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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渔是明末清初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本书根据传主的这一特点，在对传主的生平经历加以考
述的同时，分别对他在戏曲、小说、诗文、史学、园林、养生、饮食等方面的著述与成就作了较全面
而深入的考察与阐述，在对前人研究较多的戏曲、小说方面，既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
全书考论清晰，资辑翔实。
为方便阅读，书启还附有《李渔年谱》、《人名索引》、《文献索引》、《词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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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为民，男，1951年2月12日生，浙江余杭人。
1978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古典戏曲专业，获硕士学位。
毕业留校，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
目前主要从事宋元南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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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李渔剧作的思想内容　　李渔编撰戏曲剧本的主要目的是“砚田糊口”，因此，他的戏曲创
作带有明显的商业倾向。
为了博得观众的欢迎，获取较好的经济收入，他在剧作内容上必须迎合观众的欣赏情趣。
李渔认为，观众看戏的目的就是消愁解闷，寻取欢乐：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
何事将钱买哭声？
反令变喜成悲咽。
因此，剧作家也要迎合观众的要求，在剧中多写欢乐，少写忧愁。
李渔自称：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
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这种供人消愁解闷以取悦观众的创作宗旨，使李渔的剧作不能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的重大题材
，影响了剧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
李渔生活的年代，是个多事的年代。
明代末年，吏治腐败，社会黑暗，阶级矛盾激化；明清之交，江山易主，社会动乱；清代初年，民族
矛盾十分尖锐。
对于这些重大的社会现实，李渔在剧作中没有较多的反映，因此，如就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与深度而
言，李渔的剧作在思想性上与他同时代的李玉及其他苏州派剧作家的剧作相比，的确显得肤浅单薄，
而且与他自己那些直接反映当时动乱的社会现状的诗作相比，也是逊色的。
然而，说李渔剧作的思想性不高，这是相对而言的，并非一概而论，一无是处。
李渔在戏曲创作中十分重视适合观众的观赏心理和审美要求，这必然促使他在自己的剧作中不仅在艺
术上要适合观众的需要，而且在剧作的内容上也要顾及不同阶层观众的爱憎观念和是非标准，反映一
些为大多数下层观众所关注的问题，表达一些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理想。
因此，李渔的剧作中也有着积极的思想内容。
他的剧作之所以能在当时盛传，为不同阶层的观众所喜闻乐见，除了艺术上的成就外，也与思想内容
上所具有的积极因素有重要关系。
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真诚爱情，热情歌颂和赞扬青年男女为婚姻自主而抗争的行为，这是李渔剧作中
一个积极的内容。
男女之间的婚姻和爱情，是戏曲创作中的一个传统题材，自明代中叶以来，这一传统题材带上了新的
时代色彩和政治内容。
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出现了要求个性解放、摆脱封建礼
教束缚的新的带有民主色彩的社会思潮，封建传统道德受到极大的冲击。
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提出了“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
理”的主张。
①这一主张表达了市民阶层要求摆脱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愿望。
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也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在曲坛上出现了“写情”的创作倾向，
戏曲作家们通过对男女爱情和婚姻这一传统题材的描写，来表达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初步民主
意识。
明代万历年间，汤显祖首次在曲坛上明确提出了“写情”的主张，并在《牡丹亭》传奇中热情歌颂了
青年男女的真诚爱情，反映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美好愿望。
在这种创作倾向的影响下，当时出现了一批以歌颂男女自由相爱、自主婚姻，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为主
题的剧作，如高濂的《玉簪记》、王玉峰的《焚香记》、薛近兖的《绣襦记》等。
自明代中叶以后，这种进步的创作倾向在曲坛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如明代末年，孟称舜和吴炳便承续
了这一创作倾向，在他们的剧作中也表现了这一新的社会思潮，故被称为汤显祖以后的两位临川派的
重要作家。
李渔的戏曲创作也明显受到这种进步创作倾向的影响，在他的《十种曲》中，歌颂和描写男女之间真
诚爱情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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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李渔的认识也有着脱俗和反传统的一面，即也具有初步民主思想。
他通过剧中人物的口表明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
而且这种“情”必须是真情，“势利不能夺，生死不能移”（！
）。
显然，这样的见解，与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提出的真情必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
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主张是一致的。
李渔还认为，情与欲是有区别的，两者有着不同的内涵，情即是真诚的爱情，欲则是贪淫好色。
如《怜香伴·缄愁》这场戏中，曹语花对、r环说：“果丫头，你只晓得'相思'二字的来由，却不晓得'
情欲'二字的分辨。
从肝膈上起见的，叫做情，从幸任席上起见的，叫做欲。
若定为牵任席私情才害相思，就害死了，也只叫做个欲鬼，叫不得个情痴，从来只有杜丽娘才说得个'
情'字。
”这段话也正表达了李渔对男女爱情的一种新的见解，这也表明，李渔所推崇的不是贪淫好色的“欲
”，而是杜丽娘那种带有民主色彩的真诚爱情。
李渔在剧作中对情与欲也是严格区分的，如《风筝误》中的戚友先、《意中缘》中的是空和尚、《慎
鸾交》中的侯隽等，虽都贪淫好色，但绝非具有真情，而《风筝误》中的韩世勋、《慎鸾交》中的华
秀，“虽然好色，心还耻作登徒”，慕色而不淫，即具有真情。
对前者，李渔加以贬斥和嘲讽，对后者则予以热情的歌颂和赞美。
如在《蜃中楼》中，李渔塑造了舜华这一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形象。
她在海上蜃楼游玩时，偶然遇到书生柳毅，两人一见钟情，便背着父母，私订终身。
后被父、叔知道，逼嫁泾河小龙。
在被逼成亲时，她坚决不肯与新郎同拜天地，而且反问泾河老龙：“须知道不是夫妻怎拜堂？
试问俺是谁家的媳妇？
他是若个的儿夫？
恁（您）是那姓的姑嫜？
”并且公然声明自己已许嫁柳毅，今虽被逼嫁，但决不屈服，宁愿“做个守寡新娘”！
气得老龙婆大怒，扬言要惩罚舜华，威胁她说：“你看看我的拳头，看看我的脚跟，朝一拳，暮一脚
，磨你做肉酱也容易。
”并叫丫环“除下他的钗环，剥去他的衣服，快取家法过来”。
而舜华却凛然自如，毫不畏惧，“自除冠脱衣”，并说道：“俺便卸艳妆，解绣裳，荆钗裙布有何妨
！
俺劝你怒莫张，气莫扬。
自拚击碎这皮囊，纵死骨犹香！
”泾河老龙王见舜华执意不肯成亲，便罚她到泾河边去牧羊，企图让她“受苦不过，或者有个回心的
日子也不可知”。
而舜华本已立下主意，以死抗婚，坚守与柳毅的爱情。
现在老龙王竟然让她去牧羊，这倒给了她一条生路，因此，她听了老龙王的决定后，不仅毫无惧色，
反而十分高兴地说：“这样的事，奴家倒情愿去做，不劳大王费心。
”“谢天谢地，我如今得了这个美差，不但可以保全名节，又可以觅便寄书，倒反因祸而得福也。
”并且表示，她“已拚身向泾河葬，又谁料这浮生偷得片时长。
这牧羊呵，他当做服苏武的无上刑，俺认做傲李陵的至公赏”。
显然，李渔对于舜华这种敢于违背封建传统礼教、自主婚姻的叛逆行为是热情加以肯定的。
又如《比目鱼》中，李渔也描写了谭楚玉和刘藐姑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真诚爱情。
书生谭楚玉见到扮演小旦的演员刘藐姑后，倾心相爱，为了能得到刘藐姑的爱情，他不顾当时歧视艺
人的传统偏见，不惜放弃功名，毅然加入刘藐姑所在的戏班。
刘母贪财，将女儿许给了财主钱万贯作妾，刘藐姑坚决不从，在母亲与钱万贯的逼迫下，与谭楚玉一
起，借演《荆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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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江》之机，双双投江殉情，化为比目鱼。
在剧中，李渔也对他们自主婚姻，敢于为真诚爱情抗争的行为加以了热情的肯定和歌颂：“谭楚玉钟
情钟入髓，刘藐姑从良从下水。
”李渔虽然把青年男女这种不畏强暴、忠于爱情的行为称之为“贞节”，如称赞舜华的抗婚“坚贞若
个堪比”，把谭楚玉和刘藐姑的投江殉情也解释成义夫贞妇的死节，是“维风化，救纲常”之举，但
他所说的“贞节”已与封建传统礼教所宣扬的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明显有了区别，具有了新的
内涵，即坚持自己的爱情理想，敢于为幸福真诚的爱情抗争。
在《玉搔头》一剧中，李渔虽以历史上的正德皇帝作为剧作的主人公，但他根据剧作的主题和自己的
审美理想，赋予了这一人物新的道德观念，使正德皇帝也成为一个具有真情的人物形象。
正德皇帝也崇尚男女之间的真诚爱情，认为“从来富贵之人，只晓得好色宣淫，何曾知道男女相交，
全在一个'情'字”。
相反，那些贫贱之人，却往往具有真情。
“民间女子随了富贵之人，未必出于情愿，终日承恩献笑，不过是慑于威严，迫于势利，那有一点真
情！
这点事情，倒要输与民间夫妇。
那民间女子遇着个贫贱书生，或是怜才，或是鉴貌，与他一笑留情，即以终身相许，势利不能夺，生
死不能移，这才叫做真情实意。
若使他知道是个皇帝，纵使极力奉承，也总是一团势利，有些甚么趣味来！
”因此，他为了找到一个具有真情的女子，便改名万遂，微服私访。
在大同遇到妓女刘倩倩后，为其真情所动，便与她订了婚约，并赠以玉搔头。
在第二次私访刘倩倩时，正值大雪纷纷，寒风凛冽，随从劝阻他说：“外面大雪纷纷，奴婢们几乎冻
死，万岁爷怎么去得？
”他却表示：“他既有这般情意，寡人就为他冻死也自甘心。
”“万一有了差池，我也拼一死将他殉，做了九泉下两痴魂。
”“宁使我受颠连，把奇穷遭遍，暂脱衮衣旒冕，也不教他再受熬煎。
”一个皇帝，把爱情看得比皇位、生命还重要，为了一个妓女，竟然可以抛弃皇位，甚至殉情而死，
从传统的观念看这自然是十分昏庸的，从历史现实看，像这样的正德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是不可
能有这种真情的，也正因如此，李渔才塑造了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在他身上反映出新的道德观念：既
讴歌了真挚的平等相爱的感情，又揭露了专制制度与天然人情的不相容性。
因此，对于这一人物形象，不能把他同历史人物等同起来而加以否定。
在描写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情，热情歌颂他们为争取幸福爱情而抗争的同时，李渔也对阻挠和破坏幸福
爱情的封建势力加以揭露和批判。
李渔在《蜃中楼》中塑造的钱塘君这个封建家长的典型，坚持封建伦理纲常，阻挠舜华与柳毅的自由
结合，逼迫舜华嫁给“门当户对”的泾河小龙。
李渔借剧中人物之口对钱塘君所持的“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观念作了批判。
如剧中舜华母亲指责钱塘君说：“今日也门户，明日也门户，门你的头，户你的脑！
除了龙王家里，就不吃饭了！
况且又不曾见他儿子的面，知他是个甚么龟头鳖脑？
”又如在《比目鱼》中，李渔也对阻挠和破坏刘藐姑与谭楚玉爱情的刘母和财主钱万贯加以了贬斥。
而且最后总是以青年男女争取自主婚姻的斗争获得胜利、封建势力的破坏和阻挠遭到失败而告终，一
褒一贬，其思想倾向是十分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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