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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内容概要

《闲情偶寄》，中国人修身养性第一书；娱乐与实用兼备的性灵奇书。
林语堂将《闲情偶记》誉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 。
周作人称其为“文字思想均极清新的可喜小品”。
李渔的戏曲理论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居室部是中国文人建筑的教科书。
（李渔的）文章涉猎如此广泛，饮食、起居、化妆、造房甚至讨论厕所，讨论西湖游船上窗格该用什
么文雅图样，他和袁枚相似，敢开风气之先，甘冒世俗非议，但敞开胸怀拥抱生活。这类文士是真能
造园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这样一种文士去和建筑活动结合。——2012年度普利策奖中国建筑
师王澍
《闲情偶寄》是清代李渔的名著，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全书共词曲、演习、声容、居室
、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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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养生等诸多方面，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和生活审美情趣，堪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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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文学大师对此书均十分推崇，如周作人称其“有自然与人事的巧妙观察，
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林语堂称其为 “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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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作者简介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笠鸿，一字谪凡，号笠翁、湖上笠翁等。祖籍浙江兰溪，生于江苏
如皋。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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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书籍目录

闲情偶寄
目　录
卷　一
词曲部上/
结构第一
戒讽刺
立主脑
脱窠臼
密针线
减头绪
戒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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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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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趣
戒浮泛
忌填塞
音律第三
恪守词韵
凛遵曲谱
鱼模当分
廉监宜避
拗句难好
合韵易重
慎用上声
少填入韵
别解务头
卷　二
词曲部下/
宾白第四
声务铿锵
语求肖似
词别繁减
字分南北
文贵洁净
意取尖新
少用方言
时防漏孔
科诨第五
戒淫亵
忌俗恶
重关系
贵自然
格局第六
家门
冲场
出脚色

Page 4



《闲情偶寄》

小收煞
大收煞
填词余论
演习部/
选剧第一
别古今
剂冷热
变调第二
缩长为短
变旧成新
授曲第三
解明曲意
调熟字音
字忌模糊
曲严分合
锣鼓忌杂
吹合宜低
教白第四
高低抑扬
缓急顿挫
脱套第五
衣冠恶习
声音恶习
语言恶习
科诨恶习
卷　三
声容部/
选姿第一
肌肤
眉眼
手足
态度
修容第二
盥栉
薰陶
点染
治服第三
首饰
衣衫
鞋袜
妇人鞋袜辨
习技第四
文艺
丝竹
歌舞
卷　四
居室部/
房舍第一
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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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高下
出檐深浅
置顶格
甃地
洒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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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栏第二
制体宜坚
取景在借
墙壁第三
界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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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壁
联匾第四
蕉叶联
此君联
碑文额
手卷额
册页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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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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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第五
大山
小山
石壁
石洞
零星小石
器玩部/
制度第一
几案
椅杌
暖椅式
床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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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笼箧笥
骨董
炉瓶
屏轴
茶具
酒具
碗碟
灯烛
笺简
位置第二
忌排偶
贵活变

Page 6



《闲情偶寄》

卷　五
饮馔部/
蔬食第一
笋
蕈
莼
菜
瓜　茄　瓠　芋　山药
葱　蒜　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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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食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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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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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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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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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槿
桂
合欢
木芙蓉
夹竹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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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藤本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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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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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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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松柏
梧桐
槐榆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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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
棕榈
枫桕
冬青
卷　六
颐养部/
行乐第一
贵人行乐之法
富人行乐之法
贫贱行乐之法
家庭行乐之法
道途行乐之法
春季行乐之法
夏季行乐之法
秋季行乐之法
冬季行乐之法
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
睡
坐
行
立
饮
谈
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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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花听鸟
蓄养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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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忧第二
止眼前可备之忧
止身外不测之忧
调饮啜第三
爱食者多食
怕食者少食
太饥勿饱
太饱勿饥
怒时哀时勿食
倦时闷时勿食
节色欲第四
节快乐过情之欲
节忧患伤情之欲
节饥饱方殷之欲
节劳苦初停之欲
节新婚乍御之欲
节隆冬盛暑之欲
却病第五
病未至而防之
病将至而止之
病已至而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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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病第六
本性酷好之药
其人急需之药
一心钟爱之药
一生未见之药
平时契慕之药
素常乐为之药
生平痛恶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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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章节摘录

Page 11



《闲情偶寄》

编辑推荐

《闲情偶寄(全新典藏本)》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第一书；娱乐与实用兼备的性灵奇书。林语堂将《闲情
偶记》誉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周作人称其为“文字思想均极清新的可喜小品”。李渔
的戏曲理论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居室部是中国文人建筑的教科书。《闲情偶寄(
全新典藏本)》特色：1.《闲情偶寄》，中国人修身养性第一书！！！2.《闲情偶寄》是清代李渔的名
著，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内容权威，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大师倾情推荐。3.娱乐
与实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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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名人推荐

（李渔的）文章涉猎如此广泛，饮食、起居、化妆、造房甚至讨论厕所，讨论西湖游船上窗格该用什
么文雅图样，他和袁枚相似，敢开风气之先，甘冒世俗非议，但敞开胸怀拥抱生活。这类文士是真能
造园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这样一种文士去和建筑活动结合。——2012年度普利策奖获奖建筑
师 王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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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精彩短评

1、很好，第一次购物很开心，物流很快，货物很全，书很好！下次买书就认准这里了
2、这本书是作者一辈子的心血，属于集大成之作，需要一点点读，慢慢品
3、看古代文人的风雅，当此为最佳。
4、虽是闲情偶寄依然道理深长，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心也会不禁浮躁，学学古人如何在休闲中品味生
活。
5、我知道的中国文人里，懂得享受人生的，我知道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李渔，一个是林语堂，而林
语堂分外推崇这本书，称其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百科全书”，看林语堂的面子看看李渔，发现确实
写的很经典。
6、真的是修身养性第一书！
7、很好，收藏起来慢慢品味
8、闲情偶寄（精装典藏本），推荐
9、以前一直以为古人的生活很无趣，娱乐也少。看了这本书发觉其实古人比现代的人还懂得生活，
懂得享受。书的纸质和印刷都不错，这一点就很满意了。
10、多看看这类的&amp;amp;amp;hellip;修身养性
11、中国人的百科全书，中华几千的文化基本上都浓缩在此书里面，文字朴素自然！
12、最初想买这本书是因为有意练习了一篇文言，文词清丽，一看就懂，而且看完《竹》，心里顿时
生出向往之情，也对作者李渔生出好奇之心。 现在手里的这本书还来不及瞻仰其内容，却已是喜欢到
不行⋯⋯?﹏?
13、这本修身养性的书真的非常好看，可以在闲暇时在阳台上边喝茶边看这本书，很陶冶情操。
14、可谓奇书，灵性。。。
15、很有思想，透过文字，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6、一直很想买一本《闲情偶寄》，看了几个版本后决定买这本。厚度刚好；硬皮封面有效保护了里
面的软质纸张；封面图案也很古典，是喜欢的类型；文言文，并没有附加白话文翻译，很喜欢！
17、现在的人什么都太快了，这个是个慢的书，希望自己可以慢下来
18、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
19、非常好的养身书，收藏来慢慢看
20、李渔对女人很有一套，有10个老婆天天排成一排接受检阅，还排戏唱戏赚零花钱。人才啊！
21、书还没看，但是包装很好，和图片一摸一样，你看下推荐这本书的人就知道这本书值得珍藏。
22、一代国学大师李渔的著作，不仅仅论述了他关于戏曲的理论
23、梁实秋、胡适、林语堂、周作人都推荐这个书，我买了看看这个书到底有什么魅力
24、文人八大奇书之一，文言文，文美。
25、正在拜读，感谢当当的优惠价，很好的一本书
26、刚拿到书，包装很仔细，书的装帧我很喜欢，会认真研读
27、理解中国传统文人趣味的经典读物，不愧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第一书
28、很有手感的一本书，这本书一直都想买，现在如愿以偿了，开心，质量杠杠的
29、闲时读来，总让人心表愉悦
30、这本书很不错，物美价廉，以后还会经常光顾当当的
31、经典，名著的力量！！！
32、很适合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33、传统文化中真正奇书啊 可惜词曲部已然不通了
34、一本能让人尽情享受生活之美的书，正适合如今快节奏下只顾赶路不闻花香的现代人。生活中有
很多点滴美好，重要的是去发现和感受。
35、质量很好，纸张不错印刷也不错
36、闲情偶寄很是经典，值得一看~
37、正版书，速度快，态度好。
38、这书老版得没找到 这个也不错
39、不错，满意，无论书的印刷还是设计，纸张，内容，装帧，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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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40、上大学的时候学过这本书戏曲理论部分，不过现在喜欢饮馔和和颐养了，我太胖了，李渔说怎么
减肥没有，我看看
41、简体横排，没注释版，需要有一定的古文能力去阅读。
42、写的太美了！！！
43、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其实不需要我做过多评价，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然有自己的道理。这个
版本是我最喜欢的版本。
44、送书速良很快。
45、这本书是平时修身养性的第一书，心情愉悦，回味无穷。
46、老师推荐，受益良多，经典就是经典
47、很好，妹妹很喜欢这个礼物
48、此书很有机趣，现在有趣味的人不多了，书更少了。
49、全文言文，虽然不易懂，但是很多内容都满足了我对古代的好奇心，非常喜欢
50、李渔的书，里边是小品文，很有意思
51、李渔是一个爱玩、会玩的老顽童，文字经典
52、之前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闲情偶寄》结果那本书内容不全，是阉割版。懊恼之余，从新
选择这本完全版。
53、这个系列的书印刷排版如果能更时尚就好了。书还是不错的。
54、买了很久，现在才来评价⋯⋯书才到的一个星期就已经迫不及待的看完了！印刷也很好，纸质也
不错，很轻便的样子。
55、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56、哇，是彩色插图版的啊，书分8部，各有插图。真好！当当送货也很给力，特别快还有发票。
57、闲情偶寄（博采经典004,全新精装典藏本，中国人修身养性第一书；娱乐与实用兼备的性灵奇书
。林语堂将《闲情偶记》誉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 。周作人称其为“文字思想均极清新的
可喜小品”。
58、冲着“中国人修身养性第一书”的推介买的，大致浏览一下，非常喜欢，权当闲书来读，休闲娱
乐。
59、作者李渔把古代生活中的点滴形象的记录了下来，十分有趣，虽是古文也不难理解
60、书很好 在网上买比较划算 纸质很好
61、书中很多内容虽然离我们年底久远，但仍值得借鉴，非常值得阅读！
62、经典藏书，闲时一读，修身养性。
63、好好好好阿訇阿訇阿訇阿訇啊好好阿訇啊好好哦啊哦
64、这个书着实有意思！！！呵呵，可以细细的看！！
65、我一直不喜欢书套个腰封，这个书腰封套的好，不过要是有个书签就更好了。
66、很不错的书，装帧，纸张，印刷都不错，正版。
67、这本典藏版的真的很不错，有注释，正文排版大小合理。是个不错的选择
68、书还没开始看 但是装潢很好 看着舒服
69、很有意思的中国文化介绍小本子
70、我觉得不错哦，纸质也很好
71、书买太多，一个月二三十本书的买，评论真不好写，看书速度哪里跟得上？不过我喜欢这精装本
72、这本书文笔优美，相信常读能修身养性，喜欢
73、书店的版本并不多，在装帧优美和一定全本两个条件下买了这本，适合收藏～有注释没有译文，
也没有评语，前几页是插图，后面正文的地方没有图，很典雅。然而我更喜欢“中国古典文化大系列
”的版本，封皮金闪闪，有注释有译文，印刷素雅可亲。
74、很多文言文，需要静下心来自己研究
75、书的质量很好，精装，封面也比较好看，与里面的内容很相称。
76、这不就是一个明代的小资文艺青年嘛。涉及建筑园林的有些篇幅，涉及吃的都很好看。
77、趁做活动的时候买的，很划算
78、还好吧，言辞精确，理解尚能懂，语言精辟，论述有力，很值得推荐的一部随书小品，值得观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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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79、比较适合我看的 是声容部 饮食部 居室部等 觉得不比现代人各种修身养性的书差 他的研究更为细
致 葱蒜笋菇 各种啊 茶道茶具也是一一道来. 很好很好!
80、书的质量很好，配送也很及时。
81、装帧很精美，也比较接近全本，如果有质量较高的白话翻译就更好了，折扣再多点也更好哦
82、此版本装帧漂亮，古色古香，有很多很全的注释。我都书一向很挑，这个书符合我，买了收藏了
！
83、書好但是物流部怎麼的
84、闲情偶寄 我有很多版本了，据说作者60岁的时候写的，当时娶了13岁的两个妾。很是春风得意啊
。
85、偶然听说有这样的书。。迫不及待想买回来看。看了一点了。感觉很好。。
86、此书帧装古朴考究， 内容也很丰富，包含艺术生活的许多方面。
87、是一本闲情逸志的奇书，值得拥有。
88、对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点评和分析，可以选择感兴趣的细读。类似随园食单中对菜的点评
。
89、低价买本好书 能看一辈子 一边喝酒一边看
90、周作人的文章中时有引用到李笠翁，很喜欢这一类闲适小品文
91、价钱合理，古书，值得读。
92、看完《闲情偶寄》，对于养生方面，我学到了很多，李渔先生是懂得享受生活，并懂得怎么让自
己活得更开心的人
93、我以为会是一本小书，结果这么大⋯⋯
94、包装不错，一直在当当买书，看完后再来评价内容，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听到的这本书，很期待内
容，嘎嘎
95、李渔的经典，生活的美学指导书
96、看了一小部分,感觉比较深的一本书,要多花时间,慢慢品读.
97、一直想买，打折，一勺烩。
98、虽然看不太懂⋯⋯可是有助于陶冶情操，还是蛮不错的 也是了解古人生活的一本好书
99、原是被书的外观所吸引，又看林语堂先生与鲁迅先生对此书评价很高，遂决定买来这本书。果然
，书的质量很好，外观很漂亮，纸张的质量很好，掀开封面，有几张非常漂亮的画片。但是，只有原
文，且文中没有附有画片，稍显单调了些，也没有注释。只不过知识量的确是极为丰富的。
100、经典的中国古典文学之美，闲情雅致，赏心乐事。
101、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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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跌。不知裹足从何起？始自人间贱丈夫！”——运气不太好，
随手翻开的一篇，正好是作者大赞特赞歌颂小脚的内容，把我看得都有一种鼻端缭绕着裹脚布的臭味
的错觉。大概因为我是女的，所以看这本书只觉得腻歪，可能男读者看了，还得赞一声‘会玩儿’。
统观全书，随处可见的内容都能看出来，这作者不过是个自恃清高，有傲气而无傲骨的贱男人。话说
，除了书前面配的几张彩图，和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还算让人有点儿安慰，版式纸张简直一塌糊涂。
整书里连一篇译文都没放。也或许是出版社认为这本书本来就已经够厚了，再配上译文还得更厚出一
倍，干脆就好心的替我们省了这笔钱？
2、大学时，读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感觉林语堂是个有趣味，对生活很有艺术品味，也很会享受
生活的人。当时我不知道他那么推崇李渔，认为他的《闲情偶寄》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
。推崇李渔《闲情偶寄》这本书的还有胡适、周作人、梁实秋等文学大师，胡适重史料，认为这书是
“一部最丰富、最详细的文化史料。”周作人喜明清小品文，评论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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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大多数人活得大多
空泛，无趣味，身有资财者多，心有闲情者少，到了一定阶段你才会明白：黄金万两不若闲情三昧。
《闲情偶寄》算是有趣味之人写的一本有趣之书。李渔是17世纪的一个潮人，许多人知道他是因为《
肉蒲团》那个书，其实李渔没出生就被称为天上星宿转世、仙侣谪凡，于是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
。20多岁在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30多岁绝意仕途，回归乡野。名字改为
“渔”，号“笠翁”，自谓“识字农”，开始闲情人生；40多岁居杭州，写《怜香伴》、《风筝误》
等戏曲剧本和《无声戏》、《十二楼》小说集，书一时大卖，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50岁得子，随后
举家迁金陵，做出版商，创芥子书铺，“芥子园”日后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先驱，也是为数不多的百年
书铺。56岁，妻妾成群（据说妻妾不下10人）的李渔娶13岁的乔、王二姬，组建家庭戏班，自己编剧
自己导演，进行全国巡回演出；60岁时，李渔处于人生最辉煌的时刻，集一生艺术、生活经验写就《
闲情偶寄》。大学我主修汉语言文学，听文学老师讲课正好讲到李渔的《闲情偶寄》，当时主要讲的
还是词曲理论。老师说，李渔的戏曲理论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李渔说“结构第一
，词采第二”直到今天来看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很正确的有先后秩序的原则。戏剧理论虽好，对不敢
兴趣的人也是枉然，据说当时李渔的一个对戏剧理论不感兴趣的朋友，翻了十来页便觉乏味，李渔建
议他跳过前两部他则兴趣盎然了。因为过了这两部就会看到李渔评点女人的眉眼、手足和肌肤。上大
学那时候我还不会想到未来的房子会那么贵，也就没有关注房子，更没读他的“居室部”，也不知道
他写的“居室部”可称得上是中国文人建筑的教科书。说实在的，我很久都没看到这个书有多好，直
到后来我把书和”吃穿住行“对应起来才恍然大悟：这本书可算是实用之人写了一本很实用的书。吃
穿住行是中国人的四件大事，现在生活好了，往低处说大家讲究个吃喝玩乐，往高处说大家讲究个修
身养性。我惊奇地发现李渔的书基本上把“吃穿住玩乐养”都包括了。吃喝是饮馔部，蔬菜、主食、
肉都有涉及，鸡羊猪牛、鱼虾蟹、葱蒜萝卜、汤粥面写的很细；穿是声容部，当然除了穿，声容部还
告诉你了怎么鉴赏女人；住是居室部，玩是器玩部、种植部，这两个不同的是，一个是植物，一个是
器物。戏曲部，属于乐也可以属于玩，那时候也没流行歌曲，在那个时代听个戏是最雅致和高级的事
情了，而且人家自己也自导自演过，并上升到了理论。乐在颐养部专门有一节是写行乐的。行乐不仅
仅按春夏秋冬分，还按照穷人、富人、贵人分，也按照睡、坐、行、立、饮、谈分，更是连洗澡怎么
洗都包括了，算是写的够细致了。关于修身养性，李渔在颐养部里说要行乐、止忧、调饮啜、节色欲
、却病、疗病。  这本书算得上是趣味和实用结合的中国人修身养性的第一书。从没想过会策划这本
一本书，2012年我们准备策划古典经典书系列，于是我选择了这本，这本书属于雅致的书，也是属于
俗世之人的书。策划这本书有点惴惴不安，因为版本众多，难度实在是不小，我害怕自己的版本会不
符合读者的风格和审美，更怕版本不善会损毁李渔对世人的心意，起初我也想选一个更接近现代人的
清新的带花鸟的清新封面，但是我还是感觉那个太清浅了，李渔有基于俗的外套下的内在雅致，不是
所有人都能洞见这一点，于是我还是让封面走了雅致的路线。做书过程中，百度搜索到： 1671年，李
渔写《闲情偶寄》，1672年，年方19岁的家班台柱乔姬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1673年，也是正19岁
的王姬又因病撒手人寰。李渔家班从此一蹶不振，渐次瓦解，也终结了李渔一生的辉煌。了解了这个
悲伤的故事后，于是决定本来偶然选择一个女子在封面上，变得有意义起来：那个女子就是乔姬或者
王姬，算是对李渔的一种慰藉，如果李渔活着就好了，可以送他一本书，顺便让李渔去辨认一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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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他的哪个女人！这本书算是2012年我馈赠自己的一本书，这本书我自己已经珍藏于时光，2012年
世界没有灭亡，以后的日子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有趣的人，要善于享受人生的每一寸美好时光，因为
黄金万两不若闲情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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