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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南 三 大 名 楼 楹 联 赏 析

沙 元伟

黄 鹤 楼
、

岳 阳 楼 和 滕 王 阁 作 为
“

江 南三 大 名 楼
” ,

流 传下 来多 得 难 以 统 计 的楹 联
,

现 在 仅 择 其 中

比 较 出 色 的佳 联介 绍 如下
,

供 广 大游 人 赏鉴
,

并略 作注 析
。

一
、

黄 鹤楼 楹联

( 一 ) 黄 鹤 飞 去 且 飞 去 ;

白云 可 留 不 可 留
。

此联 是 说
:

黄鹤 飞 去 就 由 它 飞去 吧
,

白云 可 以 留 住也 可 以 不 留住
。

看来此 联作 者是 位 出 世者
,

所

以 表 现 出顺 任 自然
,

随缘 自适
,

不 受名 利 羁 绊 的超 脱态 度
,

是所 谓
“

旷世
”

之 士 软
。

( 二 ) 我 辈复登 监
,

昔 人 已 乘黄 鹤去 ;

大江 流 日夜
,

此 心 常 与 白鸥 盟
。

这是 集孟 浩然和 崔颗 两 人 诗 句 为上 联
,

集 谢 眺和 王 维 两 人 诗 句 为下 联 的集句联
,

与 第一 副 楹联

旷世 的意 境 相 近
。

此 联 是 说
:

黄 鹤 飞 逝
,

江 流 日夜
,

我 辈登 临
,

常 与 白鸥为盟
。

显 得 闲 适 超脱 而 又 略

带 惆 怅情 绪
。

、 三) 一 楼 萃三 楚精 神
,

云 鹤俱 空 横 笛 在 ;

二 水 汇 百 川 支 派
,

古 今 无 尽大 江流
。

此 联 中
“

云 鹤 俱 空
”

和
“

古 今无尽
”

多 少表 现 了
“

出 世
”

的超 旷意境
,

但 同 时又 讲
“

横笛 在
”

和
“

大江

流
” ,

又 回到 了
“

入世
”

的 现 实 世 界
。

看 来作 者界 于
“

出 世
”

与
“

入 世
”

之 间
,

而 又 略 偏于
“

入 世
” ,

所 以 才

颂 扬 了
“

三 楚精 神
”

和
“

百 川 支 派
” 。

其 中
“

横笛 在
”

借 用 李 白诗句
“

黄鹤 楼 中闻玉 笛
” , “

江 城 五 月 落梅

花
”

典 故
, “

大江 流
”

用 谢 眺诗句
“

大江 流 日夜
,

客 心 悲未央
”

典 故
,

显 得文 采蕴藉
。

( 四 ) 栏 杆外 滚 滚波 涛
,

任千 古 英雄
,

挽 不 住大 江东去 ;

窗 户 间堂 堂 日 月
,

尽 四 时凭 眺
,

几 曾见 黄 鹤西来 ?

此 联 上 联 慨 叹 任何英 雄豪 杰
,

都无 法 战胜 自然规 律
,

挽 东 去的 狂 澜 于 既倒
,

表 现 了 作 者相 当 浓

厚 的颓 废情 绪
,

下 联则 怀 疑黄 鹤 飞 来的传 说
,

探 索 神话 和 现 实之 间的差 距
,

从 正 面 来 讲
,

表现 了 作 者

非 常清 醒 的现 实 态 度 ; 从 反 面 来讲
,

却 又 表现 了 作者 对 民族 传统文 化 的虚无 主 义精 神
。

神话 是 人 们

这 是孟 子仁 政 学说 的必 然 的组成部 分
。

综 上 所述
,

孟子 仁政 学说 主 要 有 八 点
,

大致 一 分
,

前 四 点 属 经 济方 面
,

后 四 点 属 政 治 方面
。

而 如

何
“

保 民
” ,

则 是 整个 仁政 学 说 的 中心
。 “

保 民 而 王
” ,

平 治 天 下
,

则 是 推行仁 政 的 最 终 目标
。

孟 子 仁 政

学 说 是 地 主 阶 级 处 于 上 升时期 的 历 史产 物
,

代表 了地 主 阶级 的长 远 利 益
,

同 时 也 反 映 了 当 时 人 民群

众 的 生 活 愿 望和 政 治 要 求
,

是 一 个具 有 历 史 进 步 意 义 的 完 整 的 思 想 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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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好愿 望 的 曲折 反 映
,

原 本 植 根 于 现 实 生 活 之 中
。

因此 怀 疑 神话 的 存在 价 值
,

就 未 免 有 煞 风 景 之 嫌
。

( 五 ) 一 上 高 楼
,

缅 当 年江 汉 风 流
,

多 少千 秋 人 物 ;

双 持使 节
,

喜此 日荆 衡形 势
,

纵横 万 里 金 汤
。

此 联 上 联 吊古
,

缅怀 长 江 与 汉水 流 域 千 百 年 来无 数风 流 人 物 已 既 逝 ; 下 联 颂 今
,

欣 喜 地看 到 荆

州 与衡 阳 区域 纵横 万 里
,

固 若金 汤
。

看来作 者身 份是 湖广 总 督
,

管辖 两 湖 ( 荆 州 与衡 阳代 表湖 南与 湖

北 )
。

其 时应 该是 清代 中叶 封建 王 朝 鼎盛 时期
,

所 以 才讲 出 了
“

万 里 金 汤
”

的 豪 言壮 语
。

作 者 作 为 封

疆大 吏 而双 持使 节
,

大约 曾先 任湖北 巡抚
,

后 升 任湖 广 总 督
,

在 官场 中是 十分 得意 而 踌 躇满 怀 的
。

此

联 气势 旺 盛
,

格 调 昂 扬
,

内 容 乐 观开 朗
,

名 写 黄鹤 楼而 实 写 荆 楚大 地
,

允 为佳 作
。

( 六 ) 登 楼有 客说刘 表 ;

使粤 何 人 依 赵 佗?

此 联 用 了 王 莱和 终年 两 个 典故
。

三 国 时
“

建 安七 子
”

之 首 的 王 莱 写 过 著名 的《登 楼 赋 》
,

后 来 因 战

乱 而 至 荆 州 依 附刘 表
。

西 汉 时 终年 二 十 多 岁 为谏 议大 夫
,

汉 武帝 派他 出使 南越
。

他请 求赐 给 他长 缨
,

说 一 定 要 将 南越 王 缚 来献 给朝 庭
。

后来他 果 然说 服南越 王 赵 佗前 来降顺
。

在古 代南 越 与南粤 同义
。

看 来作 者是 位 以 王 莱 和 终 年 自况 的 失意 文 士
。

自负才智
,

无人 引进
,

飘 零 他乡
,

所 以 牢骚 满腹
,

借 他

人 酒 杯
,

浇 胸 中垒 块
。

这 样的楹 联 在 旧社 会 极 易 引发人 同病 人相 怜
。

还要说 明
,

这副 楹联 在排 印时

肯 定 发 生 了 差 错
,

无 论 从 词 义 莱看
,

还 是从 平 仄 协 调 来看
,

都 应 该 是
“

登 楼 有 客 依刘 表 ; 使 粤何 人 说

赵佗 ?

(七 ) 黄鹤 偶乘 沧 海 月 ;

白云 常 带 汉 时 秋
。

初 读此 联
,

见 字 面 铺 排较 富 文 采
,

再 细 读就 感到 颇难理 解
。

上 联 的
“

黄 鹤
”

和
“

沧 海 月
”

之 间有 何

种联 系 ? 从 字面 上 推 测
,

大 约 是 说黄 鹤 在 汉 代 偶然 飞 经此 地
.

而 空 留 下 了黄 鹤 楼胜 迹
。 “

沧 海 月
”

者

当指水 中之 月
,

了 无 痕 迹 也
。

即苏 轼诗 句
“

泥 上 偶 然 留指爪
”

之意
。

下联从 汉武 帝《秋风 辞 》“

秋 风 起

兮 云 扬 飞
”

和 唐 李娇 诗
“

君 去 试 看汾 水上
,

白云 犹 带 汉 时秋
”

意 境 中化 出
。

此 联大 发 思 古之 幽 情
,

而 无

一 字书 写 今 事
,

作者 大约 也是 位不 得 志 的骚 人 墨 客
,

因 而 全 联情 绪低 沉
,

意 境凄 清
。

( 八 ) 一 枝 笔 挺 起 江 汉 间
,

到 最 上 层
,

放开 肚 皮
,

直吞 将八 百 里洞 庭
,

九百 里云 梦 ;

千 年 事 幻 在 沧 桑 里
,

是 真 才 人
,

自有 眼 界
,

那管 他 去早 了黄 鹤
,

来迟 了 青莲
。

这是 副 以 才 人 自许
,

又 以 才 人 许人
,

直抒 胸 臆
,

想 象浪 漫
,

艺术成 就非 常 出色 的楹 联
。

读 后使 人

感到 笔 力直 透纸 背
,

淋漓 酣 畅
。

所谓皮 毛 脱 尽
,

精 神独 存焉
。

正 因 为 想象浪 漫
,

才会 把高 耸 的黄鹤 楼

比 喻成 一枝 撑 天 巨笔
,

而 且 用 典 也 不 拘 痕 迹
。 “

八 百 里洞 庭
”

是 有址 可寻 的
, “

九 百里 云 梦
”

大 约 就 是

信 口 开 河 了
。

因 为 古代 的 云 梦湖 早 已 从地 图 上 消失
,

而 且在古 代也 远不 止 九 百里 区 域
。

但 在 作 者 高

旷 的心 胸 里
,

这 点 区 区 细 节失 误
,

又 何足 道 哉
。

在 下 联 里 作 者进 而 把 千百 年 沧 田 桑海 的 巨 变
,

看 成 是

一 场幻 影
。

作者 心 目中 的
“

真 才 人
”

眼 界 特高
,

连 传 颂 千 年 的 黄 鹤 和 众 口 传 颂 的诗仙 李 白
,

都 被压 低

了不 去管他
,

大有 唐 寅诗 句
“

四 顾青 山座 座 低
”

的唯 我独 尊 的气 概
。

(九 ) 数千 年 胜 迹
,

旷 世 传 来
,

看 凤 凰 孤 屿
,

鹦鹉 芳 州
,

黄鹤 渔 矶
,

晴川 杰 阁
,

好 个春 花 秋

月
,

只 落得 剩 山 残 水
,

极 目古 今愁
,

是何 时 崔颖 题诗
,

青莲 搁 笔 ?

一 万 里 长 江
,

几 人 淘 尽 ? 望 汉 口 夕 阳
,

洞 庭 远 涨
,

潇湘 夜 雨
,

云 梦 朝霞
,

许 多 酒 兴 风

情
,

尽 留下 苍 烟 晚 照
,

放 怀天 地 窄
,

都付 与笛 声 缥 渺
,

鹤 影 编 跃
。

这 副楹联 在很大 程度 上 模 仿 了 孙 髯 翁 昆 明 滇 池 大观 楼 的著名 长 联
,

痕迹 相 当 明 显
。

意 境也 大体

近 似
,

继 承 多 于 创新
,

所 以 谈不 上 什 么 鲜 明 的 特色
。

我 还 认 为
,

如果 把上 联 中
“

极 目古 今愁
”

和 下 联 中
“

放怀天地 窄
”

这两 句 多余 的
“

蛇 足
”

删去
,

联 意 就 会 一 气贯 穿 到 底
。

因 为这 两 句 在 联 中实在 不 起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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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反 把 前句 和 后 句之 间 的 有机 联 系 隔 断
。

这 副 楹联 把黄 鹤楼 四 周 的 景 色 都描 写 殆 尽
,

而 且较 有文

采 和 意境
,

尚不 失为 佳 作
。

(十 ) 何 时 黄鹤 重来 ? 且 自把 金 搏
,

看洲 诸千 年芳 草 ;

今 日 白云 尚在
,

问 谁吹 玉 笛
,

落江 城王 月 梅花 ?

此 联 除 了 直接 引用 崔颖《黄 鹤楼 》诗 的意境 外
,

还 直 接 引用 了李 白诗 句
“

黄鹤 楼 中 闻玉 笛
,

江城

五 月 落 梅花
”

的意境
,

大 有风 景依 旧 而 人 事 皆非之 感
。

上 联和 下 联 各用 一个 问 号
,

从 而 在 崔颖 和 李 白

两 诗 的基础 上 翻 出 新意
,

俊逸 清新
,

独有 千 秋
。

应该 说
,

此联 在写 作技 巧 上 确 有高 人 一等 之 处
,

几 使

后 人 难 以 为继 矣 !

(十 一 ) 横 跨黄 鹤
,

直 上 白云
,

纳 三 楚 风 神
,

挟 一 江烟 雨 ;

东 去洪 流
,

南 来铁 马
,

话 九 州 经 济
,

引 万 国 衣 冠
。

这副 楹联 是我 在 八 六 年 临 时被《现 代家 庭 报 》聘 任 《万 里 长 江 揽胜 征 联 》主 编 时选登 的较 为 出 色

的一 副
。

上 联 偏重 于 吊古
,

下 联偏 重于 颂今
。

较 有意 境和 文 采
,

对仗 也较为 工整
。

其 中
“

东 去洪 流
”

指长 江
, “

南来铁 马
”

指京 广铁 路 上 奔驰 的列 车
。

不 过
,

我认 为
“

纳 三楚 风 神 ”似 改 为
“

纳三 楚 风 云
”

为

好
,

而 且 和
“

挟 一 江 烟 雨
”

正 好 是 副工 整 的 对 仗
, “

风 云
”

对
“

烟 雨
”

自然 妥贴
。

值得 称道 的是
, “

话九 州

经 济
,

引万 国 家 冠
” ,

既 继 承 了 传 统文 化风 韵
,

又 表 现 了 改革 开 放 的新 时 代精 神
。

二
、

岳 阳 楼楹 联

( 一 ) 洞 庭西 下 八 百 里 ;

淮 海 南 来第 一 楼
。

此 联描 写 了岳 阳楼 的地 理方 位
,

大 致 在 八 百 里洞 庭 湖之 西
,

并 夸张 为淮 海 以 南的第 一 楼
。

此 联

没 有抓 住岳 阳 楼本 身 来描绘
,

而 是借 用
“

洞 庭
”

和
“

淮 海
”

来烘托 岳 阳 楼 的胜迹
,

可说 是别 开 生面
。

还

应说 明 的是
,

也许有 人 从字 面上 理 解为
,

从洞 庭 湖西 下 八 百 里 之 遥
,

才 到 达 岳 阳 楼
,

但 实 际 情况 是
,

岳 阳 楼就 位于 洞 庭 湖西面 的边 缘上
。

( 二 ) 四 面 湖 山 归 眼 底 ;

万 家忧 乐 到 心 头
。

此 联描 述登 楼 眺 望 四 面 湖 山
,

自然而 然 地 想起 了 范 仲淹 《岳 阳 楼 记 》中名句
“

先天 下 之 忧而 忧
,

后 天 下 之 乐 而乐
” 。

这 当 然是 作者登 临 时的真 实感受
,

但 可惜仍 旧 局 限在《岳阳 楼 记 》的圈 子 里
,

缺 少

作者 自己 的创造
,

语言 非常朴 实
,

但 文 采不 足
。

(三 ) 后 乐 先优
,

范希 文庶 几 知道 ;

昔 闻今上
,

杜 少 陵可与 言诗
。

此 联 上 联 中
“

范希 文 庶 几知道 ” 的
“

道
” ,

并不 是 我 们 日常 口 语 里 表 示
“

懂 了
”

的
“

知 道
” ,

而 是 指
“

真 理
”

而言
。

意 思 是 说
, “

先忧 后 乐
”

这 样 的真理
,

只 有范仲 淹 ( 字希 文 ) 才 能真 正 理解
。

也 只 有 这样

理解 的
“

道
”

字
,

才能 和 下联 中 的
“

诗
”

字 对仗
。

下 联 引用 了 杜甫诗
“

昔 闻洞 庭 水
,

今上 岳 阳 楼
”

的 典故
。

接 着 又 说
“

杜少 陵 可 与言诗
” ,

口 气就太 大 了
。

如 果 理解 为 只有 杜甫 ( 因 杜甫 长 期 居 住 于 长 安少 陵 附

近
,

故人 称 为
“

杜 少 陵
”

) 这 样 的大诗 人 才能 够得上 替岳 阳 楼题诗
,

虽 然名 正 言 顺
,

已经 旁若 无 人
。

如

果理 解 为 只 有 杜 甫这 样 的大诗 人 才 能 与作 者
“

言诗
” ,

相 比之 下
,

中国 历 史上 其 他 车载 斗 量 的 众多 诗

人 都 不 够格
,

那就 是 十足 的 大言 欺 人 了
。

作 者用这 种手 法
,

表 面上 抬高 杜甫 的身 价
,

实际 上抬 高 自己

的身 份
,

未 免太 不 自量力 了
。

此 联 口 气虽 大
,

文 采却低
。

( 四 ) 湘 灵 瑟
,

吕仙杯
,

坐 览云 涛 人 宛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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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美诗
,

希 文笔
,

笑题 雪 壁我重 来
。

此 联 上 联 中的
“

湘 灵瑟
” ,

指 尧 的两个 女 儿
,

嫁给 舜 为妻 的娥皇 女英
。

当她 们听说 舜病 危 于 苍 梧
,

从北 方 赶 来
,

行 至 湘 水 时 闻 知舜 已 病逝
,

遂双 双 投 水而 死
,

化 作 湘 灵
,

经 常 出 没 于 湘 水和 洞 庭 烟 波

里
,

于 风 清 月 白之 夜鼓 瑟
。

人 们 称之 为
“

湘 灵
”

或
“

湘 累
” 。 “

吕 仙杯
”

指八 仙 之 一 的 吕 洞 宾 曾三 过岳 阳

楼饮酒 大醉
,

故岳 阳 楼 边有 三 醉亭
。

上联是 说
:

作者 站在 岳 阳 楼上观 看涛 生 云 灭
,

仿佛 见 到 湘 灵和 吕

仙飘忽 在 烟波 里
。

下 联 提 到 了 杜甫 的 《岳 阳 楼 》诗和 范仲 淹 的《岳 阳 楼记 》
,

再加 上 一 笔
: “

笑 题 雪壁 我

重 来
”

和 前 面 第三 副楹 联 同样
,

作者 大有 持才 自负
,

敢于 和 杜 范两 贤媲美 之 意
,

未免 可笑 不 自量力
。

( 五 ) 放 不 开 眼 底 乾 坤
,

何必 登 斯 楼把酒 ;

吞 得 尽 胸 中云 梦
,

方可 对仙 人 吟诗
。

此 联和 上 述 黄鹤 楼 第八 副楹 联 的境界相 近
,

同样都 是皮 毛 脱 尽
,

精 神独 存
。

作 者眼 底 胸 中毫 无

芥蒂
,

把莽 荡 乾坤 和 辽 廓 云 梦 都 置之 度外
,

独 自逍 遥 地 在岳 阳 楼 上 吟诗
,

非 常 超脱 萧洒 和 风流 蕴藉
。

但岳 阳 楼和 黄鹤 楼性 质 完 全 不 同
,

这是 关 心 国计 民生 的地方
。

过分 地 潇洒 就 脱离 了现 实 生 活
,

脱 离

了
“

先天 下 之 忧 而 忧
,

后 天下 之 乐 而 乐
”

的 宗 旨
,

脱 离 了
“

戎 马 关 山北
,

凭 轩涕 泅 流
”

( 杜甫《岳 阳 楼 》诗

尾 联 ) 的 主 题
。

在岳 阳 楼上 只 管 潇洒 风 流
,

过分 脱离 了 国 计 民 生
,

作 者 应该愧 对杜 范两 位 先 贤
。

(六 ) 一楼 何 寄
,

杜少 陵五 言 绝 唱
,

范希 文两 字关 情
,

滕子 京 百废 俱 兴
,

吕纯 阳 三 过 必 醉
,

诗耶
,

儒耶
,

吏耶
、

仙耶 ? 前 不 见 古 人
,

使 我枪 然 涕 下 ;

诸 君试 论
,

洞 庭 湖南 极 潇湘
,

扬子 江 北 通 巫 峡
,

巴 陵 山西 来爽气
,

岳 阳 城 东 道 岩疆
,

漪 者
,

流者
,

峙者
,

镇者
,

此 中有真 意
,

问 谁领会 得来 ?

此 联把 岳 阳 楼 的 有 关 历史 典故 和 四 周地 理 环 境描 述一 番 之 后
,

有 心 标 异创 新
,

作翻 案 文 章
,

所

以 在 末 尾 加 上
“

前 不 见 古人
,

使 我枪 然涕 下
”

(这 两 句化用 陈子 昂诗 句 ) 和
“

此 中有真 意
,

问 谁 领 会 得

来
”

(这 两 句化 用 陶 渊 明 诗句 )
,

上 联 吊古
,

下联 间 今
。

上 联和 下联都 有 一 个 问 号
。

这样 的翻 案文 章
,

也许 写 得 不 坏
。

不 过
,

我 认为 还是把 其 中的
“

诗 耶
、

儒耶
、

吏耶
、

仙耶
”

和
“

漪 者
,

流者
、

峙者
、

镇 者” 这 些

多余 的
“

蛇足
”

删掉 为好
。

如果 删掉就 可 以 一气 贯穿
,

不 失为一 副 出色 的佳 作
。

相 反
,

如果 不 删
,

就 显

得 累坠 和 重复
。

(七 ) 春 秋 多佳 日
,

莫 辜负结 伴登 楼
,

品君 山 茶
,

诵范公 记
,

为 细数政 通人 和
,

赏心 乐事
,

更

凭栏 倩万 顷烟 波
,

尽 展 画 卷 ;

海 天 故人 来
,

当流 连放 怀纵 饮
,

酌 西江 水
,

干北 斗杯
,

还 分付轻 歌 曼舞
,

达 意 传情
,

待

披襟邀 一 湖风 月
,

共入 诗囊
。

这是 我 在 八 七年 主 编《万 里 长 江揽 胜征 联 》中收 到 的一 副 比较 出色 的应 征 联
,

意境 与文 采俱 佳
。

其 中
“

春 秋多 佳 日
”

引用 陶渊 明诗 句
。 “

酌西 江水
,

干 北斗杯
”

从张 孝祥
“

尽 吸 西 江
,

细 斟 北斗
”

词 句 中

化 出
。

而
“

海夭 故 人 来
”

当是 宴请 回大 陆访 亲参 观 的华 侨或 台港 同胞
。

但和 前 面 第五 副 楹联 一 样
,

在

岳 阳 楼这 个 特定 的地方
,

完全 脱 离 了 国 计 民 生
,

过分 风 流 潇 洒
,

未 免 不 合时宜
,

愧对 杜 范两 位先 贤
。

三
、

滕 王 阁楹联

(一 ) 依然极 浦遥 天
,

想 见 阁 中帝 子 ;

安 得 长 风 巨 浪
,

送来 江 上 才人
。

此 联 作者 为清 代江 苏巡 抚 宋苹
。

相传 洪州 都督 阎 伯屿 在 滕王 阁 中举 行盛 会
,

大 宴宾 客前 夕
,

王

勃正 滞 留 途 中
,

夜 遇 一 仙 翁相 助
,

呼 风 吹 速行 船
,

遂于 凌晨抵 达 洪 州 (今 南 昌 )
,

参 与盛 宴
,

从 而 留 下

了千 古 宏篇 《滕 王 阁 序 》
。

此 联 中
“

安得 长 风 巨 浪
”

即 指这 段故 事
。

宋苹少 年时 曾杯才 不 遇
,

沉 沦 下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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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渴 望也会 碰上 像 王 勃 那样 幸逢 的盛 会和 可 以大 显 身 手 的机遇
。

当 宋苹 成 为封 疆大 吏后
,

非 常 喜

欢发现 和 选拔 人 才
,

文 采风 流
,

映照 江左
。

这 副楹联 吐 属 名离
,

蕴藉 调境
,

文 采斐 然
,

正是 宋苹 自身 的

写 照
。

(二 ) 我辈 复登 监
,

目极 湖 山 千里之 外 ;

奇 文共 欣 赏
,

人 在水 天 一 色 之 中
。

此 联 上 联 前 句 引 自孟 浩 然 诗句
,

下 联 前 句引 自陶渊 明 诗句
。

此 联就 眼前 景 色
,

身 边情形
,

铺 排展

现
,

不 仅 写 得 实 实 在 在
,

而 且 写 得情 景交 融
,

因 而 引人 入 胜
。

这 在 中国 楹联 中是最 普遍
,

最 常见
,

也 是

比较 正 统 的一 种 写 作方 法
。

而 此 联 成 就也 亦 复 平平
,

虽 不 十 分 出 色
,

但较 有诗 意 韵 味
,

尚可 赏 心 悦

目
。

(三 ) 滕王 何在
,

剩高 阁 千 秋
,

剧 怜 画 栋珠 帘
,

都化作 空 潭 云 影
,

阎 公 能 传
,

仗书 生 一 序
,

寄语 东南 宾主
,

莫 轻看过 路 才人
。

此联 和 上 面 第一 副 楹 联 中描述 的 内容和 主 题较 为近似
,

而 艺术 成就却 略低于 第一 副楹 联
,

因 为

比第 一副 楹联 的 字 数 长 一 倍
,

所 以描 述得 比较 细 致 丰富
、

曲折委宛
,

也 比较 有文采
。

通读 全 联
,

似 有

薄古 厚今 之 感
。

作 者 可 能 是 位怀 才 不 遇
,

沉沦 下 层 的才士
,

所 以发 出 了
“

莫轻看 过路 才人
”

的 慨 叹 ; 同

时也
“

寄 语东 南宾 主
” ,

以 希 望 将 有重 用 的机遇
,

这是 此联 的 主 旨
。

同 时借此 点 明
: “

阎 公 能 传
,

仗 书 生

一 序
” ,

把 其 中因 果 利 害关 系 和 盘 托 出
.

可谓 用 心 良苦
。

( 四 ) 兴 废 总 关情
,

看 落霞 孤鹜
,

秋 水 长 天
,

幸此 地湖 山 无 恙 ;

古 今 才一 瞬
,

间 江上才人
,

阁 中帝子
,

比 当 年风 景 如何 ?

通观 此 联 主 旨
,

在 于 对 桑 田 沧 海 的变 迁抒 发感慨
。

作 者当 属 冷 眼观 世之 人
,

并不 热 衷 于 进 取功

名
,

所以 显 得 风 流 潇 洒
,

逍 遥 自在
。

唯
“

幸此 地 湖 山无 恙 ” ,

已 经点 明了 江 山 依 旧
,

又 感 叹
“

比 当年 风 景

如何
” ,

则 又 讲 出 了 江 山 变 迁
,

这 两 句词 意 自相抵 悟
,

留 下 明 显 缺 陷
。

(五 ) 有才 子 一 序在 上 头
,

恨不 将鹦 鹉洲踢翻
,

黄鹤 楼捶 碎 ;

叹 沧 海横 流 无 底止
,

慨然 思 班 定远投笔
,

终子 云 请 缨
。

此 联上 联极 力 夸张 《滕王 阁序 》所产 生 的 巨大 艺术 影 响
,

从而 使 鹦鹉 洲和 黄鹤 楼相 形 见 细
,

而 失

去 了 存 在 的价值
。

用
“

踢 翻
”

和
“

捶 碎
”

两词
,

想象有 些 奇特
。

下联慨 叹 沧 海横 流 出英 雄
,

并 举 班超 ( 封

定 远 侯 ) 投笔 从戎 和 终 年 (字 子 云 ) 赴越 请 缨 为例
,

眼 界 和 胸 怀特 大
,

感 情激 越
,

而 且 又 写 得 相 当 含

蓄
。

而 且 使 用 口 语
,

别有 一种 风 味
。

此 联 和 《滕 王 阁序 》的主 题 思 想 相 当 契 合
,

成就 也 比 较 出 色
。

上 述
“

江 南三 大 名楼
”

的楹 联 中大 多数是 封 建时代 的作 品
,

解 放后 人 民 政府 重 建 了 黄 鹤楼 和 滕

王 阁
,

重 修 了 岳 阳 楼
,

并 且 登报 广泛 征集和 评选 了 新时 代的楹 联
,

让 名胜古 迹和 文 采风 流 相互 辉 映
,

万 世流 芳
。 “

江 山 代有 才人 出
” ,

这些 新征集 和 评选 出来 的楹联
,

固然 其 中不 乏 佳 作
,

但 大都 表 现 出 一

个共 同 的倾 向
,

就 是 不约 而 同地 追求 长篇 巨 制
,

以 骋驰 其恢宏 的才 气
,

内容 都 尽可 能地包 罗 万 象
。

仅

以 其 中的一 副滕 王 阁新联 为 例
,

作者 是解放 后 第 一 任江 西省 文化厅 长 石凌 鹤 同 志
。

下面 仅 抄 录滕 王

阁新 联全 文
:

物 华天宝 著宏 篇
。

都 阳 湖扬 波注 海 ; 嗜 庐匡 岳 ; 驰名 景德 镇 ; 赣 水合 流 ; 铜镍 钨

金铀 锡 ; 干 畴 香稻
,

夕 照 唱 渔舟
。

远沂 春光 ; 云 横 南 浦
。

怀念 英雄 骋驰
,

继 往开 来
,

勇 格 玄黄 繁货 殖
。

赖伏虎 擒龙
,

圣 战 成功
,

强 虏灰 飞 烟 灭
。

无奈 弄文 获咎
,

不 计 浮

生 任 去 留
。

乐 得选胜 登楼
,

闲 吟秀 句题 红 叶
。

酬 十里 睛沙
,

半窗 杨柳
。

人杰 地 灵 评史籍
。

徐 儒子 扰 宦 辞 封 ; 觉 幻 渊 明 ; 善保 陇 岗表 ; 荆 公变 法 ; 正 气 浸

沛 苍 溟
。

四 梦 临 川
,

黍 居 傲俗 画
。

长 舒秋 色 ; 雾锁西 山
。

思 量 哲 宰操持
,

排 艰 履 险
,

敢 叫 日 月 换 神 州
。

须警顽 立 懦
,

和 平 共济
,

壮观 国 泰 民 安
。

自互 问 世 通情
,

母 磋 毁

誉尝深 浅
。

何 如披 襟 长 啸
,

且 吟骚 诗 赋 晚 霞
。

看 两 行 归 雁
,

九 夏 芙 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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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副长 联 岂 止 描 绘 滕 王 阁
,

而 是 把 整 个 江西 省 的 地 理 地 貌
,

风 土 人 情
,

矿 产 资源
,

历 史 变迁
,

英

雄豪 杰
,

几 乎全 都概 括殆 尽
。

特 别是 江西 省 的历 史名 人 徐孺 子
、

陶渊 明
、

欧阳 修
、

王 安 石
、

汤 显 祖 等都

在 长 联 中
“

登 台亮相
” ,

使 人 们读 后
,

感到 回肠 荡 气
,

难 以 忘 怀
。

美 中不 足 的 是描 写 滕 王 阁
,

罗 列 了 众

多有关 江西 的历 史 人 物
,

而 偏 偏遗漏 了《滕 王 阁 序 》的作者 王 勃
,

这是 无 论 如何 也说 不 过 去的事
。

无庸 讳 言
,

无 论是滕 王 阁新联
,

还是 其 他应 征 的黄 鹤楼 新 联和 岳 阳 楼新 联
,

这些 长 篇 巨制
,

都在

不 同 程度 上 模仿 云 南 滇 池 大观 楼孙 髯 翁 的 著名 长 联
,

并且 力 图 青 出 于 蓝 而 胜于 蓝
,

篇 幅甚 至大 大超

越 了 孙 联
,

以 显 示 作者恢 宏 的气势和 纵 横 的才华
。

但 实事 求是 地讲
,

他 们楹 联 的表现 手 法
,

并未跳 出

孙 髯 翁 的 艺 术案 臼
,

而 拿 他 们楹联 的艺 术成 就讲
,

也 似乎 远未 达到 孙髯 翁 的艺 术高度
。

辩 证法 告诉 我 们
,

少 而 精 胜于 多 而 杂
。

虽 然 我 们不 能 笼 统地 讲短 楹联 胜于 长 楹 联
,

但 长 楹 联结

构 容 易 流 于 松 驰散 漫
,

对 仗难 免牵 强 凑 合
,

不 及 短 楹 联结 构 容 易 紧凑 集 中
,

对仗 容 易工整 严 密
。

这些

短 处 和 长 处 都是大 家所 公认 的
。

试 以 石 凌鹤 同 志 这 副滕 王 阁 长 联 为例
,

上 联 偏 重于 描绘 江西 省的 地

理 资源
,

下 联偏 重 于 叙 述江 西 省 的历 史 人 物
。

这样 的分 工 本来 是相 当 合 理 的
。

但上 联 中后 半 部分 又

插 进 了
“

怀念 英 雄骋驰
”

和
“

赖伏虎 擒 龙
,

圣 战成 功
,

强 虏 飞 灰 烟灭
”

和 下联 的 历 史人 物 活 动 的 内容有

些 重 复
。

再如
:

上 联 中的
“

铜 镍钨 铀锡
”

和 下 联 中 的
“

正 气 浸 沛苍 溟
” ,

对 仗 明 显 牵强 凑合
。

下 面再举 黄鹤楼 历 史 上 鲁亮 济撰 写 的著名 的 短 联 为例
:

到 来径欲 凌风 去 ;

吟 罢 还 思 借笛 吹
。

此 联上 联 暗用崔颖《黄鹤 楼 》诗 中 的
“

昔人 已乘 黄鹤 去
”

和
“

白云 千载 空 悠 悠
”

两句
,

意 思 是说
:

人

们来到 黄鹤 楼
,

就 想驾乘 黄鹤 凌风 而 去
。

傲 游 太 空
。

也 曾有 人建 议
,

如 果把
“

凌 风去
”

改 为
“

驾云 去
” ,

就 更 贴近 于 原诗
。

下 联 暗用 李 白《与 史 郎 中钦 听 黄 鹤楼 中吹笛 》诗 中的
“

黄 鹤 楼 中吹玉 笛
,

江城 五月

落 梅 花
”

两 句
。

意 思 是说
:

在 黄 鹤 楼 上 高 声 吟 罢崔 颖和 李 白的著 名诗 篇后
,

余兴 未 尽
,

还 想 把玉 笛借

来 吹 弄一 番
。

这 副短 联 化用 崔
、

李两 诗而 不 留痕迹
,

又 兼 得两 诗 之长
。

上联 风流 飘逸
,

下 联潇 洒 调 优
,

达 到 了 很 高 的艺术成就
,

使 人 回 味 无穷
。

这 副 短 联仅十 四 个 字
,

和 上 述滕 王 阁长 联 相 比
,

高 低 自见
。

这 种 短 联 和 长 联互相 显 现 优 劣 的情 况
,

应 该 作为 今后 征集和 评选 楹 联 的重要 借鉴
。

中国 历 史上最 长

的楹 联 是清 末 四 川江 津人 钟云 舫所 写 的 2 0 1 2 个 字的 成都 望 江楼 崇 丽 阁楹 联 和 1 6 0 2 0 个 字 的江津

县 临 江城 楼楹 联
。

钟云 舫 正 直好 打抱 不 平
,

被诬 大半 生 在 牢狱 中度过
,

所 以 有 空 闲 在 狱 中推 敲 成 这

两副 长 联
。

实 践是 检验真 理的 唯一 标 准
,

迄今 无 人 能 完 整 地 诵读 这副 长 联
,

更 别说 欣赏 品 味全 联 了
。

这 是 今人 应该 引 以 为戒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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