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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闲情逸致》

内容概要

历史从来不可能仅仅是正史与教科书中所叙述的那种有关政治、政权与国体等的活动，也不单是社会
结构、社会组织与社会行动方式等的更替，或由社会活动引起的思想与文化等的变迁，历史包含着雷
蒙·威廉斯所说的“生活方式”的铺叙与展现。这一意识反射到思想史与观念史的领域也一样。在过
去，我们所确认与了解的中国思想与观念的历史，几乎都是以儒释道三家中的经典思想的文化事实被
重新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引入历史的结构之中时，一个更宽泛与广大的生存世界与观念世界遂开
始浮出地表。
中国人在日常状态下的生活方式，必然还会是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也制约人们的需求，体现为一种被
动形态，并且不是自身所愿意选择的。然而，毕竟有一些方式依然是人们真心意愿与视为归属的，只
有在些之中，才体现出主动的快感，为心灵所自觉认同，不断地求之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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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卓越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兼职教授，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学会副会长。现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西文论比较、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思想史等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任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和语言文学教学部主任，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秘
书长。长期从事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以及
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专长，出版学术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科研成果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科研成果奖等奖项。
于  丹  《于丹<论语>心得》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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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从来不可能仅仅是正史与教科书中所叙述的那种有关政治、政权与国体等的活动，也不单是社会
结构、社会组织与社会行动方式等的更替，或由社会活动引起的思想与文化等的变迁，历史包含着雷
蒙·威廉斯所说的“生活方式”的铺叙与展现。这一意识反射到思想史与观念史的领域也一样。在过
去，我们所确认与了解的中国思想与观念的历史，几乎都是以儒释道三家中的经典思想的文化事实被
重新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引入历史的结构之中时，一个更宽泛与广大的生存世界与观念世界遂开
始浮出地表。中国人在日常状态下的生活方式，必然还会是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也制约人们的需求，
体现为一种被动形态，并且不是自身所愿意选择的。然而，毕竟有一些方式依然是人们真心意愿与视
为归属的，只有在些之中，才体现出主动的快感，为心灵所自觉认同，不断地求之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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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拿到手里我还以为是二手书，脏得要命
2、有些许粗疏的错误，但书本身的题材我大爱。
3、看了几页看不下去了。也把后面的大致浏览了一下。觉得作者写得完全没有逻辑，想到哪写到哪
。一会这个古人干了啥，一会那个古人干了啥，看了几页后脑子里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起码也得
安装一定逻辑或历史顺序吧，比如篆刻，从哪里起源的，有什么地域、时代的流派，怎么进化发展的
，代表人物有谁，等等。可我看不出作者有任何顺序。再加上作者自己的大量感慨混杂于叙事中，更
加混淆了历史本来面目，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个作者）想说啥。后悔，不该买此书。
4、既有专业理论但写的深入浅出
5、因为是个多人著作集和，所以质量也参差不齐，有好有不好的，不过作为闲书了解一下还不错，
起码大致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了，58块好贵。
6、古人的闲情逸致而今也只有对着书中的文字遥想一下了。书里的篇章带来的是古典的情怀。
7、不是外来的而是扎根本土的中国情调
8、中华文化书坊之一。
9、中国古代生活史
10、感觉没什么初级心灵的亮点，材料的罗列
11、没领略出古人爱好的吸引人之处
12、琴棋书画茶酒戏乐各方面都非常详实专业，祖国的文化真是了不得，厚重，有品，推荐
13、这本书很系统地讲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包括琴棋书画，对于系统了解中国古典文人由很
大的帮助，美中不足的是仅限于现象描述，不够深入，最后说一点，价钱稍微贵了点。
14、过于....理想
15、很早看的书了，内容记不真切了。
16、2014-4-20
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静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
17、算是中国好玩的总结，比较浅显易懂，很不错的消遣书
18、年轻一代，还是要多看看类似的书，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文化。
19、看到后面。写者越来越没见解，照抄资料没多大读趣。
20、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闲情逸致及其独特生活方式有很好描述，可惜缺乏批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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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每人写一个面向，乍看下非常热闹，文字又极尽优美，很容易流连于引文中，温习自己的古代文
人士大夫之梦。撇开稍微高级点学术问题不谈，随便翻翻，“姚孝广”、“宋代大画家黄公望”之类
的错误太明显太惹眼，实在不好说什么。至于这样的图式究竟能不能把握住古人的那种精致有韵味的
生活？恐怕光抄一些古书是不行的吧？虽然很花哨，仍然免不了浅薄。
2、历史从来不可能仅仅是正史与教科书中所叙述的那种有关政治、政权与国体等的活动，也不单是
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与社会行动方式等的更替，或由社会活动引起的思想与文化等的变迁，历史包含
着雷蒙*威廉斯所说的“生活方式”的铺叙与展现。这一意识反射到思想史与观念史的领域也一样。
在过去，我们所确认与了解的中国思想与观念的历史，几乎都是以儒释道三家中的经典思想为代表，
以之作为中国人思考宇宙、社会与人生的主要模式。然而，当最基本的文化事实被重新发现，人们的
生活方式被引入历史的结构之中时，一个更宽泛与广大的生存世界与观念世界遂开始浮出地表。中国
人在日常状态下的生活方式，必然还会是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也会制约人们的需求，体现为一种被动
的形态，并不是自身所愿意选择的。然而，毕竟有一些方式依然是人们真心意愿与视为归属的，只有
在此之中，才体现出主动的快感，为心灵所自觉认同，不断地求之索之，为此而耽溺与陶醉。其中，
最值得表征的，就是中国人在闲暇中索获取的那种乐趣，或称之为闲情逸致。它们构成了中国人漫长
历史中的一段快乐光阴，是古人愿意生活于世、乐于生活于世的重要理由之一。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
样的一种生活，中国的历史才不至于被沉重的政治纷争、道德庄严与功利追逐等所压垮，仅留给后人
一段深重的记忆，而是也能显现出一种优雅、曼妙的轻快与轻松来；在东方的天空下，才会依然如故
地呈放出平明、斑驳与灿烂的景观。于是，我们可以说，东方并不只有沉重与困苦的记忆，也有东方
式的值得追怀与挂牵的绮丽与闲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解释，如果按照思维的惯性，我们一般会习于
以社会决定论的视角来解释之。诚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会受到与之平行存在的政治组织方式及主
导思想模式的影响，但承认这点，并不等于说，社会决定论的模式就能够必然与完整地替代对生活方
式、日常情趣、兴趣等的解释。换一个视角来看，闲暇之乐趣的存在与出现，为人汲汲以求，恰恰是
出于对受控性社会模式的一种厌倦、对抗或者补充。古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即以为处在一种工作状态
与社会状态中的人与事才是“正当”的，毋宁可将之看作一种主流性的意识形态，为此而有“玩物丧
志”等的说法，以警示心灵对于闲暇乐趣的耽溺。但古人也有将社会事功等看作是生命之累的，以致
将对社会事功的摆脱看作是生命自体的真实呈露，是生命沿着自己的法则而取得快乐的重要途径，因
此而珍视闲暇生活中的种种更细微、具体、精致的乐趣。尽快这种理解是更为边缘化的，但在实际的
生活层面上却是普遍地存在的。以此而言，对闲情逸致的追求恰恰是出于一种补救与解救的意识，即
使生命的真实性能从虚构的主导意识形态下解脱出来，将个体的人从约束性的社会事物中引出，而走
向自然、生活、志趣相契的友群，或自己的心灵状态等。尽管以社会化的视角看，这是一条狭窄的通
道，但在生命摆脱了社会对之的严格限定之后，也能将人引向一个心灵所属的更无所拘束的自由境界
。闲暇的情致，也是一种审美化的人生，一种美感人生。过去对中国古代审美活动的探寻，往往偏向
于从狭义的艺术范围入手，即从诗歌、美术、音乐、舞蹈等中提炼美的经验。但日常生活的概念却打
开了一个更广泛的领域，使我们大大地扩大了美的领受范围。美固然在艺术的构建及对之的领略中，
但也在更为广大的经验世界中分布，在无甚关及功利的那些技能性的活动中（如博弈）、在自然山水
的随意性倘佯中、在感官性的精神升华中（如饮茶）、在对生活场景的安排中（如盆栽与园艺等），
同时也自然会出现在艺术的一些边缘化活动中（如古玩与金石爱好）、在一些群体性的娱乐事件中（
如观戏与捧场等）。美的经验无处不在，且在各种不同的生活角落漫溢、跃动。这些更宽泛的活动在
新的观念下的被发现，同时也必然会解构“美在艺术”、“美在距离”的传统界定，使我们对审美活
动有一新的认识。东方式的美学观，无需按照康德等西人的理论来加以界认，它就扎根在古代中国人
的心理结构中。中国人很少有从生活中抽出一个关于美的抽象概念来凝视与讨论的，美与生活同体，
生活即美的最为普遍的温床，本来就是中国人理解自己美学的一种最为亲切的方式。编辑这样一部书
，其中可阐述的一个意图，便是要将古人所经历的各种生命乐趣样式，即其体验、构造生活之美的品
类罗举出来，以使我们能更直观与直感地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曾经被掩蔽的角落，了解吾国吾民曾贴
切地感悟与享受过的真实生活与经验，使心有同感者能在这些逐渐展开的画幅中，重新品位古人曾经
消受过的快乐光阴。当今生活方式或闲暇方式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增进，但以在宽松时光所享有的宽
松心情来细腻料理自己的一掬乐趣而言，则我们依然远不及前辈所达到的境地，从他们平静、安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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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中，我们能够感知到一种不可企及的奢侈。也正因此，我们有了来自历史的安慰，而只要我们愿
意，我们本来也可以生活得更为自足与美感一点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里反映出来的就是古人
全部的有关快乐的知识，由于受到我们自己人生立场的暂时限制，读者可以看到的，我们的选择更多
的还是偏向于一种精神上提升的内容，即偏向于闲雅而相对地稀薄于世俗。为了更多地展示“情致”
而不是陈述一种知识系统，因此在叙述时也主要侧重在对主体意愿的发掘，将古人、古事、古意融会
在一起加以描绘。本书的这样一种特有的写作状态，决定了其学理上的偏颇与局限是在所难免的，为
此，只能有待有心有所契者们的认同。本书最初出版以后，又再版数次，今有幸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的鉴识，能令其以一种新的面貌见世。为此，我们必需感谢吴晓斌先生在出版进程中给予的鼓励
与支持。为使新版更趋完善，我们对原书的整体编排做了调整，变动了一些章节的标题，并修改了若
干书中的内容等，也谨在此一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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