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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约一百年前，甘地在非洲当律师。
有天，他要搭长途火车，朋友在月台上送了他一本书。
火车抵站的时候，他读完了那本书，知道自己的未来从此不同。
因为，“我决心根据这本书的理念，改变我的人生。
”    日后，甘地被称为“印度圣雄”的一些基本理念与信仰，都可溯源到这本书’。
    阅读，可以有许多收获与快乐。
    其中最神奇的是，如果我们有幸遇上一本充满魔力的书，就会跨进一个自己原先无从遭遇的世界，
见识到超出想象之外的天地与人物。
于是，我们对人生、对未来的认知与准备，截然改观。
    充满这种魔力的书很多。
流传久远的，就有了“经典”的称呼。
    称之为“经典”，原是赞叹与敬意。
偏偏，敬意也容易转变为敬畏。
因此，不论中外，提到“经典”会敬而远之，是人性之常。
    还不只如此。
这些魔力之书的内容，包括其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作者与相关人物的关系、遣词用字的意涵，随着物
换星移，也可能会越来越神秘，难以为后人所理解。
    于是，“经典”很容易就成为“传说中的书”——人人久闻其名，却没有机会也不知如何打开的书
。
    我们让传说中的书随风而逝，作者固然遗憾，损失的还是我们。
    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梦想之作的实现；每一部经典，都可以召唤起读者内心的另一个梦想。
    让经典尘封，其实是在封闭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天地。
    何不换个方法面对经典？
何不让经典还原其魔力之书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因此，我们先请一个人，就他的角度，介绍他看到这部经典的魔力何在。
    再来，我们以跨越文字、绘画、摄影、图表的多元角度，来打开困锁住魔力之书的种种神秘符号。
    然后，为了使现代读者不会在时间和心力上感受到太大压力，我们挑选经典原著最核心、最关键的
篇章，希望读者直接面对魔力之书的原始精髓。
此外，还有一个网站，提供相关内容的整合、影音数据、延伸阅读，以及读者互动的可能。
    因为这是从多元角度来体验经典，所以我们称之为《经典3.0》。
    最后，我们邀请的就是读者，您了。
    您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对这些魔力之书的光环不要感到压力，而是好奇。
    您会发现：打开传说中的书，原来就是打开自己的梦想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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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闲情偶寄》是中国清代一部关于艺术生活和审美现象的内容驳杂的著作。
刊行于康熙十年(1671)。
《闲情偶寄》一书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
》、《种植部》、《颐养部》等八部，其中相当大篇的幅论述了戏曲、歌舞、园林、建筑、花卉、器
玩等艺术和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
书中有关戏剧美学的部分，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导读者汉宝德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他是以明末清初的读书人其精神和美学观这个角
度，来看他们怎么样去游戏人间，寻求生活中的情趣，如何过得愉快，活得痛快，寻求的是感官的满
足。
汉先生的着眼点在于李渔谈居屋的设计，并归纳出三个美学原则：用人情来表达王道。
第一是不要儒家的伦理思想与中庸之道，要找到一条新路。
如果每个事情还是要回复到中庸之道，那就没有情趣可言，所以求新求变是很重要的原则。
第二点是既要风雅，亦谈庄论，实质上是情理兼备，在追求风雅生活时不忘的礼制，而礼制实际上是
知性的基本。
第三点是李渔认为非常重要、一再强调的观念，就是要节俭。
把这些原则运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经营出富于情致的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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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知名建筑师和建筑学者。
曾任东海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1967~1977)、美国加州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1974~1975)、中兴大学理工学院院长(1977~1982)、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筹备处主任(1981~1987)、国立
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
(1987~1995)、国立台南艺术学院筹备处主任(1993~1996)、国立台南艺术学院校长(1996~2000)、国家文
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
(2001)、总统府国策顾问(2000~2004)、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2002~2008)。

　　现职担任总统府资政、汉光建筑事务所主持人、世界宗教博物馆荣誉馆长、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
董事长、信义基金会董事、台北市文化局顾问、台北市古物审议委员、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台
北市文献委员、宜兰县公共艺术审议委员等。

　　[绘者简介]
　　游峻轩
　　第一次会拿笔时，就把眼前的黄色挖土机给画了下来，彷佛那台黄黄的挖土机也为眼前挖出了一
条画之路；画之路有了起点，沿路的风景，都要一一画上。
插画作品有《夏之绝句》、《小叶的外星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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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研究《闲情偶寄》的专家大都是戏剧的学者，因为这本书在学术上的主要内容是
词曲跟它的表演。
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
多年前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书，自然先找与建筑有关的古书，就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几乎没
有人谈到建筑；而且认定以著有《营造法式》的李诫等为典型的建筑学者好像就只是盖房子的。
难道中国知识分子只把建筑完全当成匠人之事吗？
所以在偶然的机会里，看到有一篇文章提到《闲情偶寄》讨论有关建筑与生活的问题，我便开始注意
这段生动活泼的历史。
 我发现，确实有一段时间文人思想是很活泼的，那就是在明清之交。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人对建筑发生兴趣呢？
世上没有一个文化对建筑的文明忽视到这个程度。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问题。
知识分子──主要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传统文化来建立社会秩序，作为统治广大民众的一个工具，
所以过去的文人读圣贤书很乐于被当权者所驱使。
他们几乎生来的使命就在做这件事情，说得好听是治国平天下，但老实说，轮得到他们治国平天下吗
？
可是每一个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要努力做点事情，那就是做官以便为国为民服务，到今天
还是这样。
 美其实不是美 过去的读书人，真的有点可怜。
在理想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几乎一致以陶渊明为崇敬的楷模，因为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弃官不做了，下乡种田去，
而且认为做官是很糟糕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出路，被后世视为高风亮节。
从这个观点结合道家的观念，然后多少加上一点出世的思想，去欣赏自然风景中的山水之美，创造出
中国人独特的一套艺术来。
中国山水诗与山水画都是在这种心灵状态下产生的。
这其实不是我们传统读书人主要的理想，而是一种心理的补偿，因为读书人没有几个人可以真正发挥
自己所长，多半终其一生"怀才不遇"。
 中国古代诗人事实上只写了一首诗，无论谁作的诗，无论诗的好坏，意思都差不多。
大意是这样：山光水色非常动人，自然美不胜收，可是国家事一团糟，我却帮不上忙。
每一首诗都是怀才不遇的感叹。
像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他们去关心建筑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建筑对于他们是太小的一件事情，是匠人
之事。
 我们的民族是很不重视美感的，因为美感无关于国家大事。
圣贤之道不谈美，要是看到古书上面有"美"字，绝对不要以为那是美的意思，那其实是"好"。
古书上面的美字全部改成"好"，或是改成"善"，都通。
我们这个民族不在乎美，所以我们没有美学。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德行，而德行中要以伦理为骨干。
伦理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社会井然有序的人际关系与维持这种秩序的行为，这才是我们文人首要的工作。
中国的传统文人和生活美学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遥远的。
通常他们做不了官只好回到家里来，然后再想到怎么排遣岁月。
但是排遣方法的第一件选择先是诗文，诗文可以发牢骚，可以留下来给后世的人颂赞，然后替他打抱
不平。
而诗文之外，才是生活的情趣，谈到情趣就是枝微末节，人生谈到那里已经绝望，基本上只是为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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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时间而已。
 一个苦闷的年代 所以什么叫做"闲情"？
其实听"闲情"这两个字意思就知道了。
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本就不把他想的这些事情当作正事，或最重要的事。
他写这本书不太好意思，所以告诉你：抱歉，这是我的闲情啦，不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大事。
为什么在明清之交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著作呢？
其实《闲情偶寄》只是当时其中的一本书而已。
明朝中叶以后，有好几位重要的作者写过类似的书，像文震亨写了一本《长物志》，可以说是谈生活
谈得最多的，还有计成的《园冶》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抱着同样心情的著作。
那个时代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其实整体说起来，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改变有关。
 明朝知识分子心情的苦闷特别加剧，比宋代以前严重得多。
宋代的皇帝对于读书人大概还有某种尊重，可是到了明朝，皇帝看不起文人，尤其到中期以后，每一
个都是昏君，动不动就责罚这些读书人，不满意就拿棍子打，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代，读书人的心情真是苦不堪言。
他们还是想治国平天下，还是想努力考试做官，可是谁都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遭遇。
所谓"伴君如伴虎"，特别是明朝末年宦官当道，随便一个太监就可以颠覆朝政、欺压官员，你的意见
皇帝根本不放在眼里。
当时还有掌管东厂的太监，他们就像现代的秘密警察那般可怕。
在那种政治情况下，一些真正有脑筋的读书人说不定就萌生放弃为国家做事的念头。
 在过去读书人要是放弃做官这个念头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可是在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出现了，那就是江南地区这个鱼米之乡的经济快速发展。
南宋时江南的经济就开始发达，到了明朝，便成为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
许多人开始经商，赚很多钱，于是便变成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因为过去中国是农业社会，人们主要靠种田维生。
但现在不一样了，赚钱的人不一定是地主，而是从事工商业的人，文人原本不放在眼里的生意人变成
了有钱人。
这个现象反映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社会开始多元化，读书人的知能所供应与服务的对象不一定是政府了，也不一定是皇帝了，而
也可以是这些有钱的商人。
这些富商虽然是暴发户，可是因为传统上尊重读书人，所以他现在虽然有钱，还是自觉不如这些穷书
生，因此对他们有一种尊重。
江南的读书人开始觉得这种新的经济来源是比较愉快的，生活也可以因而改善，各方面都有很多选择
。
这个经济来源对文人们产生了刺激，他的诗文书画开始值钱。
过去的诗文都光是发牢骚，现在的诗文可以换钱了，有些商人愿意买他们的作品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
位。
在过去，书画都是用来送礼，或者自己在家里做消遣之用，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人开始喜欢艺术，
你说他附庸风雅也好，说他品味提升也好，总之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产生出来了。
艺术品开始有市场，促使很多艺术家以创作为生，读书人开始转变成艺术家的角色。
这是一个很新的出路，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准备起来，文人可以思考新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点，就是江南的环境。
过去的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
北方大致都是平原，当你要到山林去的时候，就要到华山泰山这种地方，而北方的名山秀丽不足峻峭
有余，只是一些大石头而已。
可是江南不一样：江南是丘陵地带，有山水之盛，这样的环境，如果说不想到京城去争取名利那么痛
苦，退回到乡间的时候，你可以悠游其间过文雅的生活，享受山林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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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新环境，这些环境条件优越，在明清之交，改变了江南读书人的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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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朝的生活美学:闲情偶寄》讲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饮有饮食之乐
。
而行路之苦，居家之乐，此等况味都要去品尝；要是能见景生情，逢场作戏，即使是可悲的事，亦成
乐事。
于是他寻欢作乐，一生都在追求美、追求标新立异。
这些热爱生活的主张，都可以在他对园林建筑设计、小说戏曲创作，以及女性容姿的要求上，一一找
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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