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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句で構造を理解する 

 

対句：韻文散文を問わず文言で多用 

→我々が文言を読むときは逆にこれを利用することが多い 

 

対句の例（1）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 王―孟子 

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 王―大夫―士庶人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國―家―身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乗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乗之家、 萬―千 

千乗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乗之家、 千―百 

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 

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 

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仁―義，遺―後，親―君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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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句の例（2） 

孟子曰、 

天時不如地利。 天時―地利―人和 

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 三―七，城―郭 

七里之郭、 

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攻之、 

必有得天時者矣。 

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 城―池，高―深 

池非不深也。 

兵革非不堅利也。 兵革―米粟，堅利―多 

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域―固―威，民―国―天下 

固国不以山谿之険、 封疆―山谿，界―険―利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 得―失，多―寡 

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親戚―天下，畔―順 

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 

攻親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戦。 

戦必勝矣。 

（孟子・公孫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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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句語彙データの収集 

天地玄黄、AA’BB’ 

宇宙洪荒、AA’BB’ 

日月盈昃、AA’BB’ 

辰宿列張、AA’BB’ 

寒来暑往、ABA’B’ 

秋収冬蔵、ABA’B’ 

閏餘成歳、AA’-- 

律呂調陽、AA’-- 

雲騰致雨、A--A’ 

露結為霜、A--A’ 

… （千字文） 

 

天－地 

玄－黄 

宇－宙 

洪－荒 

日－月 

盈－昃 

辰－宿 

列－張 

寒－暑 

来－往 

秋－冬 

収－蔵 

閏－餘 

律－呂 

雲－雨 

露－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