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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闲情偶寄》是清代剧作家李渔谈论生活艺术的著作，全书从衣食住行到戏曲器玩，将视点伸向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中国古代生活中最细腻、精美的一面。
林语堂曾评价《闲情偶寄》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认为它“对于生活艺术的透彻理解，充分
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
李渔（公元1610-1680年），号笠翁，浙江兰溪人，别号湖上笠翁。
幼时的李渔家境优裕，亭榭楼台，笙歌不断，后来遭逢明清易代，家道中落，科举又落第。
备尝忧患后，李渔走上了一条与传统文人不同的道路。
他自开“芥子园”书铺卖书，卖诗文；组织家庭戏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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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闲情偶寄》是清代李渔的名著，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全书8部，前3部是戏曲理论，后5部写丝竹歌舞、房舍园林、家具古玩、饮馔调治等生活情趣，被誉为
古代生活艺术大全。
对后世文人影晌很大。
李渔将戏曲与之合写。
不作专著，足见他认为艺术附丽于生活中。
作者常年携家庭戏班辗转各地演戏，舞台实践使他体会到连金圣叹评的《西厢记》，也只是文人的案
头游戏。
他立足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提出“结构第一”、曲文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宾
白求肖似，题材贵创新，以脱窠臼为第一使命的一系列主张，还建立了一套“立头脑”、“减头绪”
、“密针线”的具体创作方法。
　　李渔的理论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巅峰之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
今天，只要我们认真研读。
仍可汲取到丰富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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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词语部结构第一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
然能抑而为此，犹觉愈于驰马试剑，纵酒呼卢。
孔子有言：“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犹贤乎已。
”博弈虽戏具，犹贤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填词虽小道，不又贤于博弈乎？
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
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
否则才夸八斗，胸号五车，为文仅称点鬼之谈，著书惟洪覆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
填词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遂能不泯其国事者。
请历言之。
高则诚、王实甫诸人，元之名士也，舍填词一无表见。
使两人不撰《琵琶》、《西厢》，则沿至今日，谁复知其姓字？
是则诚、实甫之传，《琵琶》、《西厢》传之也。
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尽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
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
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
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
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
《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
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
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即语言文学之末，图书翰墨之微，亦少概见。
使非崇尚词曲，得《琵琶》、《西厢》以及《元人百种》诸书传于后代，则当日之元，亦与五代、金
、辽同其泯灭，焉能附三朝骥尾，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
此帝王国事，以填词而得名者也。
由是观之，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
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飨若士者尽多，而究意作者寥寥，未闻绝唱。
其故维何？
止因词曲一道，但有前书堪读，并无成法可宗。
暗室无灯，有眼皆同瞽目，无怪乎觅途不得，问津无人，半途而废者居多，差毫厘而谬千里者，亦复
不少也。
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而命，独于填词制曲之
事，非但略而未详，亦且置之不道。
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则为此理甚难，非可言传，止境意会。
想入云霄之际，作者神魂飞越，如在梦中，不至终篇，不能返魂收魄。
谈真则易，说梦为难，非不欲传，不能传也。
若是，则诚异诚难，诚为不可道矣。
吾谓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词之学节节皆如是也，岂可为精者难言，而粗者亦置弗道乎？
一则为填词之理变幻不常，言当如是，又有不当如是者。
如填生旦之词，贵于庄雅，制净丑之曲，务带诙谐，此理之常也。
乃忽遇风流放佚之生旦，反觉庄雅为非，作迂腐不情之净丑，转以诙谐为忌。
诸如此类者，悉难胶柱。
恐以一定之陈言，误泥古拘方之作者，是以宁为阙疑，不生蛇足。
若是，则此种变幻之理，不独词曲为然，帖括持文皆若是也。
岂有执死法为文，而能见赏于人，相传于后者乎？
一则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盖千百人一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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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务求自秘，谓此法无人授我，我岂独肯传人。
使家家制曲，户户填词，则无论《白雪》盈车，《阳春》遍世，淘金选玉者未必不使后来居上，而觉
糠秕在前。
且使周郎渐出，顾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无可藏拙，是自为后羿而教出无数逢蒙，环执干戈而害
我也，不如仍仿前人，缄口不提之为是。
吾揣摩不传之故，虽三者并列，窃恐此意居多。
以我论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
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后世之名贤，悉为同调。
胜我者，我师之，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类我者，我友之，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
持此为心，遂不觉以生平底里，和盘托出，并前人已传之书，亦为取长弃短，别出瑕瑜，使人知所从
违，而不为诵读所误。
知我，罪我，怜我，杀我，悉听世人，不复能顾其后矣。
但恐我所言者，自以为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趋者，我以为非而未必尽非。
但矢一字之公，可谢千秋之罚。
噫，元人可作，当必贳予。
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
自《中原音韵》一出，则阴阳平仄画有塍区，如舟行水中，车推岸上，稍知率由者，四欲故犯而不能
矣。
《啸余》、《九宫》二谱一出，则葫芦有样，粉本昭然。
前人呼制曲为填词，填者，布也，犹棋枰之中画有定格，见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从无出入
之弊，彼用韵而我叶之，彼不用韵而我纵横流荡之。
至于引商刻羽，戛玉敲金，虽曰神而明之，匪可言喻，亦由勉强而臻自然，盖遵守成法之化境也。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
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
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
工师之建宅亦然。
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
斧。
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
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
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
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
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
规模之未善也。
词采似属可缓，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
文词稍胜者，即号才人，音律极精者，终为艺士。
师旷止能审乐，不能作乐；龟年但能度词，不能制词。
使之作乐制词者同堂，吾知必居未席矣。
事有极细而亦不可不严者，此类是也。
【译文】填词作曲这一类的事，是文人的雕虫小技。
然而能降尊纡贵去做这事，还是觉得比骑马舞剑、酗酒赌博要好。
孔子说过：“不是有下棋的人吗？
做这个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
”下棋虽是游戏，仍然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好；填词作曲虽是小事，不是又比下棋要好吗？
我认为技艺不论大小，贵在能够精通；才能不论多少，贵在善于运用。
能够精通和善于运用一门技艺，即使只是雕虫小技，也可以成名。
否则即使自己号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做起文章来却只会引用古人的话，著的书也只能用来盖盖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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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就算有再多的才能，又有什么用呢？
填词作曲一类的事，不仅精通它的文人能够成名，就是前代帝王，也有因为擅长本朝词曲，竟能够使
他的国家流传后世的。
请让我把它们一一地说来。
高则诚、王实甫等人，是元代的名士，除了创作戏曲之外，别无特殊表现。
假使两人没有撰写《琵琶记》、《西厢记》，那么直到今日，谁又知道他们的姓名呢？
这是因为《琵琶记》、《西厢记》的流传，才使他们名流后世。
汤显祖，是明代的才子。
他的诗文和书信，都很值得一读。
可是他脍炙人口的作品，不是在书信和诗文，而是在《还魂记》这一剧本；假使汤显祖没有写《还魂
记》，那么当时的汤显祖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人，更何况在后代呢？
这就是说，汤显祖的名字能够流传，全靠《还魂记》的流传。
这就是文人因为戏剧而成名的例子。
历朝历代文学的兴盛，在于它们各有各的体裁，“汉史”、“唐诗”、“宋文”、“元曲”，这是世
人的口头语。
《汉书》、《史记》，千古不朽，崇高啊！
唐代是诗人济济，宋代是散文家层出不穷。
汉史、唐诗、宋文不愧在文坛上三足鼎立，可说是夏商周后文学繁荣的三朝盛世。
元朝统一天下后，不只是政治、法律、礼乐制度一无可取，即使是在语言文字、图书绘画等小事上，
也很少显现成就；假使不是崇尚戏曲，因而创作出《琵琶记》、《西厢记》以及《元人百种》等书流
传到后代，那么当时的元朝也就与五代、金、辽同样地泯灭了，又怎么能在汉、唐、宋三朝之后，还
能挂在文入学士的嘴上呢？
这是帝王国家因为戏曲兴盛而扬名的例子。
由此看来，戏曲并不是雕虫小技，而是与史传、诗文同源而不同流的文体。
近来雅好戏曲创作，刻意想要追随元朝作家，甚至想与汤显祖并驾齐驱的人很多。
可是创作的人终究寥寥无几，也没有听说什么绝佳的作品。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只因戏曲创作一事，唯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借鉴，并没有成规可以遵循。
这好比暗室无灯，睁着眼睛也同瞎子一样。
这也难怪很多人找不到路，问不到人，只好半途而废。
至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人也有不少。
我曾经奇怪天地之间，只要有一种文体，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创作方法和规则，记载在书上，读起来就
跟老师当面教诲没什么不同。
唯独在戏曲创作这事上，不只是简略不详，甚至是置之不理。
揣摩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因为戏曲创作的规律很难把握，不可言传，只能意会。
作者在构思进入状态之时，神魂飞越，如在梦境中，不写完最后一篇，是不能收回魂魄的。
谈论真事就容易，但描述梦境便很难了。
不是不想说，而是无法说出来。
如果是这样，那么的确与其他文学创作不同，的确很难，的确无法说明白。
我认为这些深邃的道理，都是说的文学的最高境界，并不只是戏曲创作，在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
怎么能因为难以说出精妙之处，就连粗浅之处也避而不谈了呢？
二是因为戏曲创作的规律，变幻无常，有时说应该是这样，又有时说不该是这样。
比如填写生、旦的唱词，贵在庄重典雅；填写净、丑的唱词，却务必带有诙谐，这是常规。
若是忽然遇到风流放荡的生角和旦角，反倒觉得庄重典雅不适合了；创作迂腐不近人情的净角和丑角
的唱词，反转把诙谐当做忌讳。
诸如此类的，却不能拘泥不变。
前人担心用固定的陈词滥调，会贻误那些拘泥守旧的作者，因此宁肯空缺存疑，也不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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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变幻无常的规律，就不只是戏曲创作是这样，八股、诗文的创作也都是这样了。
怎能有按照陈规陋矩写文章，却能够被人欣赏、流传到后世呢？
三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名士，有十分之九都是因为诗词歌赋被看重的，那些因戏曲传世的还不到十分之
一，要从成千上百个人当中才能找出一个。
凡是有擅长戏曲创作的人，全部把创作的诀窍深藏在肚里，务求自己保密，认为没有人教授我这种方
法，我怎么能独独要教给别人呢？
假使家家户户都能从事戏曲创作，那么不论阳春白雪的作品如何的多，那些淘金选玉的评论家们也未
必不让后来者居上，反而觉得前人的佳作是糟糠。
况且，假使像周郎一样的能人渐渐多起来，评论的人总能挑出毛病，使前人无法隐藏自己的短处。
这样，就好像自己是后羿，却教出无数个逢蒙，让他们拿着兵器围攻我而害我。
这样还不如仍然仿效前人，闭口不说为好。
我揣摩没有流传的原因，虽然三者并存，但我私下认为这最后一个原因居多。
在我看来：文章是天下人共读的，不是我能独占的；是与非，是由历史作出的定评，又怎能是某人能
够颠倒的？
还不如把我知道的都倾吐出来，向人们公开，让天下后世的名士贤人都能成为志趣相同的人。
胜过我的人，我拜他为老师，就算是促使我进步的起点；和我差不多的人，我把他当做朋友，也不愧
作为借鉴和学习的对象。
抱着这样的心态，于是就不觉得把自己生平所学的知识全盘托出，教给了别人。
对照前人已流传下来的书，也可取长避短，辨别出优劣，使人知道何去何从，却不被死记硬背所耽误
。
理解我，责怪我，怜惜我，扑杀我，全都听任世人怎么去做，我再也不能顾忌它的后果了。
只恐怕我所说的，自以为正确却未必果真正确，人们所追求的，我认为错误却未必全错。
只求有一个字对大家有用，就可免去历史的惩罚。
唉！
元代的高士如果复生，也一定会宽恕我的。
戏曲创作首先看重的是音律，而我之所以单单要把结构放在首位，是因为音律有书可参考，它的规律
非常明显。
自从《中原音韵》这本书一出，阴阳平仄就划分了各自的范畴，如同船行水中，车推岸上一样，只要
稍懂一点门路的，即使故意想要违反也不能做到了。
《啸余》、《九宫》这两本曲谱一出，人们就可以依样画葫芦，形式和内容也明明白白了。
前人把编写戏曲唱词称为“填词”。
“填”就是分布，就像棋盘上画有固定的格子，见一个格子，就布下一个棋子，只有黑白之分，从来
没有出格入格的弊病。
别人用韵的地方我就合韵，别人不用韵的地方我便随心所欲去写。
至于运用五音，让它击玉敲金般铿锵悦耳，虽说神奇而又明亮，不可言喻，也可从勉强臻于自然，这
就是遵守已有的规律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至于结构方面，应在确定音律、择韵动笔之前就要斟酌。
如同造物主造人，在那精血刚刚凝聚，还未形成胚胎之时，就先设计好整体的形状，使得一滴血也具
有五官百骸的形体。
倘若事先没有一定的布局，只是从头到脚，逐段生长，那么人的一身，就会有无数个断断续续的痕迹
，人的血气就会被这些断痕阻碍了。
工匠建造房屋也是这样。
地基刚打好，屋架子还没有立起，就先筹划在何处建客厅，何处开门窗，栋梁各用何种木材，一定要
等到整体布局都清楚了，才可以动斧建房。
倘若先建成一个屋架，之后再筹划建另一个屋架，那么适用于前者，不一定适用于后者，势必要作改
动来将就，房屋还未建成就先毁了。
好比在路旁建房，花上建几所房屋的费用，也不够建一厅一堂。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闲情偶寄>>

因此创作传奇故事的作者，不宜急于动笔。
动笔之前要袖手多思考，动笔之后才能奋笔疾书。
有奇事，才有奇文。
如果命题不好，没有人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
我曾经读过一些时髦人士撰写的作品，可惜他们惨淡经营、用心良苦的创作，却不能被琴师和演员采
用。
这并不是审音合律的艰难，而是全部结构的规模没有弄好。
词采似乎该缓一缓再说的，可是我也把它放在音律之前，因为有才能和技巧的分别。
文采稍好的，便称为才子，音律极其精通的，到底不过是艺人。
师旷只能欣赏音乐，却不能创作音乐；李龟年只能唱词，却不能写词。
让他们跟创作音乐和写词的人同堂，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坐在末席了。
有的事非常细小，却不能不严格对待，就是说的这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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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闲情偶寄》编辑推荐：最闲适、奢侈的中国情趣记录，从万物的细微处滋养美感，在生活的点滴中
寻找乐趣。
与《遵生八笺》、《长物志》、《随园食单》构成明清生活艺术的灿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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