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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又号笠翁。
祖籍浙江兰溪，生长于江苏如皋，出身于药商家庭。
明末几次应乡试均落第后，曾经隐居。
清初移居杭州，与当时名流俊彦来往密切，后来又自主戏班，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广有资财的戏
班老板。
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后，还开了书铺，刊行了不少著作。
    李渔是一个别具特色的人物，他是文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美食家，也是剧团老板兼艺术总监，
还是建筑师、园艺师、出版社老板。
那时候的文人多自矜身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李渔不一样，他尝试了多种职业
，可以说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度过了一生，这种敢想敢做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现代人很相似。
    《闲情偶寄》是李渔最为著名的作品。
这部作品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论及戏曲理论以及生活中的
审美情趣。
我们这本《闲情偶寄》并没有辑录李渔原作全书，只是选取了其中讲述生活观念的部分，即居室、器
玩、饮馔、种植、颐养几个部分。
文章中，李渔娓娓道来，谈房子要怎么盖才会显得又雅致又不浪费资财；讲到他家里的东西，大到房
屋，小到马桶，全都由他自己亲手设计制作；提出吃很重要，如何吃好是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认为家里应该有花，而且要把花当人一样细心照顾；告诉大家颐养既要养身，又要养心，身心健康才
能充分地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快乐，舒适，健康，是本书述说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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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居室部　　房舍第一　　小序　　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
衣贵夏凉冬燠，房舍亦然。
堂高数仞，榱题数尺，壮则壮矣，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登贵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栗，虽势使之然，
亦寥廓有以致之；我有重裘，而彼难挟纩故也。
及肩之墙，容膝之屋，俭则俭矣，然适于主而不适于宾。
造寒士之庐，使人无?优而叹，虽气感之耳，亦境地有以迫之；此耐萧疏，而彼憎岑寂故也。
吾愿显者之居，勿太高广。
夫房舍与人，欲其相称。
画山水者有诀云：“丈山尺树，寸马豆人。
”使一丈之山，缀以二尺三尺之树；一寸之马，跨以似米似粟之人，称乎?不称乎?使显者之躯，能如
汤文之九尺十尺，则高数仞为宜，不则堂愈高而人愈觉其矮，地愈宽而体愈形其瘠，何如略小其堂，
而宽大其身之为得乎?处士之庐，难免卑隘，然卑者不能耸之使高，隘者不能扩之使广，而污秽者、充
塞者则能去之使净，净则卑者高而隘者广矣。
　　吾贫贱一生，播迁流离，不一其处，虽债而食，赁而居，总未尝稍污其座。
性嗜花竹，而购之无资，则必令妻孥忍饥数日，或耐寒一冬，省口体之奉，以娱耳目。
人则笑之，而我怡然自得也。
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
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
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读熟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
用者也。
乃至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
常见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日：亭则法某人之制，树则遵谁氏之规，勿使
稍异。
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
噫，陋矣！
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
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予尝谓人日：生平有两绝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
人问：绝技维何?予日：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事。
性嗜填词，每多撰著，海内共见之矣。
设处得为之地，自选优伶，使歌自撰之词曲，口授而躬试之，无论新裁之曲，可使迥异时腔，即旧日
传奇，一概删其腐习而益以新格，为往时作者别开生面，此一技也。
一则创造园亭，因地制宜。
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
致，岂非圣明之世，文物之邦，一点缀太平之具哉?噫，吾老矣，不足用也。
请以崖略付之简篇，供嗜痂者采择。
收其一得，如对笠翁，则斯编实为神交之助尔。
　　土木之事，最忌奢靡。
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
盖　　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
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
譬如人有新衣二件，试令两人服之，一则雅素而新奇，一则辉煌而平易，观者之目。
注在平易乎?在新奇乎?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素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
未尝睹也。
　　凡予所言，皆属价廉工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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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所费，亦不及雕镂粉藻之百一。
且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访婢。
”予贫士也，仅识寒酸之事。
欲示富贵，而以绮丽胜人，则有从前之旧制在。
　　新制人所未见，即缕缕言之，亦难尽晓，势必绘图作样。
然有图所能绘，有不能绘者。
不能绘者十之九，能绘者不过十之一。
因其有而会其无，是在解人善悟耳。
　　人不能没有房屋，就好像身上不能没有衣服一样。
人们所穿的衣服贵在夏凉、冬暖，所住的房屋也是这样。
厅堂高达数仞，屋檐延伸在外有数尺之远，这样的房子，高大倒是足够高大，但是却只适宜夏天居住
而不适宜冬天。
登上富贵人家房子的厅堂，总会令人感到不寒而栗，虽说是威势使其如此，但是厅堂过于高大宏阔，
也会使到访之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在如此空旷高大的房屋中，主人身穿厚实的裘皮大衣，而客人
却衣衫淡薄，因此很难感到温暖。
与此相反的是，刚刚到达肩膀高度的矮墙，仅仅可以容纳身子的小屋，俭朴固然是很俭朴，但是却只
适合主人单独居住，无法用来招待宾客。
到了清寒士人的家中，即使来人心中没有忧愁哀伤的事情，也会感伤不已，虽说是气氛使其如此，但
是房屋过于低矮狭窄。
也会使来访之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就算主人能够忍耐萧条疏落，而客人却大多憎恶凄凉寂寥。
所以我希望显赫人家建造房屋时，不必过于高大宽广。
因为房屋的高低宽窄，最好与住在屋中的人彼此能够协调。
善于画山水的人有一条秘诀叫做：“丈山尺树，寸马豆人（若是所画的山高为一丈，那么山上的树高
度不超过一尺；与此相应，画中的马约为_二寸左右，而马上的人则与黄豆相似）。
”如果山峰高度只有一丈，却用高达二三尺的树木作为点缀；马匹大小约在一寸左右，跨在马上的人
却大小如同米粒，那么山峰与树木、马匹与骑手之间，是相称还是不相称呢?如果达官贵人们的身躯都
能像商汤、周文王那样，高达九尺十尺，那么房屋高达几仞也就较为合适，否则厅堂越是高大，人就
会越显得矮小，地面越是宽阔，人也就会越显得瘦削，那么为什么不把厅堂盖得矮小狭窄一些，以此
来反衬自己身躯的高大魁梧，这种效果岂不是更美妙吗?至于普通士民的居室，难免低矮狭窄，对于他
们来说，虽然低矮却也无法使其耸立起来显得更加高大，虽然狭窄也不能进行扩充使房屋显得更为宽
阔，但是那些污染房屋的垃圾、阻塞房屋空间的物品可以进行清理整治，房子一旦打扫干净、排列整
齐后，那么原本低矮的也可以显得高大起来，原本狭窄的也能显得宽阔起来。
　　我一生贫寒卑贱，颠沛流离，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即使要依靠借债来维持生机，租赁他人的房
子来居住，也从来不让自己所住的房屋有些许的污秽。
我生性喜爱花草绿竹，可是想要购置却又苦于没钱，只好经常让妻儿忍受几天饥饿，或者忍耐一个冬
天的严寒，省下一些生活费用，以便满足耳目欢娱的需要。
他人见到这种情景，经常讥笑我，但是我始终怡然自得。
我生性又不喜欢雷同，喜欢追求新颖奇特、与众不同的效果，我常说人们修葺居室、整理宅第这类事
情，与阅读诗书、撰写文章其实有着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那些从事于科举考试的学子，水平高超的就能独出心裁，写出新颖奇妙的文章；而水平最低的
，也可以将自己平时熟读的文字，移头换尾，增加或者减少一些字句，然后写成一篇新鲜的文章，从
来没有把整篇文章一字不动地抄录下来，然后自己宣称是善于化用的人。
然而一旦面对修建房屋这种事情，必定会模仿他人厅堂的式样，然后修建自己的厅堂，窥探他人所建
的门户，然后来建自家的门户，稍微有所不同，不会认为这是自己的独特创造，反而会为此感到羞耻
。
我经常看见那些公侯贵戚们，花费数以千万计的巨额钱财来修建园林宅第，必定会事先吩咐那些负责
修造的工匠：亭阁要仿照某人的式样，台榭则要遵循某家的设计，绝对不能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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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负责施工的人，等到整座宅院建成后，必定会大肆夸耀，居功自傲，宣称　　他们树立的屋门、
开凿的窗户，安排的走廊以及设置的阁楼，每一桩每一式都是模仿名园而作，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差
异。
唉！
他们实在是太浅陋了。
构造园林亭阁这样美妙的事情，从高处说不能独出心裁，自成一家，就好像那些标新立异、创立新制
的文人那样；往低处说甚至不能改换尾巴、截去开头，效仿套用腐朽化为新奇的庸人之笔，反而在那
里狂妄自大，自鸣得意，这种人的想法为什么这样卑下！
　　我曾经告诉别人说：“我平生有两样绝技，自己因为财力所限而不能运用，他人却又不懂得运用
，实在是太可惜了！
”有人问道：“究竟是哪两种绝技呢?”我回答道：“一是辨明审核音乐，一是设计建造园林亭阁。
”我生性喜爱填词作曲，也曾撰写了不少戏曲，这些事情都已为海内人士所共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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