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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窥词管见》

前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很多的大家。　　大家既与伟大的文学家不同，亦与著名的文学家不同。
　　伟大的文学家，例如杜甫、曹雪芹等，他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要比大家高。　　他们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第一流的文学家。　　著名的文学家，例如李商隐、王实甫等，他们有着不同的各自擅长的领
域，或以诗名，或以戏曲名。　　他们不妨简称为名家，其实也就是仅次于第一流的文学家。　　那
么，什么叫做大家呢？　　我心目中的大家，是那些文坛上的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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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闲情偶寄·窥词管见》将李渔这两部著作编在一起，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翼圣堂本与雍正八年芥子
园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康熙翼圣堂本，作了认真校勘，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本子，可
供研究者使用；对个别难懂的字句，尤其是典故、术语、人名和地名等等，校勘者尽量详细地作了注
释，可作研究生、大学生、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演艺人员以及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之良好
读物。书末所附(《笠翁对韵》，是训练写诗、填词、作对子，掌握声韵格律的通俗读物，广泛流传，
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里面充满丰富的典故和各种文化知识，经过注释，一般读者易于理解。

Page 3



《闲情偶寄  窥词管见》

作者简介

　　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任文艺理论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
学评论》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文学片）以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1993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博士生导师。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偶尔写些散文和诗歌。主要著作有《论
艺术典型》（1983）《论艺术特性》（1983）《文艺创作美学纲要》（1985），《文学原理——创作
论》（1989，获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文艺美学原理》（主编，1992），《李渔美学思想
研究》（1998，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首届中国
文学研究奖），《中国二卜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主编，2001，获2003年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
等奖、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说文解艺》（2005），《文学会消亡吗》
（2006），《艺术哲学读本》（2007）《价值美学》（2007），插图本《闲情偶寄》评注（2007），《
滑稽与笑的问题》（台作翻译，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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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苔萍  竹木第五  计九款    竹    松柏    梧桐    槐 榆    柳    黄杨    棕榈    枫 桕    冬青    卷六  颐养部  行乐第
一  计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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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琴
观棋 看花听鸟 蓄养禽鱼 浇灌竹木  止忧第二  计二款    止眼前可备之忧    止身外不测之忧  调饮啜第三  
计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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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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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三款    病未至而防之    病将至而止之    病已至而退之  疗病第六  计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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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窥词管见附录  笠翁对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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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
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日《闲情偶寄》者，虑人
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劝惩之语，下半居多，前数帙俱谈风雅。正论不载于始而丽于终者，冀人由雅及
庄，渐人渐深，而不觉其可畏也。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
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土，当共谅之。　　不佞
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谓舌
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然从前杂刻，新则新矣，犹是一岁一生
之草，非百年一伐之木。草之青也可爱，枯则可焚；木即不堪为栋为梁，然欲刈而薪之，则人有不忍
于心者矣。故知是集也者，其初出则为乍生之草，即其既陈既腐，犹可比于不忍为薪之木，以其可斫
可雕而适于用也。以较邺架①名编则不足，以角奚囊⑦旧著则有余。阅是编者，请由始迄终验其是新
是旧。如觅得一语为他书所现载．人口所既言者，则作者非他，即武库之穿窬@，词场之大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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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装帧什么的都不错
2、看了段时间才写的，书不错的。适合有文言文基础的朋友阅读。
3、果然闲情，没事干。
4、不只看园林，更看中国传统生活品质，此为闲时读书佳品。
5、好书！本身就是一本好书，又是一个不错的版本，值得一读
6、我爱杜先生，风流无人比
7、李渔的趣味和审美，闲来看看值得一品！
8、整体还好，字体稍小
9、正如所述，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翼圣堂本与雍正八年芥子园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藏康熙翼圣堂本，作了认真校勘，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本子。

清代小品文字浅显，故而本书没有白话翻译，仅就涉及典故及难字作了简单注释，详略得当，适合有
基本古文阅读能力和相关知识的读者。排版简朴舒服，没有恶意留白或者自以为是的“设计装饰”。

市面太多“国学经典”，编者自身修为不够就自以为是胡乱注解，也敢堂堂出书。

喜欢这个难得的负责版本。
10、明清士人的情趣
11、翻了几页，还没看完，有兴趣的书籍我都没买来看一看。
12、好的喜出望外~！只一点，书不是全新，是从架上撤下来的吧，书封脏的呀，给折的呀...这种事儿
，又被我撞上了。
13、很赞的书呢！
14、一直想买这本书 终于有货了 探访一代才子李渔的所思所想 对于现代生活的我们 大有裨益~
15、讲述人生吃、喝、玩、乐等各种闲情逸致。——2012.8.5
16、注解翔实,非常有用,给力!但整体的设计不佳，16开不适合收藏，封面加一大段介绍划蛇添足，恶
手
17、很早之前，就知道李渔和《闲情偶寄》，但可笑的是把作者和书都张冠李戴了。此书包含内容甚
广，从戏曲理论、园艺到养生、修容等，将中华文化精髓与民间风俗融合在一起，颇显雅而不俗。这
本书的版本有很多，曾到书店翻阅过几种，觉得这个版本比较能还原原著，编者除了简单注解，并没
有过多添上自己的解释，颇为难得，没有破坏原味。
18、我们现在玩的手艺活儿和古代文人比起来简直弱爆了啊!人家连盖房子都是自己设计啊!而且吃货
其实不可怕,就怕吃货有文化!
19、读过。
20、呃，没有翻译，注释比较少。质量不错，只是古文水平初级的童鞋看起来会很吃力。。。比如我
。。。汗
21、奇书。
22、书的质量还行，版本也过得去
23、买之前以为作为随笔应该好看，没想到该书介绍那么多如何写元曲的要点，我是学工科的，只打
算闲暇时看看书打发时间，如果能陶冶下情操当然更好，可没想钻研文学，不过既然买了还是要强迫
自己看一下，打算找一些关于装修、养花养草、养生等等的文章看看。
24、本书是特大32开本，几乎接近16开，这种开本不适合藏书。封皮材质较为一般，易脏易皱。封底
赘言介绍更是多此一举，对封皮美观甚为破坏。凡购此书者，皆对此书已经了解，不必赘言于封皮。
本来为雅书，上附广告，甚俗也！有违作者李渔自所言【凡例七则】之“期崇尚简朴”“期归正风俗
”“戒网罗旧集”。但与其他出版社相比，表不足而实有余，已经算好。至今还没见到繁体竖排版本
。

内容甚为详实。《窥词管见》原刊于李渔《耐歌词》（即《笠翁词集》）卷首，字数不多，今合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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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但标于书名，实无必要，应该与《笠翁对韵》一并作为附录即可。另外，所附《笠翁对韵》注
释亦为详尽，善哉！
25、真正的“小资”般的生活，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追求几个名牌。体现在精神层次上的生活品味，才
是其精髓。也许我们不得不说，李渔，是倡导这样一种精神的鼻祖。偷得浮生半日闲。闲适、不偏不
倚。不是闲到无聊、闲得发慌，而是忙中有闲，闲中能够享受生活。也许一杯好茶就可以让这闲适的
一整天充实起来。在缓慢的节奏中，享受人生。这是一种大满足，也是一种品位，更是一种对人对己
的态度。
26、给家里老人买的，很满意
27、闲情偶寄很好，但后边的窥词管见也很好！
28、最难得 是心境~！
29、很适合边喝清茶边读。有种淡淡的余香。
30、很久没看到这么有责任高感的出版社了,价格很划算,书也很好!!!!!不过建议有一点古文基础的人阅
读
31、不愧是著名古代笔记小品，很受启迪古人的治学方法，也蛮好的
32、《窥词管见》原刊于李渔《耐歌词》（即《笠翁词集》）卷首，是李渔相当重要的一部词学理论
著作。 广泛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
的美学现象和美学规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称《闲情偶寄》“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作
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大约空疏者作词，无意肖曲，而不觉
彷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一则苦于习久难变，一则迫于舍此实无也。
欲为天下词人去此二弊，当令浅者深之，高者下之，一俛一仰，而处于才不才之间，词之三昧得矣。
33、当真是闲情种种
34、李渔经典作品，生活百科全书
35、仔细研读,很长见识
36、内容挺多，适合有一点文言基础的人看，虽然有些有注释，但不是全篇翻译白话，整体还是不错
。
37、5.20元电子版。不求成功学，但做生活家。
38、读这本书是因为这个名字，曾经被一位友人用作qq昵称的名字，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有种亲切感
39、怪不得林语堂喜欢呢。
40、李渔本是个富贵闲人，他的书自然也是闲书。从小受的教育就要求我们不要玩物丧志，到现在才
发现，最喜欢的还是过一种“有点钱，有点闲”的散漫生活。看来，古人要比现代人更懂得生活，也
更会享受生活，好生羡慕！
41、很有情趣的人
42、经典的小品文
43、很安逸
44、白话文，看得懂。有几则做了笔记，不错的一本书。
45、冲着窥词管见买的
46、有点难明白
47、妙人，只有这种奇怪的士族才能带来这种奇怪的行为艺术。不过，不失有趣。
48、本来看好李渔全集，既然采用了竖排印刷，为什么不用繁体字，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只好这本了
49、文字精致，读来口齿余香，注释精确
50、挺好的，有闲情偶寄和窥词管见两部分。经典。
51、虽然还没细读但是经典作品能经得住岁月的考研
52、李渔这个老变态。。。。
唯独这本书写得正常点儿
53、小情小调
54、我不知道是出版社的关系，还是李渔此书内容的关系，这本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闲情偶寄就是给人
很学术的感觉，我没能坚持看完。当然也可能是书的内容本身有些小众化，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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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后能有兴致再次翻阅吧
55、我买的是这个版本的~超级推荐哪，我觉得作者可以和司马迁相提并论了啊~
56、浅显易懂的小品文，李渔涉猎广泛，生活情趣浓郁，读来还是有一定的感染力，睡前大略翻翻，
也算难得的放松了，还不错~~
57、继续附庸风雅，zhuangbility
58、从朋友这里看到这本书的，随便翻翻，觉得李渔可真是个杂家大腕呀，而且虽然时代久远，仍然
翻阅起来很有乐趣，书中内容没有随着时间而落伍，反而有种难得的宁静。很想念有这样心情描绘点
滴的慢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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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闲情偶寄  窥词管见》的笔记-第82页

        人问：圣贤神化之事，皆可造诣而成，岂妇人媚态独不可学而至乎？予曰：学则可学，教则不能
。人又问：既不能教，胡云可学？予曰：使无态之人与有态着同居，朝夕熏陶，或能为其所化；如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鹰变成鸠，形为气感，是则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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