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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
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
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
我本想题这书的名字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说明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些私人的观念。
但是这个书名似乎太美，我不敢用，我恐怕目标定得太高，即难于满足读者的期望，况且我的主旨是
实事求是的散文，所以用现在的书名较易维持水准，且较自然。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
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
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
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我颇想用柏拉图的对话方式写这本书。
把偶然想到的话说出来，把日常生　　活中有意义的琐事安插进去，这将是多么自由容易的方式。
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并不如此做。
或者是因我恐怕这种文体现在不很流行，没有人喜欢读，而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阅读。
我所说的对话，它的形式并不是像报纸上的谈话或问答，或分成许多段落的评论；我的意思是指真真
有趣的、冗长的、闲逸的谈论，一说就是几页，中间富于迂回曲折，后来在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转
，仍旧回到原来的论点，好像一个人因为要使伙伴惊奇，特意翻过一道篱笆回家去一般。
我多么喜欢翻篱笆抄小路回家啊！
至少会使我的同伴感觉我对于回家的道路和四周的乡野是熟识的⋯⋯可是我总不敢如此做。
　　我并不是在创作。
我所表现的观念早由许多中西思想家再三思虑过、表现过；我从东方所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已陈旧平
常了。
但它们总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自我的一部分。
它们所以能在我的生命里生根，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些我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当我第一次见到它
们时，我即对它们出于本心的协调了。
我喜欢那些思想，并不是因为表现那些思想的是什么伟大人物。
老实说，我在读书和写作时都是抄小路走的。
我所引用的作家有许多是不见经传的，有些也会使中国文学教授错愕不解。
我引用的当中如果有出名人物，那也不过是我在直觉的认可下接受他们的观念，而并不是震于他们的
大名。
我有一种习惯，最爱购买隐僻无闻的便宜书和断版书，看看是否可以从这些书里发现些什么。
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了我的思想来源，他们一定会对这么一个俗物显得骇怪。
但是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是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一粒大珍珠更为快活。
　　我的思想并不怎样深刻，读过的书也不怎样广博。
一个人所读的书太多，便不辨孰是孰非了。
我没有读过洛克(Locke，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休姆(Hume，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或勃克
莱(Berkeley，十七世纪爱尔兰哲学家)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课程。
在专门技术上讲，我所应用的方法、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做课本
，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
我的理论根据，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
；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
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
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
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倒反而不怕写一本哲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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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切也似乎比较清楚，比较便当，这在正统哲学家看来，不知是不是可算一种补偿。
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我所用的字句太过于浅俗，说我写得太容易了解，说我太不谨慎，说我在哲学的
尊座前说话不低声下气，走路不步伐整齐，态度不惶恐战兢。
现代哲学家所最缺乏的似乎是勇气。
但我始终徘徊于哲学境界的外面。
这倒给我勇气，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下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创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以一种
孩子气的厚脸皮，在大庭广众之间把它们直供出来；并且确知在世界另一角落里必有和我同感的人，
会表示默契。
用这种方法树立观念的人，会常常在惊奇中发现另外一个作家也曾说过相同的话，或有过相同的感觉
，其差别只不过是它的表现方法有难易或雅俗之分而已。
如此，他便有了一个古代作家替他做证人；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永久的朋友。
　　所以我对于这些作家，尤其是对于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应该表示感谢。
当我写这本书时，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我们互相亲热。
在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我们之间的精神上的相通，即我所认为是惟一真实的
相通方式——两个时代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具有着同样的感觉，彼此之间完全了解。
我写这书的时候，他们藉着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第八世纪的白居易，第十一世纪的苏东
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那许多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独
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世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翁；
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谈笑风生，热情充溢的金圣叹——这些都是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的人
，这些人因为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因此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称许；这
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规蹈矩，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来便是不“好”的。
这些精选出来的同志人数不多，因此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挚的快乐。
这些人物也许有几个在本书内不曾述及，可是他们的精神确是同在这部著作里边的。
我想他们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占到重要的地位，那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还有一些人物，虽然比较的
晦暗无闻，但是他们恰当的言论也是我所欢迎的，因为他们将我的意见表示得那么好。
我称他们为中国的爱弥尔(Amiel，瑞士作家，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八一年)——他们说的话并不多，但说
得总是那么近情，我佩服他们的晓事。
此外更有中外古今的不朽哲人，他们好像是伟大人物的无名祖宗一般，在心灵感动的当儿，在不知不
觉之间说出一些至理名言；最后还有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我不当他们做我精神上的同志，而当他们是
我的先生，他们那清朗的理解是那么人情人理，又那么超凡人圣，他们的智慧已成自然，因此表现出
来很容易，丝毫不用费力。
庄子和陶渊明就是这么一类人物，他们的精神简朴纯正，非渺小的人所能望其项背。
在本书里，我有时加以相当声明，让他们直接对读者讲话；有时则竟代他们说话，虽然表面上好像是
我自己的话一般。
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我的思想也就越受他们的影响，我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的思想就倾向于
通俗不拘礼节，无从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正如做父亲的对施予良好的家教所产生的影响一样。
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
的移译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
这种方法当然有缺点，但是从大体上说来，确能使这工作比较诚实一些。
因此，一切取舍都是根据于我个人的见解。
在这本书里我不想把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思想全盘托出来；假如想要根据本书里所举的少许例证去批
判他们的全体，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我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如有优点的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我的合作者，至于
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正确的见解，当由我自己完全负责。
　　我要向华尔虚先生和夫人(Mr.andMrs.Walsh)致谢，第一，谢谢他们鼓励我写作本书的念头；第二
，谢谢他们坦白有益的批评。
我也得感谢韦特先生(Mr.HughWade)帮助我做本书的付印和校对工作，感谢佩弗女士(Miss L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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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ffer)代我完成书后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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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再获成功的又
一名作。
一本与你畅谈如何听风戏水、玩石赏月的书，一本关乎生活态度甚至生活智慧的严肃而轻松的哲理散
文。
林语堂从生活人性、家庭人情、旅行休闲、享受大自然、思想文化、哲学宗教等方面探讨人必须学会
享受生活。
听林语堂在雪茄的烟雾萦绕中谈他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你会觉得是一种真正惬意的享受。
　　该书堪称智慧之作。
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不能不读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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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
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
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
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
1952 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1966年定居台湾。
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1976年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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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醒觉一　人生之研究二　一个准科学公式三　以放浪者为理想的人第二章　关于人类的观
念一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二　与尘世结不解缘三　灵与肉四　一个生物学的观念五　诗样的人
生第三章　我们的动物性遗产一　猴子的故事二　猴子般的形象三　论不免一死四　论肚子五　论强
壮的肌肉六　论灵心第四章　论近人情一　论人类的尊严二　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三　
论梦想四　论幽默感五　论任性与不可捉摸六　个人主义第五章　谁最会享受人生一　发现自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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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的误解五　心灵的欢乐怎样第七章　悠闲的重要一　人类是惟一在工作的动物二　中国的悠闲
理论三　悠闲生活的崇尚四　尘世是惟一的天堂五　运气是什么六　美国三大恶习第八章　家庭之乐
一　趋近生物观念二　独身主义——文明的畸形产物三　性的吸引四　中国式的家庭理想五　乐享余
年第九章　生活的享受一　安卧眠床二　坐在椅中三　谈话四　茶和交友五　淡巴菇和香六　酒令七
　食品和药物八　几件奇特的西俗九　西装的不合人性十　房屋和内部布置第十章　享受大自然一　
乐园已经丧失了吗二　论宏大三　两个中国女子四　论石与树五　论花和折枝花六　袁中郎的瓶花七
　张潮的警句第十一章　旅行的享受一　论游览二　冥寥子游第十二章　文化的享受一　智识上的鉴
别力二　以艺术为游戏和个性三　读书的艺术四　写作的艺术第十三章　与上帝的关系一　宗教的恢
复二　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第十四章　思想的艺术一　合于人情的思想之必要二　回向常识三　近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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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人生之研究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不过是表现中国人的观点。
我只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慧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
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是在异于现今时代里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
我总觉得这种人生观是绝对真实的。
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
我将要表现中国诗人和学者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经过他们的常识和他们的诗意情绪而估定的。
我想显示一些异教徒世界的美，显示一个明知此生有涯，但是短短的生命未始没有它的尊严的民族所
看到的人生悲哀、美丽、恐惧和喜乐。
　　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
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
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
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
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
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
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
　　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
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
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
。
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
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我不用说我的哲学思想是否适用于西方人。
我们要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就得用西方的眼光，用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自己的物质观念，和他们自
己的头脑去观察。
无疑美国人能忍受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同样中国人也能忍受美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
我们生下来就不同样，这已有显著的区别。
然而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看法。
我相信在美国的繁忙生活中，他们也一定有一种企望，想躺在一片绿草地上，在美丽的树阴下什么事
也不做，只想悠闲自在地去享受一个下午。
“醒转来生活吧”（Wake up and live）这种普遍的呼声，在我看来很足以证明有一部分美国人宁愿过
梦中的光阴，但是美国人终还不至于那么颓丧。
问题只是他对这种闲适生活，要想享受的多少之间和他要怎样使这种生活实现而已。
也许美国人只是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上，对于“闲荡”一词有些感到惭愧；可是我确切知道，一如知道
他们也是动物一样，他们有时也喜欢松松肌肉，在沙滩上伸伸懒腰，或是静静地躺着，把一条腿舒服
地跷起来，把手臂搁在头下当枕头。
如果这样，便跟颜回差不多；颜回也有这种美德，孔子在众弟子中，也最器重他。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他能对这件事抱诚实的态度；譬如他喜欢这件事，便应向全世界实说他喜欢这件
事；应在他闲逸自适地躺在沙滩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时，他的灵魂喊着：“人生真美妙啊！
”　　所以现在我们将要看到中国整个民族思想所理解的那种哲学和生活艺术。
我认为不论是在好的或坏的方面，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如它想像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典型，由这种思想典型产生了一种簇新的人生观念，任何一
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他的思想产物，这话绝无疑义。
中国民族思想在种族性上和西方文化是那么不同，在历史上又和西方文化那么隔离着；因此我们自然
能从这种地方，找到一些人生问题的新答案，或者好一些，找到一些探讨人生问题的新方法。
或者更好些，找到一些人生问题的新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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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知道这种思想的美点和缺点，至少可以由它过去的历史看出来。
它有光辉灿烂的艺术，也有微不足道的科学，有博大的常识，也有幼稚的逻辑，有精雅温柔的关于人
生的闲谈，却没有学者风味的哲学。
很多人本来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非常实际而精明，爱好中国艺术的人也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是极灵敏
的；一部分的人则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也是富有诗意和哲理的。
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善于利用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这比之中国有伟大的哲学或有几个大哲学家
的那种说法，更有意义。
一个民族产生过几个大哲学家没什么稀罕，但一个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那是难能可贵的
。
无论怎样，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富于哲理性，而少实效性，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一个民族经过了
四千年专讲效率生活的高血压，那是早已不能继续生存了。
四千年专重效能的生活能毁灭任何一个民族。
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罕有了，所以
崇拜他们；凡具有中国文学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一句话。
我所要说明的就在乎此。
是的，中国有一种轻逸的，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可以在他们那种智慧而快乐的生
活哲学里找到最好的论据。
　　二　一个准科学公式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研究产生这个生活哲学的中国人的理智构造——伟大
的现实主义，不充分的理想主义，很多的幽默感，以及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感觉性。
　　人类似分成两种人：一种是理想主义者，另一种是现实主义者，是造成人类进步的两种动力。
人性好似泥土，由理想主义浇灌后即变成了柔软可塑的东西，但是使泥土凝结的还是泥土本身，不然
我们早就蒸发而化气了。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力，在一切人类活动里，个人的、社会的，或民族的，都互相牵制着，而
真正的进步便是由这二种成分的适当混合而促成；所谓适当的混合就是将泥土保持着适宜的柔软可塑
的状态，半湿半燥，恰到好处。
例如英国这个最健全的民族，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适当地混合起来而成的。
有些国家常要发生革命，这是因为它们的泥土吸收了一些不能适当同化的外国思想液汁的缘故，以致
泥土不能保持着它们的形式。
　　模糊而缺乏批判精神的理想主义，是极为可笑的。
这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如果太多，于人类颇为危险，它使人徒然地追求虚幻的理想。
在任何一个社会或民族里，如果这种幻想的理想主义成分太多，就会时常发生革命。
人类好似一对理想主义的夫妻，对于他们的住所永远感到不满意，每三个月总要搬一次家，他们以为
没有一块地方是理想的，而没有到过的地方似乎总是好的。
幸而人类也赋有一种幽默感，其功用，是在纠正人类的梦想，而引导人们去和现实世界相接触。
人类不可没有梦想，可是他也不能不好笑他自己的梦想，两者也许同样的重要。
这是多么伟大的天赋，而中国人就富于这种特质。
　　幽默感（我在下面一章里将做更详细的讨论）似乎和现实主义或称现实感有密切的联系。
说笑话者虽常常残酷地使理想主义者感到幻灭，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完成了一种极重要的任务，这足
以使理想主义者不至于把头碰在现实的墙壁上，而受到一个比幻灭更猛烈的撞击。
同时也能缓和暴躁急烈分子的紧张心情，使他可以寿命长一些。
如能预先让他知道幻灭的无可避免，或许可以使他在最后的撞击里减少一些痛苦，因为一个幽默家始
终是像一个负责者将坏的消息温和地告诉垂死的病人。
有时一个幽默家的温和警告会挽救垂死者的生命。
假如理想主义和幻灭必须在这世界上同时并存，那么，我们与其说那个说笑话者是残忍的，还不如说
人生是残酷的了。
　　我时常想到一些机械公式，想把人类进步和历史变迁明确地表示出来。
这些公式仿佛如下：　　“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　　“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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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叫做“理想主义”）　　“现实”加“幽默”等于“现实主义”（普通叫做“保守主义”）
　　“梦想”减“幽默”等于“热狂”　　“梦想”加“幽默”等于“幻想”　　“现实”加“梦想
”加“幽默”等于“智慧”　　这样看来，智慧或最高型的思想，它的形成就是在现实的支持下，用
适当的幽默感把我们的梦想或理想主义调和配合起来。
　　为尝试制造一些准科学的公式起见，不妨进一步照下列的方法来分析各国的民族性。
我用“准科学”这个名字，因为我不相信那种呆板的机械公式真能够把人类活动或人类性格表现出来
。
把人类的活动归纳到一个呆板的公式里，这已经缺少幽默感，因此也就缺乏智慧。
我并不是说现在没有拟这一类的公式；在今日之下，这种准科学正多着。
到一个心理学家竟能衡量人类的“智能”（IQ）或“性格”（PQ）时，这世界可真够可怜，因为有人
性的学问都被专家跑来篡夺了。
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公式不过是拿来表现某些意见的简便图解方法，而不拿科学神圣名艾来做我们的
护符，则尚没有什么关系。
下面所写是我替某些民族的特性所拟的公式，这些公式完全是照我个人意思而定，绝对无法证实。
任何人都可反对它们，修改它们，或另改为他自己的公式。
现在以“现”字代表“现实感”（或现实主义），“梦”字代表“梦想”（或理想主义），“幽”字
代表“幽默感”——再加上一个重要的成分——“敏”字代表“敏感性”，再以“四”代表“最高”
，“三”代表“高”，“二”代表“中”，“一”代表“低”，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准化学公式代表下
列的民族性。
正如硫酸盐和硫化物，或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作用各不相同，人类和社会也依它们不同的构造，而
有不同的作用。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或民族在同样情形之下，却有不同的行为，确是一桩很有趣的事。
我们既然不能摹仿化学的形式发明“幽默化物”和“幽默盐”一类的名字，自只可用三份“现实主义
”，二份“梦想”，二份“幽默”和一份“敏感性”的方式造成一个英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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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的艺术》是文学大师林语堂最雅致作品，中国现代文化小品经典之作。
林语堂算得上一个生活的达人。
他力挺中国文化中细腻的情感表现和精致的生活方式，向本文人道出一个可供效仿的“生活最高典型
”的模式。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的一种警告。
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的多。
更享受悠闲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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