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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明朝开始，对联大为流行，成为我国各阶层文化生活的共同习俗。尤其春联，虽山乡
僻壤、穷家小户，都很重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对对联的重视情况才逐渐减弱
。在几百年间，对联是我国各阶层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也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
部分，而且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对联。
  本书是对联艺术发展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对联的格律、撰写方法和技巧理论的学术专
著。对对联理论的研究，这是本书的宗旨，也是本书能跻身著作之林的价值。它大大有
别于古今市面上搜集对联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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