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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李渔,浙江金华兰溪人,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出生于江苏

如皋,清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卒于浙江杭州。李渔生卒时间跨越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文学家和文化名人。李渔人生阅

历丰富,亦文亦商而且多才多艺,一辈子在学林艺苑勤苦耕耘,涉足

的社会现实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戏曲、小说、诗歌、词、散文、篆刻、书
法、绘画、音乐、历史、建筑、装潢、工艺美术、服装设计、园林、旅游、餐
饮、医学、美容、养生、印刷、出版、营销等,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给
后人留下了以数百万字计的作品和专著,在许多问题上都显露出不

同凡响的真知灼见,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乃至传统审美文化

的构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渔的文学思想主要贯穿并且体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

其内含的审美文化意蕴辐射到文学和文化的诸多方面,所作出的审

美文化贡献不仅充实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宝库,而且为后世文学

和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博得了世人的充分肯定和称

誉。迄今为止,关于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发表论文达600篇左右,出版专著10余部。例如:茅国

权、柳存仁著《李渔》(美国,1977年),埃里克·亨利著《中国娱乐·
李渔的戏剧》(美国,1980年),杜书瀛著《论李渔的戏剧美学》(1982
年),黄强著《李渔研究》(1996年),张晓军著《李渔创作论稿》(1997
年),沈新林著《李渔新论》(1997年),杜书瀛著《李渔美学思想研究》
(1998年),沈新林著《李渔评传》(1998年),俞为民著《李渔评传》
(1998年),郭英德著《李渔》(1999年),赵文卿、李彩标编《李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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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胡元翎著《李渔小说戏曲研究》(2004年),黄果泉著《雅俗

之间: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2004年),骆兵著《李渔的

通俗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2004年),万晴川著《风流道学:李渔传》
(2005年),李彩标主编《李渔思想文化研究》(2005年)等等。有关李

渔文学思想研究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蒋星煜先生、
俞为民先生等侧重褒扬性评价李渔的戏曲理论。二是吴国钦先生等

侧重批评性评价李渔的戏曲理论与创作的关系。三是沈新林先生等

侧重褒扬性评价李渔的戏曲创作。四是廖奔先生、刘彦君先生等侧

重结合李渔的戏曲创作与人格,有褒有贬地评价李渔。五是王汝梅

先生、张羽先生等侧重褒扬性评价李渔的小说理论。六是萧欣桥先

生等侧重褒扬性评价李渔的小说创作。七是欧阳代发先生、万晴川

先生等侧重结合李渔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有褒有贬地评价李渔。
当前,关于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总体趋势和特点是:

第一,研究领域日益宽广,除了李渔小说、戏曲理论与创作本身之外,
已经扩大并且深入到李渔小说、戏曲理论与创作相互之间的关系,李
渔的小说、戏曲理论与创作同他人(如王实甫、汤显祖、冯梦龙、凌濛

初、金圣叹、孔尚任、曹雪芹、纪晓岚等)的小说、戏曲理论与创作等相

互之间的关系,版本的校雠,作品的考证,作品的流传,作品的禁毁,
作品与社会、出版、园林、中医、建筑的关系等等。第二,研究方法更

加多样,除了采用美学的和历史的方法之外,还采用了比较文学的方

法(如与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世阿弥、歌舞伎等进行比较)、系统论

的方法、叙事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神话批评的方法等等。第三,
研究人员由中国到外国。日本(如伊藤漱平、冈晴夫等)、美国(如韩

南等)、德国(如马汉茂等)、俄罗斯(如华克生等)、韩国(如朴泓俊等)
等国家都有研究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学者。

但是,综观上述研究,笔者认为,对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

研究并未穷尽,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研究领域尚待拓展。人们对李渔的戏曲、小说研究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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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论文数量比较多,但是,对李渔的诗歌、词,尤其是散文研究比较

薄弱,论文数量比较少,尚难以全面而客观地评价李渔及其文学成

就,特别是李渔在诗、词、散文领域的真实地位;二是研究角度有待于

调整。人们对李渔全部文学创作的审美文化价值和审美文化蕴涵的

综合性研究还不够。李渔的亦文亦商而且颇具争议的传奇人生、李
渔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撰著经历、尤其是李渔文学创作的审美

文化旨趣,从根本上来看,是一种中国古代社会审美领域里的文化现

象,受到明清易代和学术思想变革中的传统审美文化的浓烈熏陶,以
及萌芽发育中的近代审美文化的深刻影响。笔者曾经于2004年出

版了《李渔的通俗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一书,着重从通俗文学的角

度论述李渔的戏曲、小说创作与理论,因此,本书将扩大研究视野,转
换研究视角,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切入,进一步全面地认识和客观地评

价李渔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在中国审美文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意义和价值,从而对李渔的文学思想辐射下的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

理论作一种崭新的揭示、剖析与阐述,以期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加

纵深而全面地把握李渔的文学思想,也为更加整体地认识与正确地

评价李渔提供新的补充、借鉴与参考。
具体而言,本书将以李渔的文学思想为审视李渔文学创作和文

学理论的立足点,以李渔的戏曲、小说、诗歌、词、散文等创作和理论

及其审美文化内蕴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

理论及其审美文化内蕴的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李渔文学思想

的真谛,为客观评价李渔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成就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加强对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审美文化价值和审美文化蕴

涵的综合性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正确地认识李渔、李渔的文学创作和

文学理论撰著经历,尤其是李渔的文学创作旨趣和审美文化价值取

向,正确地认识传统审美文化对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撰著的决

定性作用,发现李渔取得有目共睹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成就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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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传统审美文化根源,从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内置的中国传

统审美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李

渔的文学思想当中获得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审美文化的有益思想启

迪。三是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进而在审美文化的历史意义上,可以借

此为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提供新的思路;在审美文化的现

实意义上,可以借此为创新、发展与繁荣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提供新

的可资借鉴的对象;在审美文化的创造意义上,可以借此向文学艺术

家提出新的更高的具备必要的审美文化素养和深厚的审美文化功底

要求,有效地提升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文化品位;在审美文化

的接受意义上,可以借此通过审美文化接受活动开启民智,通过对真

善美的认识塑造人们的灵魂,在审美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传承文学艺

术的民族风格、彰显文学艺术的民族气派;在审美文化的理论意义

上,可以借此为建构中国审美文化理论体系提供必需的思想资源。
本书研究主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充分

占有和研读李渔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客观评价李渔的文学

创作和文学理论,尤其是李渔文学创作的良莠瑕瑜,及其蕴涵的审美

文化价值取向的积极意义。采用例证法,联系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

理论的实际进行阐析,注意挖掘李渔文学思想的审美文化历史根源

以及影响,并阐明李渔文学思想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价值,揭示李渔文

学思想对于构建传统审美文化大厦的现实功能。采用阐释学方法,
揭示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基本策略和理念旨趣;采用比较的

方法,论述李渔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与他人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的

个性化表达的异同,及其在审美文化精神传承方面的对立、错位、偏
离、发展、突破、创新等等。在研究过程当中把文学史与思想史、文学

表述与理论阐释、文献资料和史实考辨、文本阐述与时代氛围结合起

来,尽量做到有总有分、有述有论、有考有辨、有征有断,通过对具体

作品和理论的探讨,在文学创获、文学思想和审美文化三个层面,充
分体现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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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重点与难点主要在于:一是诠释李渔文学创作和文

学理论的审美文化意蕴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二是诠释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基本策略、审美意识和文化取

向与时代审美文化转型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三是在前人较少涉

猎的李渔的诗、词、散文创作领域进行开掘,揭示其审美文化意蕴、价
值和意义。四是全面而客观地评价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在改变

人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审美文化态度、提升人们文学创作和文

学理论的审美文化品质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本书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在于:从李渔的宏观、整体而全

面的文学思想入手,切入李渔的微观、局部而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

理论文本,一是认为李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审美文化意蕴受到

古代传统审美文化和明清学术思想转型时期审美文化的双重影响,
与此同时,也取决于李渔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理念。二是认

为李渔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价值指向对广大市民百姓的艺术旨

趣、审美情感、伦理道德、文化精神、生存方式诸方面有所引导、重构

和超越,故此引发了人们长期的褒贬争议。三是认为李渔文学创作

和文学理论的审美文化意蕴充满个性化表达风格,具有难能可贵的

近代审美文化价值趋向,对现今创新、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

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四是认为当今人们理应重新对李渔文学创作和

文学理论进行更加客观而准确的判断与评价,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李

渔留给后人宝贵的审美文化遗产。
本书将立足对李渔的文学思想的把握,以审美文化为衡量标准,

按照文学体裁的分类原则,对李渔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从全面阐

释导入局部分析研究。整体论述结构主要从以下九个方面予以平行

安排:第一章从李渔的命名艺术切入,阐述李渔的文学思想蕴含的审

美文化理念。第二章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背景,阐述李渔戏曲创

作内置的审美意识蕴涵和文化价值取向。第三、四章以中国古代戏

曲理论的生成为参照系,阐述李渔戏曲理论内置的审美意识蕴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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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取向。第五章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为背景,阐述李渔小说

创作内置的审美意识蕴涵和文化价值取向。第六章以中国古代诗歌

创作为背景,阐述李渔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内置的审美意识蕴涵和

文化价值取向。第七章以中国古代词的创作为背景,阐述李渔词创

作和词论内置的审美意识蕴涵和文化价值取向。第八章以中国古代

散文艺术为背景,阐述李渔散文创作内置的审美意识蕴涵和文化价

值取向。第九章以纵横两个向度为视角,阐述李渔文学思想的历史

传承与现实融通。全书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对李渔的文学思想进行

客观而全面的评价,阐明李渔文学思想的审美文化特点给予后人创

新、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有益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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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李渔名号艺术的审美文化阐释

第一节 “雅人韵士而故俗其名”

姓氏是公共的,名乃自命也,号则指人名字之外另起的称号。名

与号可有也可无意义上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姓名观和谱牒学以及当

代人类学和符号学的原理认为,“名号”是一种语言符号,“命名取号”
是一种基于社会、民族或者个人自觉的文明行为,名号艺术能够折射

出社会、民族或者个人的心理、志趣、追求等,具有重要的历史、社会

和文化意义。清初的李渔作为一介布衣文人,尽管生活经历特殊,却
多才多艺,最终跻身于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化家之列。迄今为止,李渔

的诸多文学思想及其独到见解依然具有难能可贵的学术价值、应用

价值和借鉴价值。毫无疑问,李渔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所取得的文学

成就,以及所构建的文学思想,无不受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淀雄

厚的审美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从李渔名

号艺术的角度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一、取名显志,改号易心

李渔原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又曾说:“男子生兮,弧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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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①古人有名有字,还有号。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

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
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古人的字是由长辈代取;而号或叫别

号、别字,往往是自取。李渔最初的名号表明他早年在传统文化、社
会环境和家庭氛围的影响之下,渴望顺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走儒家

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有一种遵长辈之命类似神仙下凡建功立

业的勃勃胸襟和理想抱负。明崇祯八年(1635),李渔在浙江婺州参

加童子试,一举成功,受到主考官浙江提学副使许豸的高度赏识,称
赞李渔为“五经童子”。可是,李渔后来却应乡试不中。不过,李渔并

没有就此罢休,而是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明崇

祯十五年(1642),李渔再次应乡试,孰料适逢甲申国变,半途而废。
明清易代的战火彻底焚毁了李渔科举仕进的美好人生理想。明朝失

政,李自成起义,清兵入关,一连串的巨大世变接踵而至,迫使李渔重

新选择人生道路。时近中年的李渔面对黯淡前途,决心买山归隐。

1648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李渔于家乡伊山头盖起了一座伊山别业。
李渔匠心独具,设计精妙,建成了不少因地制宜的风景点,取名如燕

又堂、停舸、宛转桥、蟾影、宛在亭、打果轩、迂径、踏响廊、来泉灶等

等。这些风景点的名字叫得美丽动听,其实大多因陋就简,甚或有名

无实。由于李渔善于苦中作乐,点铁成金,因而诸多风景点命名显得

别致雅趣,诗情画意陡然倍增。与此同时,李渔自己也易名改字,名
渔,字笠鸿,号笠翁,表明了归隐山林渔樵生涯的心迹。李渔在《张敬

止网鱼图赞》中自我解释说:“鱼我所欲也,因自名笠翁。以其才薄

劣,于世无所庸。人地务相宜,所以泯其踪。”②李渔在《卖船行和施愚

山宪使》中也慨叹地说:“嗟我一生喜戴笠,梦魂无日去舟楫。谁料人

间张志和,惟向口头营泛宅。四海人人唤笠翁,笠翁其名实则空。一

·8· 李渔文学思想的审美文化论

①

②

李渔:《归故乡赋》,《李渔全集》第一卷,第1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引同一版本

不再注明出版社名及出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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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无可置身处,倩人作画居图中。”①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词人,初名龟

龄,字子同,婺州(今浙江金华)人。16岁游太学,擢明经,向肃宗上

书陈策,受赏识,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赐名“志和”。后

因事获罪贬南浦尉,遇赦量移,遂不复仕,浪迹江湖,自号烟波钓徒,
又自号玄真子,著《玄真子》12卷,3万言;《述太易》15卷;均佚。张

志和能书善画,长于音乐,现存《渔歌子》即《渔父》词5首,写江南景

色、渔父生活,其一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
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李渔把自己与同籍贯而且志趣相合、才华

相似的唐代词人张志和绾结起来,并且以张志和自况,写出了在时世

面前无可奈何的隐逸者的情怀。从李渔的改名易字,不难看出李渔

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事实的确如此,明清鼎革之后,李渔放弃

了仕途追求,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走上了一条亦

文亦商的道路,进而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就。
此后,李渔在不同的时期又署别号伊园主人(1648年,据诗歌

《伊园十便》小序)、随庵主人(1655年,据黄鹤山农传奇《玉搔头

序》)、觉道人(1658年,据杜濬小说《十二楼序》)、觉世稗官(1658年,
据小说集《十二楼》署名)、笠道人(1658年,据小说《闻过楼》第一

回)、莫愁钓客(1668年,据传奇《巧团圆》批评署名)、湖上笠翁(1671
年,据《闲情偶寄》署名)、新亭客樵(1680年,据《芥子园画谱》初集

《青在堂画学浅说》跋)等等。古人的别号往往是两个字,但也不排除

三个字或者三个字以上。例如,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汪道昆,字
玉卿,号高阳生;陶潜自称五柳先生。尤其是唐寅以惊语多字命名,
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古代从春秋战国时起就产生了别号,两晋

南北朝时期逐渐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号,唐宋时期取号形成普遍风

气,元明清时期别号艺术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人往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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