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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闲情偶寄》又名“笠翁偶寄》，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创作的一部关于艺术生活和审美现
象的著作。
    李渔(1610 1680)，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
十八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五岁应童子试，深受主考官嗟赏，被誉为“五经童子”。
但日后两赴乡试，前次名落孙山，后次值兵乱中途折回。
人清后绝意仕进，主要从事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
移居南京后，将居所命名为“芥子园”。
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交达官显贵、文坛名流。
晚年家道衰落，甚为凄凉。
其著述较多，有《凰求风》、《玉搔头》等戏剧，《十二楼》、《无声戏》、《连城璧》等小说及《
闲情偶寄*等作品。
    李渔生于殷实之家，科举考试的失利以及易代之际的动荡社会让他对仕途举业丧失了兴趣，转而从
商、排戏，成为一名做生意的文人。
其一生，有过富贵荣华、锦衣玉食的日子，也有捉襟见肘、贫病交加的岁月；有过莺歌燕舞、流连脂
粉的享受，也有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的体验。
他既能写猥亵露骨的艳情小说，亦精通典雅纯正的传统诗文。
作为一名交游广阔、阅历不凡的风流才子，李渔的性格与才华是复杂、多面的。
但举其大者而言，他无疑是一位热爱生活、极富创见的艺术家。
法国雕塑家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
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
”李渔就是这样一位擅长发现生活美的大师。
通过其作品可以发现，他对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诚恳谦逊的态度，善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
的理智去判断，用自己的心灵去创造，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坚持以个性化的感受总结生活之美
。
他是一位懂得生活艺术的人，是一位生活得很艺术的人，而且是一位能将生存体验凝结为艺术作品的
人。
    《闲情偶寄》是李渔的重要著作之一，是其生活经验和艺术智慧的结晶。
它既是一部生活美学、艺术美学的著作，又是一部生动活泼、轻松惬意的小品，在点评衣食起居、娱
乐养生之际，鲜活地展现了十七世纪国人日常生活、世俗风情的画卷，堪称休闲百科全书、古代生活
艺术大全，无愧名列于“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该书内容丰富而切近生活，叙述中时见议论与抒情，趣味幽默，文字雅洁，可谓现代生活美文之滥觞
，长久以来为各类读者所喜好。
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一辈现代散文大师都曾受教于此书，并对其褒奖有加。
作者自谓：“凡予所言，皆贵贱咸宜之事，既不详绣户而略衡门，亦不私贫家而遗富室。
”无论贵贱贫富、三教九流之人，皆可从中获益。
    这部书的创作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强烈的个性特征密切关联。
全书凡八部，三十六门，两百余目，论及戏曲、歌舞、园林、建筑、花卉、器玩等艺术及其与生活相
关的各种审美现象。
内容虽杂，主旨却甚为明晰。
作者试图通过自身细腻的生活感受、智慧的发明创造、高雅的艺术品位，指导人们最大限度地获取生
活之乐趣。
显而易见，“享乐”便是这部著作的终极旨归。
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潇洒文人，李渔深谙才华须由快乐来证明，“享乐”既是其热爱生活的表现方式
，也是其创作《闲情偶寄》的根本意图。
这一主题的确立，与其财力优渥、衣食无虞的生活不无关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闲情偶寄>>

但同时他也懂得生活中有些美好的东西是不必花钱的，在大谈“享乐”之际，李渔时时不忘节俭，处
处顾念贫者，提倡苦中作乐，并在卷首凡例中明确提出“崇尚俭朴”的观点。
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商人，他知晓敛财的艰辛，与底层百姓的接触以及曾经潦倒的经历，都促使他萌生
“俭朴”的观念。
    此次整理的这部《闲情偶寄》，保留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六个部分，台弃词曲、
演习两部。
(因这两部乃是关于戏曲演出的理论，与日常生活无甚关系。
)以下试述六部之梗概：(一)美貌对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作者在《声容部》中从美学角度系
统地论述了女子仪容之美，探究了容貌仪态的审美问题。
“选姿门”中肌肤、眉眼、手足、态度四目主要谈论先天美，即自然之美；“修容门”中盥栉、熏陶
、点染三目，主要谈论后天美，即修饰之美。
(二)作者自称“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可见其对房屋建筑极有心得。
李渔这方面的美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居室部》中，“房合门”探讨房屋、园林建构地址及方位的选择
，屋檐的实用与审美价值，天花板的巧妙设计，园林的空间布局，庭院地面铺设等问题；“窗栏门”
论及窗栏设计的原则与方法，窗户对于建筑的美学意义等；“墙壁门”研究墙壁对于园林建筑的重要
性，以及各类墙壁的具体处理办法；“联匾门”讨论对联、匾额的审美价值，及其对于房台、园林的
重要价值。
“山石门”主要论及假山对于园林构建的重要作用，以及运用山石布景的具体方法。
(三)《器玩部》主要谈及日用器具、好玩之物的实用和审美问题，所论大多为百姓常用之物，如几案
、椅杌、床帐、橱柜、箱笼、炉瓶、屏轴、茶具、酒具、碗碟、灯烛、笺简等。
作者对这些日用器物多有改良，并时见创造，处处闪现着务实精神与聪明才智，以及作者对生活细节
的不懈追求。
(四)苏轼云：“我生涉世本为口。
”吃喝的重要性毋庸讳言。
《饮馔部》专谈烹饪饮食之道，全面阐述了主食及荤素菜肴的烹制、食用方法。
重蔬食、崇俭约、尚真味、主清淡、忌油腻、讲洁美、慎杀生、求食益是作者对烹饪饮食的主要观念
。
作为一名美食家，李渔提倡在俭约中追求膳食的精雅，寻求饮馔之乐趣。
(五)《种植部》凡木本、藤本、草本、众卉、竹木五门，作者分述各类植物的外观、特性、种植要点
，并结合自己的经历抒写了许多独特的感受。
这些篇章构思新致，笔触优美，令人如对花草，赏心悦目。
(六)《颐养部》内容广泛，分为六门，论及行乐之法、解愁之方、饮食调控、性欲节制、疾病防范、
疾病治疗等摄卫调养之法，另及交友谈讲、昕琴观棋、看花听鸟、蓄养禽鱼、浇灌竹木等等，集中反
映了作者“欢乐”为本的颐养护生观念。
    粗览此书，但见花鸟鱼虫、声色犬马之类，亭台楼榭、酒肉粱锦之属，然细心品味后，不难于精美
器物、精致生活中见出悠悠闲情、飘飘逸致，体味出作者的生活感受力和艺术领悟力。
李渔在书中所提倡的“享乐”，除却必须的物质条件外，更需要的是一种清雅拔俗的生活情调。
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品位才谈得上生活。
作者在指导人们吃喝玩乐、接触生活中最甜蜜事物之时，又处处告诫人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左右。
因为他明晓任何享乐只有在适度的时候才有意义，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便会流于庸俗；一旦快乐达到
顶点，便会使人腻烦。
李白云：“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寻欢作乐是一切生命的本能，享受人生的快乐当然无可非议。
然而欲海无边，能力有限，为了化解这一矛盾，作者在本书凡例中提出“规正风俗”、“警惕人心”
之说，他欲规正的便是肤浅庸俗的风气，欲警惕的便是贪得无厌的人心。
作者期望以俭约的享受取代奢侈的浪费，以雅致的品位取代无边的欲望。
因而，《闲情偶寄》一书给予人们的非惟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亦非庸流俗夫所谓的享乐主
义，它摆出了一个无需奢华却彰显品位的范本，从艺术化的审美角度，展现诗意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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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角度和境界正是当今“泛娱乐化”时代最为稀缺的元素。
故而，它对我们今天提高生活品位和人生境界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在个别地方存有封建腐朽的痕迹，存在一些不科学、落伍
的观念。
    我们的这个译注本对文中人名、地名、典故以及部分难字作了简要注释，力求通俗易晓；译文以意
译为主，不强求字、词、句的对等，着重从整体上表达原作内容。
此外，为帮助读者欣赏、理解，随文附有大量精美插图。
笔者蒙昧学识，书中谬误在所难免，敢望读者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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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
读“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品三百年前中国人的优雅慢生活
配有200多幅明清版画插图
《闲情偶寄》又名《笠翁偶寄》，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的重要著作之一，是其生活经验和
艺术智慧的结晶。
它既是一部生活美学、艺术美学的著作，又是一部生动活泼、轻松惬意的小品，在点评衣食起居、娱
乐养生之际，鲜活地展现了十七世纪国人日常生活、世俗风情的画卷，堪称休闲百科全书、古代生活
艺术大全，无愧名列于“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该书内容丰富而切近生活，以浅白的文言行文，简洁雅致、清新隽永。
叙述中时见议论与抒情，趣味幽默、妙语连珠，可谓现代生活美文之滥觞。
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一辈现代散文大师都曾受教于此书，并对其褒奖有加，而且对我们今天提
高生活品位、营造艺术的人生氛围仍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本书对文中人名、地名、典故以及部分难字做了简要注释，力求通俗易晓；译文以意译为主，不强求
字、词、句的对等，着重从整体上表达原作内容。
此外，为帮助读者欣赏、理解，随文附有大量精美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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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代）李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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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注释】 ①“却嫌脂粉污颜色”二句：语出杜甫《虢国夫人》诗。
虢国夫人，杨贵妃三姐，原嫁裴氏，后得唐明皇宠幸。
扫蛾眉，即画蛾眉。
 ②汉刘向《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
”后遂以“紫气东来”表示祥瑞。
 ③春生之社婆：春天祭祀土神仪式上妆成白眉的土地婆。
 【译文】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这是唐人的妙句。
现在的人忌讳谈论脂粉，动不动就说它是玷污人的东西。
有的人满脸是粉却说自己从来不抹粉，满唇胭脂却说自己从来不涂胭脂，这都是对唐诗太过相信，想
以虢国夫人自居。
唉！
脂粉怎能玷污人呢？
只是人自己玷污自己而已。
有人说脂、粉这两种东西，本来是为中等姿色的人准备的，美貌的女子不需要。
我说：不是这样，只有美貌的女子才可以施脂粉，其他女子似乎可以不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种东西很世俗，很有趋炎附势的样子，美丽的女子用了它会更加美丽，丑陋的女子用了它反
而更加丑陋。
假如让绝代美女略施脂粉，能不增加她的娇媚吗？
假使相貌丑陋的女子脸上涂脂抹粉，能不让人害怕吗？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肤色白抹粉后会更加白，肤色黑抹粉后却不能马上变白。
黑的肤色上加上白色，这是想故意显出自己的黑，而用白色来形成对比。
试用墨和粉先分开放在两处，然后合在一起观察。
当它们分开放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虽说各有各的性质，却并没有太相互排斥。
等把它们合到一起时，就感觉黑的似有不安，而白的也想离开，两者互相妨碍，难以在一起相处。
因为天下万物，同类的可以相处，不同类而有相似之处的也可以使它们相处。
至于既不是同类又没有相似之处，而且是相反的东西，就千万不能把它们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必然会
很为难。
这是说粉不可以乱用。
胭脂就不同，脸白的人能用，脸黑的人也能用。
但胭脂和粉这两样东西，相互依附。
脸上抹了粉，而唇上涂了胭脂，就会显得灿烂可爱；如果脸上没抹粉，只染红了嘴唇，不但红色显不
出来，而且红色还会将脸上的黑色变成紫色。
紫色这种颜色不是天生的，而是红黑两种颜色混合形成的。
黑色一遇到红色，就像遇到老朋友一样，不让它们合在一起，它们也会自动合在一起，脸上精光四射
，不觉生出一片紫色，假如让她骑着老子的青牛，竟然会呈现色彩斑斓的祥瑞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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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闲情偶寄: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插图珍藏版)》又名《笠翁偶寄》，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
渔的重要著作之一，是其生活经验和艺术智慧的结晶。
它既是一部生活美学、艺术美学的著作，又是一部生动活泼、轻松惬意的小品，在点评衣食起居、娱
乐养生之际，鲜活地展现了十七世纪国人日常生活、世俗风情的画卷，堪称休闲百科全书、古代生活
艺术大全，无愧名列于“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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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
 ——林语堂 一部最丰富、最详细的文化史料。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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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闲情偶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