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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艺术》

前言

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
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达我个人的观点。我本想题这书的名字为“抒情哲
学”，用“抒情”一词说明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些私人的观念。但是这个书名似乎太美，我不敢用，我
恐怕目标定得太高，难于满足读者的期望，况且我的主旨是实事求是的散文，所以用现在的书名较易
维持水准，且较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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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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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颇想用柏拉图的对话方式写这本书。把偶然想
到的话说出来，把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琐事安插进去，这将是多么自由容易的方式。可是不知什么缘
故，我并不如此做。或者是因我恐怕这种文体现在不很流行，没有人喜欢读，而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自
己的作品有人阅读。我所说的对话，它的形式并不是像报纸上的谈话或问答，或分成许多段落的评论
；我的意思是指真正有趣的、冗长的、闲逸的谈论，一说就是几页，中间富于迂回曲折，后来在料不
到的地方，突然一转，仍旧回到原来的论点，好像一个人因为要使伙伴惊奇，特意翻过一道篱笆回家
去一般。我多么喜欢翻篱笆抄小路回家啊！至少这会使我的同伴感觉我对于回家的道路和四周的乡野
是熟识的⋯⋯可是我总不敢如此做。我并不是在创作。我所表现的观念早由许多中西方思想家再三思
虑过、表现过；我从东方所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已陈旧平常了。但它们总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
自我的一部分。它们所以能在我的生命里生根，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些我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当
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时，我即对它们出于本心的协调了。我喜欢那些思想，并不是因为表现那些思想的
是什么伟大人物。老实说，我在读书和写作时都是抄小路走的。我所引用的作家有许多是不见经传的
，有些也会使中国文学教授错愕不解。我引用的当中如果有出名人物，那也不过是我在直觉的认可下
接受他们的观念，而并不是震于他们的大名。我有一种习惯，最爱购买隐僻无闻的便宜书和断版书，
看看是否可以从这些书里发现些什么。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了我的思想来源，他们一定会对这么一个
俗物显得骇怪。但是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是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一粒大珍珠更为快活。我的
思想并不怎样深刻，读过的书也不怎样广博。一个人所读的书太多，便不辨孰是孰非了。我没有读过
洛克（Locke，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Hume，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或柏克莱（Berkeley，
十七世纪爱尔兰哲学家）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课程。从专门技术上讲，我所应用的方法、
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作课本，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我的
理论根据，大都是从下面所说的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
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
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
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
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反而不怕写
一本哲学书。观察一切也似乎比较清楚，比较便当，这在正统哲学家看来，不知是不是可算一种补偿
。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我所用的字句太过浅俗，说我写得太容易了解，说我太不谨慎，说我在哲学的
尊座前说话不低声下气，走路不步伐整齐，态度不惶恐战兢。现代哲学家最缺乏的似乎是勇气。但我
始终徘徊于哲学境界的外面。这倒给我勇气，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下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
创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以一种孩子气的厚脸皮，在大庭广众之间把它们直供出来；并且确知在世界另
一角落里必有和我同感的人，会表示默契。用这种方法树立观念的人，会常常在惊奇中发现另外一个
作家也曾说过相同的话，或有过相同的感觉，其差别只不过是它的表现方法有难易或雅俗之分而已。
如此，他便有了一个古代作家替他做证人；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永久的朋友。所以我对于这些作家，尤
其是对于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应该表示感谢。当我写这本书时，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
我希望我们互相亲热。在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我们之间精神上的相通，即我
所认为是唯一真实的相通方式——两个时代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具有着同样的感觉，彼此之间
完全了解。我写这书的时候，他们借着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八世纪的白居易，十一世纪
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那许多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
，独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世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
翁；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谈笑风生，热情充溢的金圣叹——这些都是脱略形骸不拘小节
的人，这些人因为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因此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称许

Page 2



《生活的艺术》

；这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规蹈矩，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来便是不“好”的。这些精选
出来的同志人数不多，因此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挚的快乐。这些人物也许有几个在本书内不曾述
及，可是他们的精神确是同在这部著作里边的。我想他们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占到重要的地位，那不过
是时间问题而已⋯⋯还有一些人物，虽然比较晦暗无闻，但是他们恰当的言论也是我所欢迎的，因为
他们将我的意见表示得那么好。我称他们为中国的阿米埃尔（Amiel，瑞士作家，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八
一年）——他们说的话并不多，但说得总是那么近情，我佩服他们的晓事。此外更有中外古今的不朽
哲人，他们好像是伟大人物的无名祖宗一般，在心灵感动的当儿，在不知不觉之间说出一些至理名言
；最后还有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我不当他们是我精神上的同志，而当他们是我的先生，他们那清朗的
理解是那么入情入理，又那么超凡入圣，他们的智慧已成自然，因此表现出来很容易，丝毫不用费力
。庄子和陶渊明就是这么一类人物，他们的精神简朴纯正，非渺小的人所能望其项背。在本书里，我
有时加以声明，让他们直接对读者讲话；有时则竟代他们说话，虽然表面上好像是我自己的话一般。
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我的思想也就越受他们的影响，我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的思想就倾向于
通俗不拘礼节，无从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正如做父亲的对施予良好的家教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我
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
移译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当然有缺点，但是从大体上
说来，确能使这工作比较诚实一些。因此，一切取舍都是根据于我个人的见解。在这本书里我不想把
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思想全盘托出来；假如想要根据本书里所举的少许例证去批判他们的全体，那是
不可能的。所以当我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如有优点的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我的合
作者，至于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正确的见解，当由我自己完全负责。我要向华尔士先生和夫人（Mr.
and Mrs. Walsh）致谢，第一，谢谢他们鼓励我写作本书的念头；第二，谢谢他们坦白有益的批评。我
也得感谢韦特先生（Mr. Hugh Wade）帮助我做本书的付印和校对工作，感谢佩弗女士（Miss Lillian
Peffer）代我完成书后的索引。林语堂作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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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的艺术》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至今已再版四十余次，被译成多种语言。作者以轻快的笔
触展现了中国人的闲情雅趣，将生活的浪漫与优雅进行了完美的呈现。在生活的艺术面前，我们看到
了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最为缺乏，也是我们最渴望的闲适情调。这种古典的优雅与从容，是中国人骨
子里浪漫情怀的现实表达。穿越历史的尘埃，背负过多的中国人如何在忙碌中保持这种内心的旷达，
如何保有并延续这份灵动的性情？闲适人生，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处世哲学，更是我们在现代忙碌生活
中最需要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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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文化大师，作家，以英文书写而扬名海内外，四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
林语堂旅居美国数十年，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其作品无不体现着儒释道三者的结合，传达着
中国人特有的智慧、气质和情怀。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代表作品有《生活的艺术》《吾国与
吾民》《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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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生之研究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不过是表现中国人的观点。我只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慧
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是在异于现
今时代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的。我总觉得这种人生观是绝对真实的。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
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我将要表现中国诗人和学者们的人生观，这种
人生观是经过他们的常识和他们的诗意情绪而估定的。我想显示一些异教徒世界的美，显示一个明知
此生有涯，但是短短的生命未始却没有自己的尊严的民族所看到的人生悲哀、美丽、恐惧和喜乐。 中
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
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
，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
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
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到了
解放。 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
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
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
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我不用说我的哲学思想
是否适用于西方人。我们要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就得用西方的眼光，用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自己的
物质观念和他们自己的头脑去观察。无疑美国人能忍受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同样中国人也能忍
受美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我们生下来就不一样，这已有显著的区别。然而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看法
。我相信在美国的繁忙生活中，他们也一定有一种企望，想躺在一片绿草地上，在美丽的树荫下什么
事也不做，只想悠闲自在地去享受一个下午。“醒来生活吧”（Wakeupandlive）这种普遍的呼声，在
我看来很足以证明有一部分美国人宁愿过梦中的光阴，但是美国人终还不至于那么颓丧。问题只是他
面对这种闲适生活，要想享受多少和他要怎样使这种生活实现而已。也许美国人只是在这个忙碌的世
界上，对于“闲荡”一词有些感到惭愧；可是我确切地知道，一如知道他们也是动物一样，他们有时
也喜欢松松肌肉，在沙滩上伸伸懒腰，或是静静地躺着，把一条腿舒服地跷起来，把手臂搁在头下当
枕头。如果这样，便跟颜回差不多；颜回也有这种美德，孔子在众弟子中，也最器重他。我希望看到
的，就是他能对这件事抱诚实的态度；譬如他喜欢这件事，便应向全世界实说他喜欢这件事；应在他
闲逸自适地躺在沙滩上， 而不是在办公室里时，他的灵魂喊着：“人生真美妙啊！” 所以现在我们
将要看到中国整个民族思想所理解的那种哲学和生活艺术。我认为不论是在好的或坏的方面，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是如它想象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典型，由这种思想典型产生了
一种簇新的人生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他的思想产物，这话绝无疑义。中国民族思想在种族
性上和西方文化是那么不同，在历史上又和西方文化那么隔离着；因此我们自然能从这种地方，找到
一些人生问题的新答案，或者好一些，找到一些探讨人生问题的新方法。或者更好些，找到一些人生
问题的新论据。我们要知道这种思想的美点和缺点，至少可以由它过去的历史看出。它有光辉灿烂的
艺术，也有微不足道的科学，有博大的常识，也有幼稚的逻辑，有精雅温柔的关于人生的闲谈，却没
有学者风味的哲学。很多人本来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非常实际而精明，爱好中国艺术的人也都知道中
国人的思想是极灵敏的；一部分的人则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也是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至少大家都知道中
国人善于利用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这比之中国有伟大的哲学或有几个大哲学家的那种说法，更有
意义。一个民族产生过几个大哲学家没什么稀罕，但一个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那是难能
可贵的。无论怎样，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富于哲理性，而缺少实效性，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一个
民族经过了四千年专讲效率生活的高血压，那是早已不能继续生存了。四千年专重效能的生活能毁灭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
太罕有了，所以崇拜他们；凡具有中国文学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一句话。我所要说明的就在乎此。
是的，中国有一种轻逸的，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可以在他们那种智慧而快乐的生
活哲学里找到最好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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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艺术》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全世界大多数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位是德配天仙的孔夫子，一位是学贯中西的林语堂。
而《生活的艺术》正是林语堂在华人世界最重要的代表作。——《联合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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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艺术》

编辑推荐

《生活的艺术》编辑推荐：初版之时，中国人追求的依旧是优雅闲适的生活，彼时追求效率的美国人
为这种闲情雅趣而倾倒。时隔几十年，以高效为追求的中国人已渐渐不懂欣赏与享受生活。在充满焦
虑的现代社会，我们更需要懂得生活的艺术，更需要这样的书，帮助指导我们营造属于自己的闲逸人
生，在忙碌中，享受优雅、从容而不失秩序的完美生活。林语堂：中国精神的传承者，东方文化的传
播者。寻味一代大师笔下对闲适与优雅的诠释。依从本心，诗意地栖居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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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读完这本书，我真想跑到唐人街，一遇见中国人，便向他们行个鞠躬礼。——著名书评家 Peter Precott
对于生活，人们应该充满审美的热情，力图使自己的生活具有美的形式和美的内容。他不仅使自己的
生活成为一件美不胜收的艺术品，也倡导人们将自己的生活塑造成艺术品。——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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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艺术》

精彩短评

1、第一次读林语堂的书，觉得很不错的。作者通晓中外，对传统文化很推崇。文字行云流水，侃侃
而谈，又似闲庭信步，对生活中的小事情娓娓道来，道出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哲理，懂得生活，享受生
活。
2、过去眼光预言现在
3、2015年第6本-因为今年的心理追求和读书习惯而发现的好书，精华在后半部分。林先生对于生活的
态度直接触碰底层，让之前所有带有目的和功利意义的生活目标黯然失色。因为时间的流逝，才得以
让生活真正成为艺术，在这条道路上，我还要走很久，幸好还有这些大师的陪伴。
4、作为一个在美国几十年的人，对于中西文化的见解颇深刻，而对于中国的传统和思想尤为值得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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