更将李清照的词一首译为英文。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三头六臂，休想过关。现在我们年岁大
了，才知道祖冲之这个人，但在那时，根本不知道。因为小时曾阅过《水浒》《三国演义》等一类小
说，在那个紧张的气氛中，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胡适之‘适’对‘行’、‘之’对‘者’还差不多
，就是‘胡’与‘孙’不相对，最后没有办法，与胡适之开了一个玩笑，‘胡孙’就是猴子的别称，
作为对偶，勉强应付。据上次陈寅恪先生的侄儿所云，竟得了满分。此事在考试后几天即在北京某报
中，曾经报道。于此还有一点补充，那就是说一个小小学生，敢于向胡适博士开玩笑也有其原因的。
一方面那时曾读过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对其人深感佩服。另外也对他向宣统皇帝叩头，表示不满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句话。也是对博士开玩笑（意思是好多人捧胡适的场面）
，这样胡适之这个人就无疑成为孙悟空一类人物了，这是我当时思想深处的东西。我本人主要时间在
教书，现已年老离休。”　　刘子钦按：胡适对溥仪叩头一事恐系误传。据溥仪著的《我的前半生》
一书所说，胡适接到他的电话后，“连忙向庄士敦打听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
上脾气也好，他就来了”。胡适死后，他的秘书编了一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在台湾出版，书
中也谈及此事。胡适认为，他称溥仪为“皇上”只是一种“礼貌”，民国政府定的《优待清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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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准许“逊帝”保存“尊号”，并待以外国君主之礼的。不过，有没有叩头，并非关键问题，关键
在于，胡适以新文学家的身份，入故宫谒见溥仪，且称之为“皇上”，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总是产
生很坏影响。因此，我对胡适此举，亦是持否定态度的。　　○○五　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刘子钦先
生在谈到他构思“胡”“孙”一联时说：“‘适’对‘行’、‘之’对‘者’还差不多，就是‘胡’
与‘孙’不相对，最后没有办法，与胡适之开了一个玩笑，‘胡孙’就是猴子的别称，作为对偶，勉
强应付。”看来原作者的意见倒是和我相同（我认为“孙”对“胡”，“欠工”，程度上还不及“不
相对”）。不过，评联是见仁见智的，不同的意见，可以何宝星先生的《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一文
作为代表（刊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郑州晚报》，副题是“读梁羽生一文有感”）。文章结尾说：
“不知梁羽生以为如何？”我觉得讨论一下也很有意思（我一向是主张在学术上应提倡百家争鸣的）
，因此虽无高见，也就遵命在报上作答吧。由于我这个专栏篇幅有限，所以对何先生的大文稍加删节
，但其主要内容则是完全保留的。我说“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是不算工整的⋯⋯对得最好
的是‘祖冲之’。‘祖’‘孙’相对，天造地设”。何先生引用了我的话之后说：“⋯⋯梁羽生先生
对当年陈寅恪先生拟定国文科试题的经过情况恐未尽了然，其实，陈先生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
目的就是要应试者对以‘胡适之’。”何先生的文章大部分是谈陈寅恪先生当年出题的经过和命题的
用意，与谈对联本身的比例大概是八比二。他说： “这是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的事情。
当时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休假出国，由刘叔雅先生代理系主任。刘请陈寅恪代拟试题。恰陈先
生已定于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另出对子题《孙行者》。”
“为什么要出这个对子呢？据陈寅恪先生后来解释，是受了苏东坡诗‘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
退之’一联的启示。‘韩卢’为犬名（出处略），‘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
’俱为虚字。陈先生说：‘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
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
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狯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套用“红学”的
术语说，出题的经过和命题的用意，等等，都是属于“外学”范围，虽有助于对这副对联的了解，但
评论一副对联的是否工整，则必须看对联本身。何况陈寅恪先生这段话可能还有“隐喻”呢。我在介
绍何先生的大文之后，再试试提出我的看法。我认为对“孙行者”，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祖
”“孙”相对，天造地设。何宝星先生则认为以“胡适之”对“孙行者”，才是天造地设的佳对。下
面是他的《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一文的最后三段文字：“至于梁羽生先生所说‘孙’对‘胡’欠工
整，大概是因为梁先生不知陈寅恪原意在‘猢狲’，正如‘卢’对‘韩’原意在‘韩卢’也。若论平
仄，有道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若以‘祖冲之’对‘孙行者’，则第二字均为平声，不合
韵律，而‘胡适之’的‘适’字恰为仄声，何‘不工’之有？因此，笔者以为，‘孙行者’对以‘胡
适之’，实为天造地设的佳对，其所以至今脍炙人口，并不仅因为胡适之是当时全国皆知的名人。无
论是‘祖冲之’或者‘王引之’从意义音韵上讲都不及也，不知梁羽生先生以为如何？”在这三段文
字中，真正“评联”的部分只是第二段的七十多个字。而且也只仅是谈“韵律”方面。至于第一段所
谈的陈寅恪“原意”，则是不能作为依据评论“工”与“不工”的。这是属于意义方面，“工”与“
不工”则主要是属于“技术性”的。而在韵律方面，我也不能同意何先生的见解。下面我将答复何先
生的问题，并尽我可能，提出对“胡”“孙”一联比较全面的看法。　　○○六 “胡”“孙”一联何
处不工何宝星先生问：以“孙行者”对“胡适之”，“何‘不工’之有”？我答案是：有，而且不只
一处。评联可以见仁见智，但“工”与“不工”，则是有一定标准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对
联就是要讲究对仗。主要两点：在音韵方面说，要平仄相对；在词性方面说，要同一类词才能相对（
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合乎标准，就是“工”；不合标准，就是“欠工”。依何先生所提的次
序，先谈“韵律”。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第一个字“胡”“孙”都是平声。何先生说：“若
论平仄，有道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若以‘祖冲之，对‘孙行者’，则第二字均为平声，
不合韵律，而胡适之的‘适’字恰为仄声。"一般来说，“一三五”是可以“不论”的，但亦非绝对正
确，在后文我将再谈，现在先讨论第二个字的读音。“行者”的“行”字，似乎不是读平声的。考“
行者”，佛家语，指修佛行道的人（《释氏要览》经中多呼修行人为“行者”）。“行者”即修行者
也。这个“行”字和“修行”“德行”的“行”字一样，是“核孟”切，敬韵，音“幸”，仄声。凡
动词“行为”之“行”，用作名词，都是读仄声的。这在一般辞书中都有说明，无须引录专书的。“
行者”的“行”字，如果读平声（“何彭”切，庚韵，音“衡”，今读如“形”）的话，那就是正在
行走着的人，“行者”变成“行人”了。“行者”是可以当作“行人”解的，但显然“孙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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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联观止》

行者”，不是作这个解释的。为了便于对照，我把有关联语并列，将它们的平仄声注明：　　孙行者
（平仄仄）　　胡适之（平仄平）　　祖冲之（仄平平）从上表可见，以“胡适之”对“孙行者”，
有两个字不合平仄，以“祖冲之”对“孙行者”，则每一个字都合平仄。这是“胡”“孙”一联的欠
工之处。其次说到词性问题，“孙行者”的“孙”字是名词，与之相对的必须是名词才算合格。“胡
”字若当作“胡人”解释或一种礼器（按：胡簋，古礼器名，夏日胡）解释，则属名词，但“胡适之
”的“胡”是不能作这个解释的。“胡适之”用白话文来解释，即“你往哪里去”，主词“你”省略
。所以“胡适之”的“胡”，不能当作名词。或云：“胡孙”即“猢狲”，猴子之别称也，“猢狲”
当然是名词。但即使如此解释，“胡”“孙”相对，也还是欠工的。以“胡孙”谐音“猢狲”，在对
联艺术上称为谐音借对。不过，谐音借对，其谐音文字亦须对得工整，方为上乘。以下面一副著名的
谐音联为例：两艇并行，橹速不如帆快；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此联作者是明朝洪武年问的陈洽
，他八岁时和父亲在河边散步，父出句，洽对。清代褚人获著的《坚瓠集》收录此联。流传民间数百
年。在这副著名的谐音联中，“橹速”、“帆快”、“笛清”、“箫和”谐音“鲁肃”、“樊哙”、
“狄青”、“萧何”。技法是部分的两边各自成对格。“橹”“帆”、“笛”“箫”是同类名词；“
速”“快”、“清”“和”是同类形容词。但作为“猢狲”谐音的“胡孙”，则不是同类词。而“工
对”的条件之一，就是在词性方面必须是同类词（请参看王力著的《诗词格律》谈“对仗”那一节）
。又，“猢狲”是个复合词，即必须“猢狲”合称才是猴子，单独一个“猢”字，单独一个“狲”字
，都是无意义的。所以即使以“猢”对“狲”，严格来说，亦是不合对联格律。因“猢狲”拆开，则
无词性可言。顺便一提，“一三五不论”亦非绝对正确，如“孤平”的犯忌就是。详见王力的《诗词
格律》一书，这里不赘述了。一般而言，长联的平仄对仗可以稍为放宽，因有“拗救”余地，短联就
要严谨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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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联观止》

精彩短评

1、抱了很大的期望，选择的对联的确是梁羽生风格：温柔敦厚。却少了些棱角与个性
2、爱好文学，喜欢古诗词，改本名联集甚合我意。
3、书的质量和内容都非常好，内容也多，不过典故记载不是非常精准，可能作者更注重其中对联的
内容和文学价值吧。反正有些对联我知道出处，但作者没写，有的还我所了解的不是一个版本的典故
，仁者见仁啦，这本书对一个对联迷来说，够吸引力！
4、鸡肋，鸡肋，外像诱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聊广视野。
5、记得以前看到的名字是&lt;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现在换了出版社,也换了名字
6、书确实是好书，厚厚的两大本，16开。总共900多副对联的赏析，有故事，有典故，来龙去脉都很
清楚，读起来，是非常舒服，长见识的。再加上由主联衍生出来的相似的对联，整本书，差不多
有3000副对联了，内容是非常翔实的了。但内容，没有分类，检索起来很不方便。
7、梁羽生真乃高人
8、成龙志伟胡适之，古龙羽生金相庆。吴京韩庚辛弃疾，根硕巨基尚可喜。
9、梁先生古文功底深厚，很精彩
10、心中所想，书中所得！
11、梁羽生以如花之笔，写古今名联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格外引人入胜。大开本的书，看起来疏
朗悦目。
12、文字优雅，从容有度，值得一览。
13、发次广播哈哈。。。
14、清雅质朴，名士风流
15、为了解中国文化，想看看历史典故，看看梁先生慢悠悠的文笔，都可一看。
16、梁大侠的文采的确是引人入胜,名传天下占一席!书商也沾上梁大侠的名气,狠狠捞上一笔!
17、5月4号下的单到今天才收到，慢的像蜗牛。慢倒罢了，竟然在上册69、70一页中缺去一大半，好
好的书竟这样毁了，心痛啊。当当网，这个质量关怎么就不能把好点啊！
18、当工具书最好。有些对联真的是平庸之作，哎，专栏的文章，总是有混事的时候吧。不过里面提
的很多小故事，倒有些意思
19、卖得比**网贵
20、书中有一句话说，写好的对联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无招胜有招”一样，只有先经过“有招”的
阶段，才能到达“无招”的境界。共勉
21、是两本，上下两册，上册的角被搞皱了，不晓得怎么弄的，其他还好
22、卓越的发货速度一直是我称赞的一点，昨晚下单，次日上午就收到，速度！一拿到手，就对此套
装书爱不释手，封面典雅清新，书中内容涉猎甚广，读来颇有收益。推荐！
23、非常喜欢，收了慢读！
24、非常好的一本书，别的网站都没有，推荐给大家！
25、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慨平生。
26、20120520半价购于地坛书市理想国摊位。
27、消失了许久的书，终于又见。
28、上本读得颇有趣味，隔段时间读到下本突觉不够精炼，唉，先放书架里吧。
29、不错，文笔清新流畅，知识性、趣味性强，雅俗共赏。
30、书的内容是没的说，即使书边儿有点儿发黄了。不过总体还行，大概10天得到书。
31、内容，文笔都非常好。
32、梁羽生的另类才华
33、有梁羽生的散文，又找到他的名联观止，好书
34、书的设计本身很素雅，看着很舒服，书的内容更是没得说的，梁老对对联的用心让人敬佩！
35、梁羽生对对联很有研究呀，看过很受用
36、很适宜消遣的书...当初听闻作者过世后...急急忙忙去图书馆借来看了...
37、厕所常备，不读浑身难受
38、非常不错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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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联观止》

39、没看过梁的武侠书，看看他的关于对联的文字，真是国学功底深厚。
40、我是因为查阅吴熙一则挽友联的本事，通过网络搜索到此书电子版的。因为只看了一则，觉得对
理解那一联有所帮助，又鉴于梁先生的名气和“名联观止”这个响亮的名头，就在当当买了一本。当
时只觉得价钱稍贵了一点，对内容还是很期许的。
书到了一看，印刷和纸张不错，内容则实在不敢恭维。孙行者祖冲之一对，最多千把字就能讲清楚的
事情，讲了近20页。硬着头皮看下去，发现梁先生对对联平仄、对仗以及虚实字类等形式上要求的认
识，远非介绍中所说，比对武侠小说的研究还要深刻。象“当句自对”这样入门级的东西，也要翻来
覆去说半天，更遑论其他了。更过份地是，书中错字连篇，臭虫比比皆是。嵌字联所嵌的“眼字”居
然也会弄错。
个人的观感，这不是学术著作，是一本撑出来的赚钱的书。不如弄套《楹联丛话》、《对联话》。
41、经典，必收实体书。
42、这是一本不错的书，就是有点贵。
43、最喜欢的无情对：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
44、绝世好联尽在此，过往君子都来读。哈哈，看不出梁老居然是对联高手，而且还是高深莫测的那
种哈
45、封面很素雅，符合梁公的名士风范。里面的版式比较疏朗，有对联的感觉。选读了一些，果然像
是文史小百科。估计是梁公亲自增订的最后一版了。
46、本书全面系统，极富知识性、趣味性，而且每联皆有考证，读起来受益匪浅。
47、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评论，不过也有一些内容比较长和乏味，书的质量一般，总的来说
是很好的
48、收罗比较齐全，也有对联的来历，就是贵了点
49、当年梦虎姻缘。竟留作千秋佳话。
50、如果你不是罵汪精衛，我會給你五星。
51、梁羽生的另一面。手中有书，名联典故娓娓道来，不必大块时间，随时可看。展书如春风拂面，
心情大好！
52、书很喜欢 可是我是81买的 不到一个月就多出14元 以后一定要等
53、喜欢梁羽生的朋友一定要买了看看
54、众多对联让人有抄写成集的冲动。
梁老眼界之开阔学识之渊博不止见于武侠小说。
55、是一本印刷精良，内容内涵双重丰富的书，读此书要有闲情、有闲心还要有闲工夫，三者缺一不
可。
56、无甚大用，有兴趣的不妨看看
57、大失所望，原以为厚厚两册是古今名联轶事集，不料仅限晚清民国区区百年及风景名胜之地所悬
古联，可观之联不少但总体质量不高，不少联因人成事因人得名，读来乏味的很，此书史料作用大于
文学价值，摊手，梁羽生一迂夫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58、特别有意思。待评。
59、刚收到，慢慢看了
60、对联大观，叹为观止。
61、名联观止,终于开眼了。还可以。
62、非常好的一本书。不但各类著名对联搜罗齐备，而且有写这副对联的前后经过或历史掌故。长学
问长见识
63、把玩文字，妙不可言
64、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
65、因为对对联感兴趣，不惜重金买下。总算没有让我失望，里面不乏好对联，读来让人拍手称赞；
也有一个个名人轶事，很有意思。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捧读，多了解一下。当然水平有限，会有不懂
的地方。
66、不错，快看完了，对联必备
67、非常值得鉴赏和收藏的书。
68、梁羽生的除了武侠之外另一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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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联观止》

69、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梁羽生在此书中钩沉史海，臧否人物
，有考据，有八卦，有小品文的趣味，有诗书的韵味，生意气十足，好玩地很。这书比一般的猎奇笔
记小说好看多了，梁羽生的国学功力也由此可见一斑。偶有见其“顽皮”流露，读来让人不忍喷饭。
每天午饭时间看一点，一个多星期看完。昨天读完此书，顺道去陶陶居寻找书中提及的对联，最终也
没能看到。或许时过境迁，或许被梁大侠给诓了，哈哈哈。
70、最喜无情对，看着全不相干，实则字字相扣
71、羽生初之为闻，实武侠尔。然羽生古文、历史功底之深实不可测。此套名联亦为经典，闲来读之
别有一番趣味。
72、图书馆借的，寒假买之（那时候哥才可能有点买书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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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简体版里面 很多字，看着不对头；书相当简洁，有听故事唠嗑的感觉，很不错，睡前看看经常很
愉快；尤其是看到一些典故，常忍不住发笑；梁大师武侠过分正统，但这里闲话两三句，真是超可爱
。
2、这本书现在可真是贵了，想十多年前我爸在旧书摊上淘来的老版本，才不过5元钱，厚厚的一本，
还是硬皮的。现在那个版本连豆瓣上都搜不到了，估计孔夫子上还有。书里收集的是梁羽生当年为报
刊开的一个对联专栏，每天抖一个包袱，长达数年不辍。还记得的几副，有趣对如“孙行者-胡适之”
，有妙对如“五月黄梅天，三星北兰地”，有集成联如“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还有
大观楼长联，虽然记不清了，搜录如下“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看：东
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
更苯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
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
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
，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多年过去，很多东西已经记不太清，一提起惹得心头痒痒的，
啥时候再重读一遍。这本书最适合放在床头或马桶边，随时拿起读一两则，赏心怡情养性。
3、梁羽生的作品以武侠小说字数最多，其次则是联话，但他在联话上所倾注的精力却并不亚于前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香港《大公报》的副刊改版，邀请梁羽生写一个名叫“联趣”的专栏，由于反响
颇佳，次年即有出版社要求将该专栏的部分文字，先行结集出版。在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因陆续
收到读者来信，梁羽生遂不断订正原文，以求尽善，而其最终的成果，便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
近推出的两卷本《名联观止》。《名联观止》之名似是效仿《古文观止》而来。“观止”典出《左传
》的“季札观周乐”一节。据《左传》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韶箫》之后，赞叹道：“观止
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意指韶箫之音是乐器的顶峰，欣赏过后便无意于欣赏其他的音乐，也
就是说水平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境界。在梁羽生而言，《名联观止》不但囊括了他穷三年心血，在《大
公报》所写专栏的全部文字，还收入了他移居澳洲之后，在海外的谈联文字，内容非常全面，涉及了
数量超过两千二百副的古今对联，仅以数量而论，就足可许为“观止”。然而此书因作者的博闻强记
与熟悉掌故，非但每副对联的前因后事都交代得颇为清楚，遇有用典或隐语之处，还能扼要予以诠释
；更兼文笔流畅、诙谐有趣，真教人手不忍释，屡屡拍案惊奇。梁羽生自谓在对联上所下的工夫比写
武侠所下的工夫还多，单就这本书而言，其所谈的很多对联技巧、掌故，等等，宛如一部百科全书，
以“观止”二字形容，堪称实至名归。一九八八年秋天，梁羽生应邀访问台湾，在出席《联合报》所
设宴会时，与业已八十余岁的“联圣”张佛千结为朋友。张佛千极擅长于制作嵌名联，次日即赠梁羽
生一副，不但亲笔书写，而且还是装裱好了托专人送至，令梁羽生大为欣喜。联云：羽客传奇，万纸
入圣；生公说法，千石通灵。并有题序云：“羽生先生为武侠说部千百万言，天下传诵，奇肆诡变，
引人入胜，窃慕之久矣。顷喜其自港来台，得接杯酒之欢，又读其近作谈联之文中，引余为孙立人将
军作成功祠长联，喜制小联为赠。借博方家一粲耳。”把梁羽生的联话与武侠小说并列，可谓推崇备
至。其实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之能与金庸、古龙鼎足而三，确乎是与联话存有一定的关系。梁羽生的小
说，最妙处尽在于一个“雅”字，他对小说的修饰程度，绝不仅仅局限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
扩大到每首诗词乃至每个回目——十个回目里面，总有三四个颇堪咀嚼，如“瀚海风砂埋旧怨，空山
烟雨织新愁”、“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终古江流淘不尽，几回梦醒劫无痕”、“
难分爱恨情惆怅，说到恩仇意惘然”⋯⋯其求工、求新、求美之处，飘逸绝伦、卓然不群，实令同期
的武侠小说作者们望尘莫及。能够拟出这样隽永的回目，同梁羽生在对联方面的研习有素，当然也有
着极大的关系。对联自问世之日，便令中国文人乐此不疲，尤其是与中国书法结合之后，更博得世人
钟爱。梁羽生自九岁起即蒙外祖父传授作对联的功夫，从此就迷上了这种最具中国文学特色的对联文
学，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联话、撰联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单论数量，他写的联话虽然不及武侠小
说之多，但若说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面，则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却还要在武侠小说之上。梁羽生对
自己联话的要求很严，每篇都必须要至少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即趣味性、艺术性和有值得一谈的
“本事”。这就使《名联观止》与单纯搜罗、倚多为胜的“联话”、“联海”一类作品，有了十分明
显的高下区别。同时因作者长期置身海外，被《名联观止》收录的“今联”（以五四运动为界限，起
自五四迄于当今的联作，是为“今联”）中，台港两地作品所占的比重颇大，寄居异国的华人作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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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不少，“遗珠”荟萃，可谓《名联观止》的又一突出特色。安徽《中国楹联报》2008.05.30
4、梁羽生以武侠小说显名，其小说一大特色就是自拟的传统回目以及书中的一些原创或集句的诗词
诗词，对联，其实一脉相承，好的诗词中不乏对仗工整的对联而一些千古流传的绝妙好对，也不逊色
于诗词据梁大侠自云，投入在收集对联上的心力尤甚于武侠小说创作本书的内容多取自当年报纸的一
个专栏，联趣内容洋洋洒洒上下两大卷近千页，收录提及的对联恐怕不止千则，真是份量十足对对联
感兴趣的读者来说绝对值得一读不但只是罗列出对联，而且对对联所涉“本事”（掌故、背景、人物
等）介绍很细只是，量足虽是优点，但另一方面也是缺点书中介绍到某一类型对联时（如挽联），接
下来数十篇都是同类型的，读得多了未免有些审美疲劳还有就是书中所选录的对联，风格编于“正统
”或“严肃”向，趣味性的占比较少，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趣联”反而不见收录（这点也不知该算
是好事还是不好）这也是读起来略嫌沉闷的一个原因
5、（版权所有，媒体约稿，请勿转载。如需转载，请在DOUBAN或BLOG留言或来信告知。）BLOG
链接：http://nowokyes.blog.sohu.com/103083945.html梁羽生先生一直是我的偶像。读中学时，老师经常
对我们的抽屉、书包采取“三光政策”，而我们应以“地道战”，在抽屉里、椅子下制作夹层，“非
法”带入违禁品，其中就有梁羽生先生的《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冰
河洗剑录》等等。等长大些的时候，更知道梁羽生被誉为“新武侠小说鼻祖”。他的功绩不仅仅在于
创作了那么多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和武侠人物，更重要的是在于开了武侠小说的一代新风。旧武侠小
说的地位，犹如流浪江湖的卖解艺人，看的人虽多，却始终算不得名门正派。等到梁羽生、金庸一出
，局面顿时改观，读者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连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看完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
后，都要当面和梁羽生讨论。今天，关于武侠小说的专门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方向，堪与纯文学相媲
美。敬佩梁羽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急流勇退，这似乎也很符合武侠中英雄人物和中国传统名士“
功成身退，不着一名”的行为准则。有人曾用诗赞誉梁羽生：“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别有千秋
业，文星料更明。”“还剑”取自他的《还剑奇情录》，也说他金盆洗手，封刀挂剑，不写武侠了。
“别有千秋业”则是指梁羽生一腔正气创造了武侠小说新的格调后，移居澳大利亚，潜心于历史的研
究和著述。除了武侠和历史，对联文学同样是梁羽生的最爱，供职于香港《大公报》期间，梁羽生创
作多达九百零二篇则对联联话，更结集为《名联观止》上下两册，讲述古今名联的“内学”、“外学
”。所谓对联的“内学”，涵括题赠联、抒怀联、集句联、谐谑联、挽联等各类联体，以及无情对、
嵌字对、拆字对、回文对等各式对法。对联因脱胎于古诗文，对于格律要求非常严格，同时又注重修
辞、用典和意韵，不但要切题，还要富有文采，因此也被称为“诗中之诗”。现今中学课本中收录的
明代顾宪成题无锡东林书院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即为佳例。而所谓对联的“外学”，则指对联中所涉及的历史掌故、世俗民风、官场沉浮、文坛
轶闻、名士风雅、人事品评等等。比如上世纪初清华大学国文科入学考试，国学大师陈寅恪出题“孙
行者”，考生对“祖冲之”“胡适之”等等，即有着涉及多位文化名人和时事的历史掌故。梁羽生都
一一为我们考证出来，所需时间和所费功夫，可见一斑。先生自认为在对联“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面
，则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恐怕还在武侠小说之上”。——这点我非常相信，因为即便在梁羽生的武侠作
品中，也随处可见对联艺术的影子，最明显的就是章回篇目名，“滚滚大江流英雄血洒，悠悠长夜梦
儿女情痴”这些都是等闲的，信手拈来。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外学”宛若八卦旧闻，显然比严肃
而烦琐的“内学”有趣得多；而教育者若要普及对联艺术，从“外学”入手，显然也更容易吸引人们
的好奇和关注。值得惊奇的是，现今的中学考试中也有着对联考题的出现。2004年高考语文卷中，与
对联有关的考题风行。浙江卷要求为图书馆的对联补拟下联，上联出的是“学问藏今古”，下联据说
参考答案为“才识贯中西”或“智慧集东西”；广东卷同样是给出了上联“荔枝龙眼木瓜皆是岭南佳
果”，让考生给出下联。随后几年各地的高考卷中对联考题也屡有涉及，据说题型更是千变万化，有
组合式、调整式、情境式、概括式、话题式种种。应试教育恐怖如此，可见一斑。不过，这样的应试
教育，客观上确也保留了教育者对于对联艺术的重视，对对联这一传统文学形式也起到了一定的普及
作用。放在100年前，国人在幼学启蒙时，不也是在枯燥地背诵《三字经》、进而“四书五经”之余，
还要背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吗？
6、观此所谓“名”联，大多与名士达人粘连，盖“名”来有自矣；非逢迎，即讥诮，不了解相关的
掌故，还不能理解这些“名”联的来由；人间词话有云：“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
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则无怪其赏心悦目者寥寥矣。想来这些散乱零碎之物
，当初是非常适合断烂朝报的，若是读者想要将此“观止”当作“古文观止”的观止来看待，那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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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举斯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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