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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又号笠翁。
亦署新亭樵客、觉世稗官、觉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等。
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
祖籍浙江兰溪，生长于江苏如皋。
他出身于药商家庭，自幼与市民阶层接触密切，对他以后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
早岁他尚存人仕之心，但几次应乡试均落第，遂不复作此念。
清军人关后的一段时间曾避居山中，蓬衣垢食，不以为苦。
顺治八年(1651)他移家杭州。
由于其文名渐大，后来又自主戏班，专事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他也经常携带妻妾外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尽览九州风光之作。
康熙元年(1662)，他从杭州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
芥子园是他在金陵的别业，命名取“芥子纳须弥”之义。
与此寓所一起，还设有书铺，刊行了不少戏曲小说及其他杂著，如著名的《芥子园画传》。
晚年他又举家迁回杭州“买山而隐”，但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时常向友人求助，终于在穷困中死去
。
    《闲情偶寄》为李渔散文名作，著述该书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强调言为心声，随兴而发，充分体现
了个人人格和社会风情。
    《闲情偶寄》一书，堪称李渔一生艺术和生活经验的结晶，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此书均十分推崇，如周作人《知堂书话·》称其“文字思想均极清新
”，“都是很可喜的小品”，“有自然与人事的巧妙观察，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
林语堂亦称：“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是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
指南，从住室到庭园、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
，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全书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部分，论及生活中妆饰打扮、园林建
筑、家具古玩、饮食烹调、养花种植、医疗养生等多方面的问题，内容颇为丰富，立论新颖，语言平
实，表现出较高的艺术造诣和生活审美情趣，堪称为一部中国古代生活的小百科全书，具有极强的娱
乐性和实用价值。
    《闲情偶寄》中价值最高者，首推其中论及戏曲理论的文字，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及《声
容部》的某些章节。
李渔联系元明以来的戏曲创作实践，结合个人的创作体会，并吸取了前代理论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对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作了较系统的总结。
其戏曲理论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有些见解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渔对于园林建筑，也颇具卓见。
其《居室部》中对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的构造、布局论述甚详，并且都注意结合个人生活
体验，使人信服。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述了不少的品茶经验。
其卷四“居室部”中有“茶具”一节，专讲茶具的选择和茶的贮藏。
他认为泡茶器具中阳羡砂壶最妙，但对当时人们过于宝爱紫砂壶而使之脱离了茶饮，则大不以为然。
他认为：“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
”    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内容，反映了作者庸俗低级的生活情趣，如津津乐道于对女人小脚的赏玩，
读来几让人作呕。
他虽然表现上很尊重女性，但他对女性的爱护完全出于更好地为男性服务这一目的，在《声容部》中
，他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
”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应采用取批判吸收的态度。
    总的说来，《闲情偶寄》被世人称之为散文佳作是有其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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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著名学者余怀为此书作序说：“糊涂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明白；狭隘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旷达；忧
郁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愉快；笨拙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灵巧；愁闷的人读了它将会欣然起舞；有病的
人读了它将会霍然而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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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闲情偶寄》一书，堪称李渔一生艺术和生活经验的结晶，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此书均十分推崇，如周作人《知堂书话&middot;〈花镜〉》称
其&ldquo;文字思想均极清新&rdquo;，&ldquo;都是很可喜的小品&rdquo;，&ldquo;有自然与人事的巧
妙观察，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rdquo;。
　　《闲情偶寄》中价值最高者，首推其中论及戏曲理论的文字，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及《
声容部》的某些章节。
李渔联系元明以来的戏曲创作实践，结合个人的创作体会，并吸取了前代理论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对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作了较系统的总结。
其戏曲理论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有些见解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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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李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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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填词作曲这种事，对文人们来说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但是，一个人如果能潜心地去做，比那些只知道赛马比武、酣酒嫖妓的纨绔子弟，我想总还要好些吧
。
    孔老夫子曾说过“难道没有下棋的人吗？
他们做这个，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
”下棋不过是一种游戏方法，可也强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填词作曲虽只能算是小事，难道还比不
上下棋么？
我认为技艺本没有大小之分，贵在精通；才能也没有高低之别，贵在善用。
假如一个人既精通又善于利用一件事，那么即使它是雕虫小技，也能助他成名的。
否则，就算他胸有八斗之才、肚藏万卷之书，可作起文章来却只会抄袭前人的旧作，著出的书也只能
用来盖盖瓮击，就算再多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不单是文人们能够凭借精通填词作曲一事成名立世的，就是前朝的帝王，也有因沉溺于本朝的词曲
而丧家误国的事例。
下面就让我来谈谈这点。
高则诚和王实甫等人都是元末的名士，除了填词作曲外，他们也没有其他的特殊成就。
如果他们两人没有创作出《琵琶记》与《西厢记》两本书，那么随着时光流逝到今天，哪个还能知道
他们的姓名呢？
所以，高则诚、王实甫的名声可以流传下来，都是因为他们创作了《琵琶记》和《西厢记》的缘故。
    汤显祖是明朝的大才子，诗词文章和书简公文都写得很好，但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并不是这些，
却是他创作的《还魂记》这一剧目。
假如汤显祖没有写出《还魂记》，他当时可能就是可有可无的人了，更何况对后世人们来说呢？
所以，汤显祖的名声能够流传到今天，全是因为他写了《还魂记》的缘故。
以上都是因填词作曲而成名的人的事例。
    历代文学的兴盛，归功于它们各有不同的体裁。
“汉史”、“唐诗”、“宋文”、“元曲”，这些都是人们的俗话了。
《汉书》与《史记》千古流芳，是伟大的不朽之作。
唐代的诗人可说是人才济济，宋代则散文大家层出不穷。
它们确实是能够与夏、商、周在文学方面相媲美的三个朝代。
    元朝统一天下以后，不仅在政治、法律和礼乐等方面没有继承前代优良的传统，就是在语言文字、
书籍绘画这些小事上，也很少见到有发扬光大的痕迹。
如果当时不是推崇词曲，写出了《琵琶记》、《西厢记》和《元人百种》等流传后世的剧本，那么在
当今人们的眼中，元朝也许早就和五代、金、辽等朝代一样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又怎么能够继承汉、
唐、宋三朝遗风而为文人学士所提及呢？
此为一个朝代的帝王和国家大事因为填词作曲而流传于世的实例。
    由此可以看出，填词作曲并不单单是雕虫小技，而是和史书、传记、诗歌、散文等同源不同流的文
体。
近日，喜爱填词作曲并立志赶超元代之人或想与汤显祖并驾齐驱的人很多，而最终作成的数量很少，
而且没见到什么出类拔萃的作品。
这是什么缘故呢？
只是由于填词作曲一事，仅有前人的剧作可参照，却缺少前人总结出的写作方法作为指导。
如此一来，众人就像都住在一间没有灯的暗室里，即使有眼睛也和瞎子一样，所以也就不会对他们找
不到路、问不着人感到奇怪了。
他们当中半途而废的很多，差一点便可以成功却又在岔道上越走越远的人也不少。
    我曾经非常奇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体，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写作规则，把它们记载在书本上，读起
来时和老师在旁边一点一滴地教诲没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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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独填词作曲一事，人们不仅讲得非常不详细，而且好像故意放在一边不去讲解似的。
对此我想了很久，原因大概有下面三点：    填词作曲的规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总结起来并不容易
。
作者构思之时，神魂飞越云霄，如在梦中，不到完成全篇，是不能收回魂魄的。
谈论真事非常容易，但是要说解梦中的事就比较难了，不是不想说，而是没法说得出来。
这样，就越来越奇异，越来越困难，实在是没法说出来的了。
我在此所说的这些道理，全是关于最高的那种境界，并非填词作曲的每个阶段都应如此。
然而，难道能因为说不出精妙之处，就连一些粗浅的道理也置之不谈了吗？
    第二，填词作曲不拘定式，其规律变化无常，大家都说应该这样，实际却又不应该这样。
例如，生旦的唱词，要写得庄重蝇雅；净丑的唱词，却必须诙谐幽默，这都是一般的常规。
但是，忽然遇上一个风流放荡、落拓不羁的生角旦角，反觉得庄雅不适合于他们；扮演迂腐执拗的净
角与丑角，也忌讳诙谐可笑。
像这样的种种情形，都很难有什么规律可循的。
前人担心总结出一定规律后会误导一些拘泥守旧的人，因此宁愿让它空缺着，也不要画蛇添足。
这样，就可以说并不是仅仅词曲能随人物环境变化而变化，诗文书简莫不如此。
难道按照陈规陋习写出来的文章能够被人们所欣赏，并留传于后世么？
    历史上有名的读书人，十分之九都是以诗辞歌赋见长的，靠填词作曲留传后世的还不足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成千上百个当中才能找出一个来。
因此，凡是擅长填词作曲的人，都把创作的诀窍深藏在肚子里，千方百计地保密。
在他们看来，“这些方法也从没有人教过我，我为什么单单要教给别人呢？
如果家家户户都能填词作曲，即使满大街都是“阳春白雪”之类的庄重之词，也很难保证择选之人不
喜新厌旧，将前人的佳作弃如糟糠。
那时即使自己复出，也难免会被见多识广的人们指出一些缺点，短处也就无处可藏了。
”所以，他们常将自己比作善射的后弈，虽教出了无数的像逢蒙这样的徒弟，最终却让他们拿着刀剑
围攻自己，这样倒不如仍然仿效古人，免开尊口，什么也不说为好。
    填词作曲的方法不传于世的原因，我经过再三考虑，列出了以上三种，但我私下认为最后一个是主
要原因。
    我认为：文章是天下人人所共读的，不可能被我一个人独自占有；是非是让历史去予以评定的，也
不可能被某一个人所任意颠倒。
这样的话，倒不如倾我所有教会天下所有人。
让天下后世的才子都来模仿我、赶超我。
胜过我的，我就拜他为师，算是促进我进步的一个新起点；和我差不多的，我就把他当作朋友，也可
以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
抱着这种心态，我便不觉得将自己生平所学全都教给别人了。
另外，我还对前人流传下来的著作进行了筛选，指出优劣，让人们知道该学什么和不该学什么，而不
要被诵读误导。
是否理解我、怪罪我、爱惜我、杀死我，全都请便，我既然决意这样去做，就不会去顾虑什么后果了
。
只是担心我所说的，自己认为对却不一定是真的对；大家所追求的，我认为不对实际上却不一定尽是
错的。
但是，只要有一个字对大家有用的话，我也可以免去后代的惩罚了。
唉，元代的人如果复生，也一定会宽恕我吧    填词首先要注重音律。
我之所以要把结构置于首位，是因为音律有书可作为根据，道理也较浅显易懂。
自《中原音韵》一书问世以来，阴阳平仄就各有各的界限，就像船行水中而车行岸上一样，只要稍微
懂得干些，就是故意去违反也不能做到了。
《啸余谱》和《九官正始》两本曲谱一出，人们就可以照葫芦画瓢，一切都简单好办多了。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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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闲情偶寄》为李渔散文名作，著述该书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强调言为心声，随兴而发，充分体现了
个人人格和社会风情。
    全书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部分，论及生活中妆饰打扮、园林建
筑、家具古玩、饮食烹调、养花种植、医疗养生等多方面的问题，内容颇为丰富，立论新颖，语言平
实，表现出较高的艺术造诣和生活审美情趣，堪称为一部中国古代生活的小百科全书，具有极强的娱
乐性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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