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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炼和解读《闲情偶寄》造物观中的“趣味”美学思想，探寻设计创新和当代生活理念的

启示和方法。方法 结合当前重视文化自信、设计创新与生活美育等现实背景，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

析等方法，通过对《闲情偶寄·居室部》的解读，揭示李渔在造物设计中的“趣味”美学思想内核，进

而探讨其对当代的设计创新、生活审美化和趣味化问题的启示。结论 《闲情偶寄》中的“趣味”美学

造物思想内涵丰富，可以从“奇趣”“雅趣”和“意趣”三方面进行解读，不仅是研究中国传统优秀设

计文化、弘扬文化自信的重要史料，还对指导创新设计、趣味设计和探索当代生活理念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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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aste” Aesthetic in the Creation View of “Xian Qing Ou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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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fine and interpret the “Taste” aesthetic concept in the view of creation in Xian Qing 

Ou Ji. It tends to explore the inspiration and approaches of design innovation and contemporary life concept. Currently, 

cultural confidence, design innovation, and life aesthetic education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realistic backgroun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Xian Qing Ou Ji,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re of “Taste” aesthetic concept in 

Li Yu’s design of creation, and further discusses its inspiration to contemporary design innovation, life aesthetics and 

tast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Taste” aesthetic creation thought in Xian Qing Ou Ji has rich connotation,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fantastic taste”, “elegant taste” and “meaningful taste”. It 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his-

torica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utstanding design cul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but also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guiding innovative design and taste design, as well as for exploring contemporary life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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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李渔，号笠翁，不仅是一位设计实用

家，更是极具创造力和闲情逸致的美学家、生活家。

《闲情偶寄》涵盖了李渔的造物设计思想和生活美

学，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中的《居室部》篇章

记载了李渔关于造园的理论和设计实践，深刻体现了

李渔造物观中的“趣味”美学思想，对指导今天的设

计创新、探索当代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美育的有效实

施具有重要的启示。 

1  李渔的“趣味”美学观与居室设计 

“趣味”，英文为“Taste”，是西方美学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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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范畴。英国经验派美学家休谟在阐释“趣

味”概念时，常将饮食的口味和对精神事物的趣味进

行类比，因两者非常相似。他用味觉感官来隐喻审美

趣味，这里的“趣味”包含鉴别能力、审美能力和味

觉感官等多重含义[1]。《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中

将趣味与鉴赏力等同起来，说它是对对象审美特性的

敏感性，能使人识别优美或优雅对象的审美直觉与审

美反应 [2]，并将趣味框定在审美领域里，接近“美

感 ” 的 含 义 。 在 我 国 传 统 审 美 文 化 中 ， 是 先 有

“味”，后有“趣”。《论语·述而》曰：“子在齐

闻《韵》，三月不知肉味”，儒家意识到食物之味与

音乐给人带来的精神感受颇为相似[3]。老子则言“道

之出口，淡乎其味”，以“味”来论道，这里的味已

经超越感官，具有了精神文化内涵。魏晋时期，“味”

开始用于品鉴艺术品，正式进入审美范畴。“趣”本

来不具有审美的意义，《周易·系辞》记载“变通者，

趣时者也”，这里的“趣”同“趋”；魏晋之后常用

来品评文艺作品和人物精神品格，则也具备了美学意

义。发展到近代，“趣味”不仅涉及审美品位的美学

范畴，还关乎人生终极目的、人生追求方式的人生观

范畴 [4]。梁启超曾说，他的人生“信仰的是趣味主

义”[5]，这里的“趣味主义”就是一种蕴含了真和善

等理性意义的情趣。 

从李渔的作品和人生经历来看，他是一个颇有才

情和生活品位的人，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修养让其在设

计领域也能得心应手，并时常让生活充满诗意和情

趣。在设计造物方面，李渔不仅强调实用性、审美性、

创新性，难得的是他将“趣味性”和“愉悦性”蕴含

在其设计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审美、创新与趣味的统

一。《闲情偶寄》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著作，其

中的造物思想也极具现代价值，即使今天看来，李渔

的造物美学观也对当代设计艺术创新与日常生活审

美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李砚祖先生曾评价李渔的造

物智慧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文化的智慧，更是一种艺

术的智慧[1]。而李渔的造物智慧不仅体现在其设计的

创造性，还表现在其蕴含在创作理念中的“趣味”美

学观。总体而言，《闲情偶寄》是一部综合了李渔造

物思想和生活美学的著作，《居室部》是该书中的重

要篇章，记载了李渔关于造园的理论和实践才能，

深刻体现了李渔造物思想中的“趣味”美学观。从

房屋向背、屋顶窗栏的布局，到墙壁书房、联匾山

石的营造，处处展现了李渔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卓

绝的审美品位和独特的生活乐趣。李渔的“趣味”

美学观内涵丰富，是其一生学识、性情和人生态度

的综合产物。 

1.1  奇趣：“新之有道，异之有方” 

李渔造物观中的趣味思想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

在于新奇，其注重创新的思想几乎贯穿全书。在造园

上，他严厉批评处处仿名园是抄袭之风，并言自己建

造的园林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7]。而他“不喜雷

同，好为矫异”的思想不仅成为其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的源泉，也成为根治当时社会不良之风的一剂良药。

从《闲情偶寄》可知，李渔的创新之法既无需奢侈的

花费，也避免了美则美矣却无用处的形式主义，而是

常常立足于日常生活和已有资源，进行别出心裁、独

树一帜的设计创造。这也就是所谓的“新之有道，异

之有方”。并非无中生有、从 0 到 1 才叫创新，而换

一种思维、换一个角度对当前早已熟知的事物进行审

视和改造，也是一种创新。就如窗栏的设计，早已存

在很多年，如何古法今用，设计出新颖独特的样式

来，使得“腐草为萤”，方能不辜负造物者的一片苦心。 

在《居室部》篇章中，李渔多次强调独创性和创

新性，时常能够于平淡之中出新意，又每每别出心

裁，化腐朽为神奇。如房舍宽而空地少的贫寒人家，

如何设计房檐既能挡风避雨，又不过分阻挡光线让屋

内变暗呢？李渔奇思妙想，想出用“活檐”来解决这

个问题。即在瓦檐下安装一扇带转轴的板棚，雨天正

撑来承接雨水，晴天反撑来作为屋檐外的顶格[7]。此

一举两得的方法便是他所说的“用天”。不为客观不

利环境所迫，反而让环境为我所用，实在是高明。李

渔在窗栏设计上的奇思妙想和趣味横生也是本章的

一大亮点，比如他用几根枯木制作的“梅窗”，他自

我评价生平制作之最佳，当以此为第一[7]。窗户外框

要选择最直的天然老树干定形，接着找两根树枝做成

两棵梅树，一棵下垂状、一棵上仰状，再用彩纸剪上

几朵梅花点缀在树枝上。如此，一幅栩栩如生的窗外

红梅绽放图景便油然而生，引得朋友拍案叫绝。在书

房壁的设计上，李渔得知古人有“壁内藏书”的方

法，便分析其妙处，又借用“凿壁偷光”的原理，举

一反三，设计出“壁内藏灯”之法，既可保养眼睛，

又能节省灯油。方法很简单，即在屋子的一面墙上挖

一个小孔，把灯放在隔壁屋子，于是灯光就可以通过

小孔照射到此屋，因此便可以一灯两屋用，同时视力

不受强光的损害。由此可见，李渔的创新不仅讲究新

奇，更考虑到实用性、经济性和安全性，并不是为追

求标新立异刻意而为，这也是李渔造物思想在今天还

值得借鉴的原因之一。 

1.2  雅趣：“古朴大雅”与“匠心独运” 

李渔认为，居室设计贵在雅致有新意而非纤巧浪

漫，即“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7]。雅致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审美情趣，蕴

藏深厚的文化意蕴，也可以看作是文人韵士内在精神

的体现。作为文人的李渔饱读诗书，品位风雅而富有

情趣，在文学艺术层面皆有较高的造诣，处世为人颇

有风度，而这也得益于他内在独到的审美趣味和高雅

的精神追求。他反对华丽繁冗，崇尚新奇淡雅，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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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情致在《闲情偶寄》中多处得到体现。透过书中

的窗栏、联匾等优秀设计，可以窥见李渔内心崇尚自

然、追求格调和情趣的雅致境界，同时，雅致的审美

情趣还让其造物设计呈现出自然、简约的特点。因

此，李渔的作品总能给人以典雅古朴之感。 

就拿题联做匾来说，李渔设计了蕉叶联、此君

联、手卷额、秋叶匾等式样风雅、寓意有别的匾联，

这些别出心裁的设计将其精神世界的风雅与别致展

现得淋漓尽致。在李笠翁看来，设计的内涵和意义，

比标新立异更为重要。比如他的蕉叶联，便是借取了

古人“蕉叶题诗”的风雅神韵；宁可食无肉，不可居

无竹[7]，竹子一向深受文人雅士喜爱，把竹子剖为两

半，在上面书写联句，便成“此君联”，没有比这更

古朴雅致的了；手卷额的样式设计灵感来自文人墨客

常用来装裱书画的手卷、卷轴，制成匾额后宛如一幅

天然图卷，毫无雕琢之气，古朴而雅致；秋叶扁的设

计则是受古时佳话“红叶题诗”的启发，取其“情”

味和美好的寓意。而窗栏设计，诸如梅窗、扇面窗等

设计既有新雅的形式，又极具雅致浪漫的趣味。李渔

自评其创造的园亭能让观赏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

乏高才，颇饶别致[7]，自谦中透露出自信，肯定自己

建造的园林新雅别致。丁澎曾称赞李渔“匠心独运”

“无常师”[8]。在当时不正之风盛行且要养家糊口、

应付世俗生活的环境下，李渔还能坚持捍卫艺术的独

创性，追求内心的风雅，实属可贵。 

1.3  意趣：“虚实相生，含蓄蕴藉” 

李渔造物的趣味思想还表现在，善于将生活中的

自然图景、人在不同情景之下自然流露的情感和艺术

化的审美趣味相结合，营造出一种“虚实相生，含蓄

蕴藉”的意境。李泽厚曾说，意境是意、情、理、境、

形、神的统一。中国传统艺术家和文人韵士皆追求

“韵外之致”，神似胜过形似。对艺术家来说，营造

意境之“虚”比描绘形象之“实”更见功底；对观赏

者来说，品味优秀艺术作品的意境，能让人进入情景

交融的精神境界，领悟到某种人生真谛[9]。因此，在

中国传统山水画或书法名作中，常常可见手法高妙的

艺术家们在创作时，将自然的情趣美和深远的意境美

融入作品中，使之呈现出深刻的内涵和幽远的意趣。

中国传统设计造物亦是如此。 

李渔将传统造园中的“借景”巧妙运用在窗栏

设计上，营造出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意趣之美。笠翁

住在西湖畔的时候，曾打算购买一艘小船，亲自设计

窗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四面皆实，独虚其中”的

扇面窗。人在船中从窗户向外望去，湖光山色一览无

余，俨然一幅天然的画卷。更有甚者，船移则景动，

坐在船内畅游西湖，一路上山川寺观、云烟竹树、樵

夫牧女，时时变幻，一天可以欣赏成百上千幅流动的

佳画。“巧于因借”是我国传统造园最为精辟的营造

智慧，李渔吸收其精髓并活用此法，运用在小船的窗

栏设计上，泛舟湖上，呈现出亦动亦静、亦虚亦实，

充满诗情画意的高远意境。而他所设计的“花卉式”

“虫鸟式”等便面窗也采用此种重在取意的方法。在

厅壁设计上，李渔认为太朴素和太华丽都不合适，经

过常年思索，悟出一个巧夺天工之法，那便是将趣味

和意境相结合，将虚和实相结合，将生活的乐趣与艺

术的高雅相结合进行构思。他找来四位绘画名家，在

客厅的几面墙壁画上色彩样式各异的花树和萦绕朦

胧的云烟，然后将喜爱的鸟儿养在蜿蜒盘曲的树干

上。画是假的，鸟却是真的。他还强调，鸟要选择鹦

鹉最佳，且要用铜架，去掉铜架的三面，只留下一条

足够立脚即可。如此一来，松树和鸟互相映衬，仿佛

一幅天然图画。最妙之处在于，友人来访欣赏壁画

时，突然看到枝头小鸟跳跃，仿佛要从画中飞下来，

无不叹为神笔。待仔细观看后，才明白其中的奥秘，

皆拍案叫绝。即使是如今看来，李渔的此种设计也可

称得上巧夺天工、妙趣横生。中国古人建园造物、题

诗作画皆重视意境，寻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效果。

李渔的设计颇得古代造物思想的精髓，将情、景、境

相融，呈现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至高境界。 

2  李渔“趣味”美学观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闲情偶寄》中的“趣味”美学讲究新颖别致，

追求闲情雅趣，注重高远意境和意蕴的营造。李渔将

自身的美学理念和设计思想注入到现实生活的设计

造物中，营造出一个具有闲情逸趣的艺术化生活环

境，成为几百年来人们推崇和效仿的榜样。蕴藏在李

渔造物观中的“趣味”美学思想，为指导当代设计创

新、探索当代生活方式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经验。 

2.1  趣味化创新：实用与适度兼顾 

趣味设计离不开创新，不论是腐草为萤还是妙笔

生花，能让人产生好奇和吸引的是新意和创造力，强

调创新是中国传统设计的一个重要特色。李渔的创造

才能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因为其创新不仅具有生活的

趣味，还有着明确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其一，实用是

创新的前提。不论是设计日常用品还是建造房屋，李

渔都将实用看作是重要的前提。他认为“一事有一事

之需，一物备一物之用”[7]，如建造房舍不在于多么

华丽壮观，而在于夏凉冬暖；设计窗栏则不仅要形式

美还要坚固耐用。无论是设计器物，还是其倡导的闲

情美学，他都绝不纸上谈兵，徒求美观，而是要“适

用美观均收其利”。其二，创新应尚俭忌奢。李渔在

开篇就阐明自己的立场：创立新制，最忌导人以奢[7]。

因为奢侈让穷人难以施行，使富人趋于奢靡，败坏风

俗。而李渔则在书中亲自为世人展示了简朴中也能出

新意的智慧和才能。如适用于贫困之家采光遮雨的

“活檐”设计，一灯可以两屋用的“壁内藏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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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李渔尚俭忌奢的创新理念对今天如何在物欲之风

盛行的社会作出设计创新尤其值得思考和借鉴。其

三，创新要把握好度。正如李渔所言“新异不诡于

法，但须新之有道，异之有方。有道有方，总期不失

情理之正。” [7]创新应该植根于情理之中，有理有

度，不偏倚、不矫饰，不无病呻吟。富贵人家喜好“堂

高数初，攘题数尺”的房屋，然而笠翁认为“壮则壮

矣，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贫困人家的“及肩之

墙，容膝之屋”，笠翁则认为“俭则俭矣，然适于主

而不适于宾”。把握好度，需做到房屋与人相称相

宜，造物尺度的适宜是最为重要的。所谓“情理之

正”就是指相衬、得体、适宜，强调一种协调的美感。 

在 BBC 的纪录片“Design for Life”中，当代最

有创意的设计大师之一、法国设计鬼才菲利浦·斯塔

克在评论学员的作品时，多次强调了设计的“实用

性”。他认为世上充斥着太多看似有创意却无用的产

品，而好的设计不仅是有新意的，还必须是实用的，

是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切实帮助的东西。比如 iPod

的保护套，或许它可以在包装上做得很新颖，但事实

上这并不是一个实用的设计，因为 iPod 本身已经足

够坚固，并不需要保护套。斯塔克的这一观念和李渔

不谋而合，追求创新并不意味着要舍弃物品的实用

性。再如市场上包装华丽的月饼盒、茶叶盒，因为过

度的设计导致产品的价格过高，消费者不得不为华丽

却无用的包装买单。相反，无印良品的设计却牢牢把

握住了“适度”的原则，在实用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创

新，追求“这样就好”的原则。如无印良品的“收纳

书”设计，一个白色塑料收纳盒被设计成书的模样，

侧面的纸质腰封上还可以备注收纳物品的类别和名

称，这样一来，人们便不用再为将此收纳盒置于何处

而发愁，将之摆放在书架上即可，不仅美观，还便于

取用。如此朴素雅致、简单实用又别具创意的设计正

是李渔的“趣味”美学所倡导的。在《闲情偶寄》一

书中，随处可见李渔的创新才能，创新求异已经成为

其日常生活的自然行为和思维模式，其创新之法对今

天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2  趣味化设计：愉悦性与趣味性统一 

李渔的“趣味”造物美学不仅强调创新，还倡导

雅致的美感、自然的意境，追求精神上的乐趣。雅，

是一种和谐、舒适的高层次之美，给人愉悦的审美享

受。意境则能激发欣赏者或使用者的想象和情感，进

入情景交融的诗意空间，产生愉悦的精神乐趣。李渔

的这一思想，对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设

计的趣味性维度，做出了率先的尝试。不论是古朴雅

致的蕉叶联、秋叶匾，还是意趣横生的扇面窗、梅窗，

都是李渔在趣味设计方面的优秀实践，让人产生精神

上的乐趣和情感上的愉悦。一直以来，设计领域对设

计的功能性和美观性的关注很多，但是有关“趣味

性”的研究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在社会

高速运转的当下，以及设计边界不断拓展的未来，研

究设计的趣味性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实际上，不论

年龄大小，人们对精神的愉悦和趣味的追求从未停

止，且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愈发凸显。诺曼在《情

感化设计》中也表示，乐趣和愉悦虽然是科学领域甚

少关注的主题，但却是未来设计非常值得探索的内

容。因为美感、乐趣和愉悦能共同产生快乐的情绪[10]。

而且，把枯燥乏味之物转变为稍微有趣之物，不需要

耗费太多的精力，这一点从李渔的造物经历来看所言

非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趣味性设计不应该仅仅

被应用在儿童用品和游戏等领域，还可以作为一种改

善人们衣食住行、提高生活品质的有效考量。可喜的

是，继李渔之后的几百年，设计领域先后出现了不少

经典的趣味设计作品，而且，近年来，趣味设计正在

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视野。 

回顾当代设计史发现，诸多享誉全球的经典设计

作品恰好在设计的“趣味性”方面有独到之处。如菲

利浦·斯塔克 1990 年设计的外星人榨汁机，如果只

从功能考虑，它并不是榨汁的最好选择，因为它表面

镀金容易被酸性液体腐蚀，然而，还是有太多人被它

吸引，忍不住将它买回家。因为它简约优雅的线条之

美和出乎意料的造型之奇，几乎对人们有着不自觉的

吸引力，让人产生好奇、想象且想引发讨论。试想一

个场景，初次见面的婆媳在厨房忙碌，却陷入了没有

话题的尴尬，此时厨房引人注目的外星人榨汁机则自

然而然成为了婆媳打破尴尬的救星。所以，斯塔克

说，他的榨汁机不是用来榨柠檬汁，而是用来打开话

匣子的。斯塔克的这一设计是从人的心理愉悦出发的

典型案例，他深知“有趣”对人的巨大诱惑，也对日

常生活中时常出现的沉闷、无聊、尴尬场景有着深刻

的体悟，所以当兼具故事性和神秘感的外星人榨汁机

问世，先是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后又唤起了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需要。斯塔克用绝妙的创意启示我

们，设计可以使生活中的常见物品变得有趣，可以使

沉闷的生活变得愉悦，和李渔关注精神乐趣和情感愉

悦的趣味造物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诸如此类的趣味

化设计还有迈克尔·格雷夫斯的小鸟水壶、雅各布森

的天鹅椅、达利的红唇沙发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趣味设计的踪

影，比如，无印良品的懒人沙发，因其可爱有趣的外

形，也叫豆袋沙发。这款 Bean bag chair 最早是由意

大利 Zanotta 公司设计的，设计师开创性地采用发泡

粒子作为沙发的内部填充材料，大大减轻了沙发的重

量，且内部的粒子能够随着人的不同姿势而自然流动

改变沙发的形态，给人极度放松、舒适又有趣的包裹

感，完全打破了人们对椅子和沙发的固定印象。今天

可以看到各大品牌都推出了懒人沙发，使这款有趣又

实用的创新性设计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家居用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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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说，有趣的设计的确让人过目难忘。深泽直人曾

设计过一组果汁盒，叫“果汁的肌肤”[11]。该设计提

取了水果最显著的外在特征——果皮，熟悉又强烈的

视觉冲击使得果汁盒上不需要添加任何文字，就能让

顾客瞬间辨别出这是香蕉汁还是猕猴桃汁。不仅如

此，当人们拿起果汁，果皮般的真实触觉立刻唤起人

们对该水果的所有记忆，愉悦和惊喜不言而喻，本能

地对这个食品产生健康、新鲜、天然又美味的心理感

受。深泽直人的这款将自然形态和材质经过审美加工

后与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自然结合的设计，实

用且充满自然意趣，和李渔的趣味美学设计思想十分

契合。如今，汽车已不再是单一的交通工具，手表不

只是单纯看时间的载体，手机更加不仅仅是简单的通

信工具。现代的物品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化的同时，也

将更加注重人机交互的生动性和趣味性，重视用户精

神和心理层面的愉悦和满足。随着市场需求逐渐成

熟、产品不断优化革新，当下及未来的产品设计除了

要满足功能、审美、伦理等要求，还需在趣味性和愉

悦性方面加大投入，为用户创造出真正实用、美观、

有趣的产品和服务。《闲情偶寄》蕴藏着丰富的“趣

味”美学思想及实用的造物智慧，为今天中国的设计

在趣味性和愉悦性层面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

思路。 

2.3  趣味化生活：艺术化与趣味化结合 

一个时代生活方式的形成，深受该时代文化的熏

陶浸染。而且文化似乎自古便有雅俗之分，精英阶层

掌握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话语权，被认为是精英文化

或高雅文化的代言人，市民大众则被归类为市井文化

或大众文化的归属者。自古富人阶层、精英阶层、文

人雅士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普通大众效仿的对象。然而

这也带来明显的问题，如晚明清初的社会，世风日

下，奢靡之风盛行，人们大肆追捧新奇和怪异。以李

渔为代表的文人韵士发现问题，便通过著书立说以正

风俗，并给世人展示了如何通过造物建园营造出兼具

艺术化和趣味化的生活方式。高雅文化具有丰富的内

涵、较高的审美趣味及小众的特点；大众文化趋于流

行化和通俗化，且信息庞杂，具有娱乐性[12]。李渔深

谙两种文化属性，他在文化层面被认为是精英阶层，

在经济上却属于市民大众，这皆因其个人的特殊经

历。李渔作为饱读诗书的文人，一方面深受传统艺术

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熏陶，有着至高的道德理想，追求

高雅的审美情趣和不俗的品位格调；另一方面，家道

中落的现实使得李渔的生活从富贵到贫穷，后不得不

卖文养家，以支撑世俗生活的开销。最终李渔在传统

道德和现实生活之间最终找到了变通之法，即寄情于

日常生活，通过生活实践，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情和审

美品位，塑造一种艺术化和趣味化的生活环境，并成

书传世将自己的内在精神追求展示给世人。《闲情偶

寄》便是李渔造物观、美学观、生活观的集中体现。

也因为以上种种原因，李渔的作品不仅受达官显贵的

赏识，也受市井平民的追捧。 

李渔的趣味化生活理念，在《闲情偶寄·居室部》

中有诸多呈现：不论是宛如图画、移步异景的湖舫窗

的设计，还是花香鸟语、震惊宾客的厅壁设计，抑或

是融汇了古墨书香和自然美感的蕉叶联、此君联的设

计，皆体现了李渔将自身审美情趣与生活热情相结合

的匠心与智慧。李渔将精英需求和民众需求相结合，

将原本小众的精英艺术和文化注入生活，转化成市民

大众也能理解和欣赏的雅致、具有趣味性的高雅艺

术，并用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设计来熏陶和育化大

众的审美素养；而对精英阶层来说，新奇雅致又妙趣

横生的设计也颇能提升生活的乐趣。李渔这种努力追

求趣味化、审美化生活的态度及其营造的智慧，对今

天的社会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当下的中国社会正面临

着这样一种矛盾：物质得到满足的人们既对高层次和

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有着向往和追求，又被消费主义和

享乐主义洗脑，误以为奢华便是高雅和有趣味。如何

通过设计营造出某种合理又不乏味的生活方式，切实

提升人们的生活品位和精神幸福度，也许是这个时代

人们所需要的。如何构建趣味化的生活方式，看似是

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然而，李渔却用实践经验告诉

我们，用心设计、改造生活中的每一件物品，使其具

有艺术之美和趣味之乐，便是在追求趣味化的生活。

试想，如果生活中一事一物的设计都是美的、有用

的、有趣的，能给人带来愉悦和舒适，那么人们便会

生活在美的环境中。环境会影响人、塑造人，长期来

看，人们的审美会得到提高、性灵会得到滋养。于是，

人们自然而然会去生活中发现美、寻求美甚至创造

美，也会摈弃浮华奢靡的短暂虚假之乐，从而追求更

符合伦理道德的生活乐趣。艺术化生活的核心在于

“美”，趣味化生活的核心在于“乐”，李渔将二者

有机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趣味”设计美学，这既

是融合了其才、情、性的产物，也是其人生观、价值

观的写照。这种规避了奢靡浮华却兼具趣味化和艺术

化的生活方式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和借鉴。 

3  结语 

就设计造物而言，李渔极具创新意识和创造才

能；就生活情趣而言，他兼具雅俗共赏的匠心与洒脱

悠然的闲情。李渔广博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幽默达

观的品格性情，共同造就了其作品《闲情偶寄》的独

特魅力。《闲情偶寄》综合了李渔的造物观和生活美

学观，其中蕴含的“趣味”美学思想内涵丰富，是研

究中国传统优秀造物设计文化、弘扬文化自信的重要

史料。此外，李渔所处的历史时期与当前中国所处时

代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研究李渔造物思想中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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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美学，不仅有理论学术价值，更对今天中国的设

计创新、生活美育、民生与幸福度等命题有着重要的

启示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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