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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诗意人生　　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它有韵律和拍子，也
有生长和腐蚀的内在循环。
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时期，嗣后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带着青年的热情
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较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上获得进步，又由社会及人类天
性上获得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才稍微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
醇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抱一种较宽容、较玩世，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以后到了老年的时期，内分泌
腺减少了它们的活动，假如我们对于老年能有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照这种观念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
，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看来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闪灭，一个人便永
远长眠不醒了。
我们应当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韵律之美，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地欣赏人生的主旨，欣赏它急缓的旋律
，以及最后的决定。
这些循环的动作，在正常的人体上是大概相同的，不过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演奏。
在某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日益宏大，结果竟把正式的曲调淹没了。
由于那不调和的音键声音太响，使音乐不能继续演奏下去，于是那个人便开枪自戕，或跳河自尽了，
这是因为他缺少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了掩蔽。
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前进。
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此听来甚觉刺耳。
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以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
　　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
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
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ldquo;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rdquo;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
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否认人生
确是像一首诗那样生活过去的。
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那节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
与此相似的话，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
。
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
他把人生当作人生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一样。
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相似，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赞颂。
他只是活在世界上，观察人生而最终离开了。
　　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增添了悲哀却反使中
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要去领略人生的乐趣。
这看来是很奇怪的。
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
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
　　我们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烛光，总有一日要熄灭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
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诗意。
此外还有一层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旨，去想法过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随时使我们感
悟到自己的缺点。
它也使我们心中平安。
因一个人的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恶劣遭遇的准备，才能够获得真平安。
这由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它是一种发泄身上储力的程序。
　　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即使是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也常有一种好景不常的感觉，例如在
中国人欢聚完毕时，常常说：&ldquo;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日子。
&rdquo;所以人生的宴会便是尼布甲尼撤（Nebuchadnezzar&mdash;&mdash;古巴比伦国王，以强猛、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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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奢侈著称）的宴会。
这种感觉使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们也有一种神灵的意识。
他观看人生，好比是宋代的山水画家观看山景，是给一层神秘的薄雾包围着的，或者是空气中有着过
多的水蒸气似的。
　　我们消除了永生观念，生活上的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
问题就是这样的：人类的寿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因此我们必须把生活调整，在现实的环
境之下尽量地过着快乐的生活。
这种观念就是儒家的观念。
它含着浓厚的尘世气息，人类的活动依着一种固执的常识而行，他的精神就是山泰雅拿所说把人生当
做人生看的&ldquo;动物信念&rdquo;。
这个根据动物的信念，我们可以把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关系，不必靠达尔文的帮助，也能做一个明慧的
猜测，这个动物的信念使我们依恋人生&mdash;&mdash;本能和情感的人生&mdash;&mdash;因为我们相
信：既然大家都是动物，所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
。
这包括着生活各方面的享受。
　　这样说起来，我们不是变成唯物主义者了吗？
但是这个问题，中国人是几乎不知道怎样回答的。
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哲理根本是建筑在物质上的，他们对于尘世的人生，分不出精神或是肉体。
无疑地，他爱物质上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就是属于情感方面的。
人类只有靠理智才能分得出精神和肉体的区别，但是上面已经说过，精神和肉体享受必须通过我们的
感官。
音乐无疑地是各种艺术中最属于心灵的，它能够把人们高举到精神的境界里去，可是音乐必须通过我
们的听觉。
所以对于食物的享受为什么比交响曲更不属于心灵的这一问题，中国人实在有些不明白。
我们只有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才能意识到我们所爱的女人。
我们要分别女人的灵魂和肉体是不可能的。
我们爱一个女人，不单是爱她外表的曲线美，并且也爱她的举止，她的仪态、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
那么，这些是属于肉体的呢？
还是精神的呢？
我想没有人能回答出来吧。
　　这种人生现实性和人生精神性的感觉，中国的人性主义是赞助的，或者可以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
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赞助的。
简单讲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智识。
中国哲学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论撇开不谈，认为和生活问题不发生关系，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理智上所
产生的浅薄感想。
他们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ldquo;我们怎样地生活？
&rdquo;西洋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聊的。
西洋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基点，着重研究智识方法的获得，以认识论为基点，提出知识可能性的问题
，但最后关于生活本身的智识却忘记了，那真是愚蠢琐碎的事，像一个人，只谈谈恋爱求求婚，而并
不结婚生子；又像操练甚勤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正式打仗。
法国的哲学家要算最无谓，他们追求真理，如追求爱人那样地热烈，但不想和她结婚。
　　中国人之爱悠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
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
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
学&mdash;&mdash;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mdash;&mdash;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
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已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不是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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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想像中的那些有产阶级者的享受。
那种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中有的是性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
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
，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著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
所谓&ldquo;盛名多累，隐逸多适&rdquo;，这种话在那些应试落第的人听来是很听得进的；还有什
么&ldquo;晚食可以当肉&rdquo;这一类的俗语，在养不起家的人即有以解嘲。
苏东坡的诗中不过写了一些&ldquo;江上清风&rdquo;及&ldquo;山间明月&rdquo;。
陶渊明的诗中不过是说了一些&ldquo;夕露沾我衣&rdquo;及&ldquo;鸡鸣桑树颠&rdquo;。
难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桑树颠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者才能占有吗？
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
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
　　笼统说来，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
的样子，但情感却很丰富。
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为心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
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形匆忙了！
）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
流浪者骄傲自负到又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界看得太认真。
这种样子的心情是一种超脱俗世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
哪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
都把他认为是中国崇高的理想。
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卑视世欲功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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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游人间》是具有独特格调的散文小品，透露的是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闲敲棋子落灯花的脱
俗休闲生活方式，是一席阅读的盛宴！
林语堂虽是基督教家庭出身，且自称是老庄之徒，但他满怀中国古典文化精髓，又融合了西方很多绝
妙的哲思 ，积极向上，有蓬勃的生命力，无畏，无伪，知理而近情。
他的去污能力很强，身上特别有正气，只取精华，没留那些肮脏的东西，所以，越到老年越成就事业
与他自己&mdash;&mdash;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也屈指可数。
其散文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
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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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
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
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
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6年到大门大学任文学院长。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lsquo;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rsquo;的
小品学。
1945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1966年定居台湾。
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1976年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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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人生得意须尽欢以放浪为理想的人与尘世结不解缘快乐问题心灵的欢乐怎样人类的快乐属于
感觉论幽默论幽默感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安卧眠床有不为我所欲会心的微笑笑话得很个人主义孔子在雨
中歌唱米老鼠第二篇　偷得浮生半日闲素食者的自供大暑养生我怎样买牙刷我的婚姻夏令读物家园之
春坐在椅中酒令食品和药物美国三大恶习室雅何须大农历元旦身体总检查鸟语买鸟第三篇　矮纸斜行
闲作草假定我是土匪做好一个人任性与不可捉摸守古与维新看电影流泪买东西梦想乡情握手知足西装
的不合人性论利论趣说天足狂论谈话烟屑第四篇　闲敲棋子落灯花时代与人观念比炸弹更可怕裁缝道
德恶性补习论无字的批评茶和交友糍粑与糖元宝吃糍粑有感淡巴菇和香吃草与吃肉思孔子闲话说东坡
寄怀汉卿一点浩然气思满大人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悼狗肉将军光电火石间诗意人生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游人间>>

章节摘录

　　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题，必须抛弃。
人类的心神哟！
别张开翅膀，飞到天神那边去，而忘掉这个尘世呀！
我们不都是注定着要遭遇死亡命运的凡人吗？
上天赐给了我们七十年的寿命，如果我们的心态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这七十年，确是很短促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地稍为平静一点，这七十年也尽够长了。
一个人在七十年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类的愚蠢，要获得人类的智慧，
七十年已是够长的时间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长寿，在七十年的兴衰中，也尽够去视看习俗、道
德和政治的变迁。
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立起来，说一声&ldquo;这是一出好戏&rdquo;
而走开吧。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
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
即使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况且我们并不是住在地牢里，而是在这
个美丽的尘世上，而且是要过着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们不尽力使生活美满，那就是忘恩负义了。
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我们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
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动物性的信仰，和一种动物性的怀疑，就把这尘世当做尘世看，韬洛
（Thoreau&mdash;&mdash;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有同样
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时，期望着春日的来到，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寻求神灵不是他的份
内事，而应由神灵去寻求他；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
自然性也是我们所应该保持的，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飘渺的，人类生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
飘渺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
　　凡是一种良好的、实用的哲学理论，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身体。
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ldquo;我们是动物&rdquo;的适当动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真理成立
以后，自从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获得极大的进展之后，这种承认是必然的。
不幸我们的教师和哲学家都是属于所谓知识阶级，都对智能有着一种特殊的，专家式的自负，致力于
精神的人以精神为荣，正如皮鞋匠以皮革为荣一样，有时他们连&ldquo;精神&rdquo;一词也还觉得不
够飘渺抽象，更拿什么&ldquo;精粹&rdquo;&ldquo;灵魂&rdquo;或&ldquo;观念&rdquo;一类的词字冠堂
皇地写出来，想拿它来恐吓我们，人的身体便在这种人类学术的机器中，蒸馏成精神，而这种精神进
一步凝聚起来，再变成一种精粹的东西。
但是要晓得即使是酒精也须有一个&ldquo;实体&rdquo;&mdash;&mdash;和淡水混合起
来&mdash;&mdash;才能味美适口，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俗人却须饮这种精神所凝聚的精华。
这种过分着重精神的态度实是有害的。
它使我们和自然的本能搏斗，它使我们对于天性无从造成一种整体完备的观念，这是我批评它的一个
主要点。
同时这种态度对于生物学和心理学，对于感官、情感，尤其是本能，在我们生命上所占的地位，也是
极少认识的，人类是灵与肉所造成，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
　　&hellip;&hellip;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游人间>>

编辑推荐

　　在林语堂的作品里我们没有读到任何措辞强硬的言语，没有强加于人的偏执与独断。
而是心平气和、清风化雨式的微风细语与举重若轻、气象万千的艺术手法。
　　他的读书境界是令人向往的，只是心不能至,要处处受羁绊。
读他的文字后再读现今的一些所谓名家名人的作品只感觉到语言的枯燥无味。
　　&mdash;&mdash;网友smallrain8288　　林语堂的作品对于我来讲，似春风的抚摩而幸福、一种茫
茫人生的依恋，悠悠然的闲适。
&mdash;&mdash;网友色翠欲流　　《优游人间》是著名学者、文学大师、一代幽默大师林语堂的幽默
小品文选集。
作者以他天赋的幽默才能，极其雍容的文笔，娓娓讲说他的人生哲学。
他力求将中国古代的生活智慧同现代工业文明完美的融合起来，成为一种宜于享用的中产阶级的哲学
：旷达、温厚、适度、快乐。
幽默是他的哲学精髓。
在书中，从人类观念，人生态度，直到种种的具体问题，如婚恋、家庭、日常生活、大自然，以及文
化方面的享受，无论巨细，都有着酣畅的议论，切当的批评，哲趣的感悟。
古今杂糅、说东道西、引经据典、亦庄亦谐，具有酣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充分显示了性灵小品的魔
力。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
当一个人悠闲胸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
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
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
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
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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