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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第一有趣味的经典之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不仅男人喜欢，女人也很欣赏。
林语堂曾经这样评价过此书：“只要识得字，有一些人生的经验，都可以从中获取独特的东西。
”　　写这样富有趣味的书，作者必定是极有趣味之人。
李渔出生在明朝晚期，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李渔，字笠鸿，号笠翁。
李渔出生时，其祖辈在如泉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着富
足的生活。
其后由于在科举中失利，使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这一追求，毅然改走“
人间大隐”之道。
进入清朝之后，李渔先后得乔、王二美姬。
喜欢戏曲的李渔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
在游山玩水之余为达官贵人作娱情之乐，收入颇丰，这是李渔一生中生活最得意的一个阶段，同时也
是其文学创作中最丰产的一个时期。
《闲情偶寄》一书，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毫无疑问，李渔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并且是一个生活得很艺术的人。
他的人生体验和生活艺术，在《闲情偶寄》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我们在欣赏美文的同时，一定会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习得人生的智慧与生存之道。
　　这本书，从它面世以来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李渔在书中写出了他对生活的诸多感悟及看法，
内容包罗万象，既有专门研究生活乐趣的闲情逸趣，也有指导生活的实用信息。
可以说，这是一本历代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庭院、装饰、界壁分隔、妇女梳妆美容、
烹调艺术和美食系列，到富人穷人行乐止忧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
的防治⋯⋯凡此种种，皆意趣横生，妙不可言。
读后令人难以忘怀。
　　我们在充分继承此书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对原著做了适当删减，力图使这本绝妙的
古代典籍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并对其中一些观点给予评点与赏析。
当今社会，处在激烈竞争和日新月异变化中的我们，需要心灵的抚慰和头脑的充实。
希望这本书，能在浮躁与喧嚣中带给读者一股清凉的微风，引领大家多角度地认识和体验生活，提高
生活的艺术，做人生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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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又名《笠翁偶集》，为李渔重要著作之一。
内容包含戏曲理论、饮食、营造、园艺、养生等。
在中国传统雅文化中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古代生活艺术大全，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这是一部寄情之作，就连作者本人也很看重这部书。
这部书较充分地反映了李渔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其中关于戏曲创作和演出的《词曲》、《演习》
二部，尤其引人注目。
人们普遍认为李渔这些经验之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不可多得的
著作。
此外，对于园林建筑，李渔也颇有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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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渔，清初戏曲家，原名仙侣，号天征，后改名渔，字谪凡、笠翁；生辰：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
（1610）八月初七，卒于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正月十三（1611——1680），兰溪（今属浙江）人，
著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诗文和《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世称李十郎，家设戏班
，至各地演出。
话本小说《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合绵回文传》《连城璧》《连城璧外编》》《肉蒲团
》等。
人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女性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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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蔬食第一　　【原文】吾观人之一身，眼耳鼻舌，手足躯骸，件件都不可少。
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
独是口腹二物。
口腹具而生计繁矣，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诈伪奸险之事出。
而五刑不得不设。
君不能施其爱育，亲不能遂其恩私，造物好生，而亦不能不逆行其志者，皆当日赋形不善，多此二物
之累也。
草木无口腹，未尝不生；山石土壤无饮食。
未闻不长养。
何事独异其形，而赋以口腹？
即生口腹，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蜩螗之吸露，尽可滋生气力，而为潜跃飞鸣。
若是，则可与世无求，而生人之患熄矣。
乃既生以口腹，又复多其嗜欲，使如溪壑之不可厌：多其嗜欲，又复洞其底里，使如江海之不可填。
以致人之一生，竭五官百骸之力，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
吾反复推详，不能不于造物是咎。
亦知造物于此，未尝不自悔其非，但以制定难移，只得终遂其过。
甚矣。
作法慎初。
不可草草定制。
吾辑是编而谬及饮馔，亦是可已不已之事。
其止崇俭啬，不导奢靡者，因不得已而为造物饰非，亦当虑始计终。
而为庶物弭患。
如逞一己之聪明，导千万人之嗜欲，则匪特禽兽昆虫无噍类，吾虑风气所开，日甚一日，焉知不有易
牙复出，烹子求荣，杀婴儿以媚权奸，如亡隋故事者哉！
一误岂堪再误，吾不敢不以赋形造物视作覆车。
　　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
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
草衣木食，上古之风。
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
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
所怪于世者，弃美名不居，而故异端其说，谓佛法如是，是则谬矣。
吾辑《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
不忍或忘者矣。
　　【译文】我看人的身体，眼耳鼻舌、手足躯体，一样都不能少。
而大可以不要却又必须具备，以至于成为活人千古以来的大累赘的。
只有嘴和肚子两样。
有了口腹之后而为了生计的操劳就多了，生计的操劳多了。
奸险欺诈虚伪的事情就跟着出现了，奸险欺诈虚伪的事情一出现，法律就不得不设置了。
如此，君王不能施与他们的仁爱，父母不能施与他们的慈爱，造物主喜欢生命而不得不违逆这一心意
，都是当初造人的时候考虑不周，多了这两样东西的缘故。
　　草木没有口与腹，未尝不生存着；山石土壤不用饮食，也没听说就不生长。
为什么独把人类造成特别的形状，而又给予了口与腹？
就算要有口与腹。
也该让他可以像鱼虾饮水。
知了吸露一样，就可以滋生气力，而跳跃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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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对社会没有什么需求，而活人的忧患也可以消除了。
谁知却让人类生了口与腹，又使得人类有很多嗜欲，像沟壑无法填满；又让它没有止境，像江海一样
不能填满，以致人的一生，竭尽五官百骸的力气，供给一样东西的消耗都还不足。
　　我反复推究。
终不能不在这件事上责怪造物主，也知道造物主在这件事情上未尝不后悔犯了错误。
只是因为规矩已经定型难以改变，只能依旧纵容这种错误。
唉！
规则初创的时候，不能太草率。
我写这本书谈到饮食。
也是本来可以不用的。
在这里只崇尚节俭，不倡导奢靡。
因为是不得已给造物主掩盖过失，也该当考虑到全局，而为百姓消除忧患。
如果为了表现个人的聪明，而引动千万人的嗜欲。
不止禽兽昆虫将会灭种，我担心风气会一天天败坏，又怎么能知道将来不会有像易牙烹子求荣，或杀
婴儿烹煮以向当权的奸人献媚，就像隋朝灭亡前后时那样的事情出现呢(7一错怎能再错？
我不敢不把造物主造人的过错，当做前车之鉴。
　　音乐上，弦乐不如管乐。
管乐不如声乐，是因为这体现了贴近自然的原则。
我觉得饮食上，肉糜不如肉块，肉块不如蔬菜，也是因为贴近自然。
穿着草衣吃素食，是上古的民风，人们都远离肥腻的东西而喜欢吃蔬菜。
常常吃了蔬菜，不再去吃鲜美的牛羊。
那还可以跟上古的人一样，保持这样的饮食习惯，就跟崇尚古玩是同一个道理。
奇怪的是世人抛弃尊古的美名，一定要把这种做法当做异端的教条。
说是佛法这么说的，这就错了。
我编这一卷饮食类，推崇蔬菜而贬斥肉食，一是因为崇尚节约，一是为了复古。
至于把屠宰当成维护生命的大事，也是我时刻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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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充分继承此书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对原著做了适当删减，力图使这本绝妙的古代
典籍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并对其中一些观点给予评点与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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