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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過半百了，再度重拾《幽夢影》這本清朝文集，閱讀那簡單文字下的底蘊，仍然感動莫

名；那清言小品就像幾筆禪畫，神韻自得自在，發人深省。年輕時便摯愛這種單純而透明的閒

情逸致，經常呢喃數語。爾後每一次的重讀，都能使我疲憊的心靈重新獲得振奮。這真是一本

跨越時空，啟迪人心的經典名著，至今依然擲地鏗鏘。

《幽夢影》的作者是張潮，生於清順治八年（1650年），卒年不詳。字山來，號心齋，別

署心齋居士，安徽歙縣人。本是官宦名門之後，早年家境優渥，管教嚴格，後境遇多舛，辛

苦坎坷；他自己勵志勤學，律己甚嚴；個性沉靜，喜交友宴客，常與時人酬唱。十三歲始習八

股，科舉仕途不順，只做到「翰林院孔目」從九品的小官。五十歲還曾鋃鐺入獄。終其一生著

作等身，除《幽夢影》外，尚有《虞初新志》、《花影詞》、《心齋聊復集》、《筆歌》、

《心齋詩抄》、《酒律》和《飲中八仙令》等。張潮的《幽夢影》全書以語錄體形式為之，共

收錄了219則。成書過程長達十多年，約在三十歲左右動筆，完成在四十五歲前後；內容包羅萬

象，全是作者的生活和讀書的隨筆。舉凡天地風月、人獸禽蟲、琴棋書畫和飲酒賞玩等，都成

為筆下的創作元素。簡言之，是一種文人雅士的生活體悟紀錄。

全書風格深受公安學派的影響，清言小品，格言妙論。張潮十分仰慕明末袁宏道、屠隆

等文人雅士的學養，思想崇尚性靈之學，遂反對宋明理學中的禁慾觀念，對於人性中正當的

「情」、「慾」，均極力張揚。在生活態度上，講究心要閒適，要活的有個性。張潮才氣橫

溢，獨特的生活美學，三兩隨筆，平易淡雅，卻詩化了哲理。令人眼睛發亮，耳目一新。清晰

脫俗的美學情趣，給現代人喑啞的靈魂，點燃內在深藏的真心。

現代年輕學子對古書有種刻板印象，以為古人寫的文章都是文謅謅、難懂的。因此，不

願意親近古文，進而排斥古書。當他們閱讀過《幽夢影》後，卻十分喜歡此書，覺得有趣且有

味。全書沒有刻意地引經據典，使用平淡的對偶排比和豐富的想像力，文辭讀之有節奏感和勻

稱美。閱讀過後，常露出會心一笑。何以如此？總的來說，張潮所展現的閒適態度，正是現代

人極待學習的生活美學。此時此刻，現代人最需要有顆閒適的心。能有所為，有所不為，純粹

基於己心，不是他心。心定後靜，靜後生慧，慧而能閒。 

閒適人生

品味《幽夢影》的生活美學

李壽菊 ◎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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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閒情偶寄》樂活在明清閒適人生─品味《幽夢影》的生活美學

 閒適之心 ✿

‧「能閒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

‧「人莫樂於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閒則能讀書，閒則能遊名勝，閒則能交益友，閒則

能飲酒，閒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摘錄自《幽夢影》）

「能閒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這是我最愛品味的佳句之一。世人所忙之

事，不外「名」與「利」。在現實生活中受到名利捆綁的人，容易隱藏自我，活在別人眼中。

導致拘泥常規，不敢突破，「心」得不到自由，無法放鬆。凡人能淡泊名利，放下世間汲汲營

營的功利心，便能專注在世間所認為無聊的事情上，如發呆、賞花、書畫等。「閒」與「忙」

的界定，關乎個人的價值觀，隨時讓自己保有一顆閒適的心，隨地就能品味生活的細膩處，處

處驚喜，時時快樂，進而達到樂活的境界。

張潮界定的「閒」，不是無事可做的「無聊」狀態，而是人的內心平靜如鏡，沒有功利性

的念頭升起，無塵無染。以如此之心應事，可以不將不迎，就像鏡子映物，美醜分明，物一離

鏡，鏡面乾淨，這種就叫閒適之心。有此心，方能從容就事，且能自得其樂。反觀現代人忙忙

碌碌，沒事也得找事做，外務纏身，誤以為充實；一天無事可做，便備感空虛，無法靜觀，閒

適境界則難成。

張潮的生活態度，採道家的放達疏淡，活出自己，不落俗套，強調琴棋書畫樣樣都需要。

張潮涉獵極廣，主張書要讀、酒要喝、山要登，花要賞，情要談；大自然裡風、花、雪、月皆

有可讀可玩之處。他曾寫道：「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盡顯文人的閒適自在。

 樂在讀書 ✿

‧「有功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

之福；有多聞直諒之友，謂之福。」

‧「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能用為難；能用不難，能記

為難」（摘錄自《幽夢影》）

 張潮認為天下最幸福的人，就是有閒能問學讀書。《幽夢影》全書談論讀書與問學之道，

多達50餘則。張潮是位典型的讀書人，熱愛讀書、寫書和刻書，對問學有深刻的體悟。雖然張

潮也學習八股制藝兩年多，卻不愛為舉業而讀書。科舉的目的性太強，教條式的讀書方法僵化

了思維，使讀書變得毫無樂趣可言，實與現代升學掛帥的學風相似。時下年輕人唸書只是拿來

考試，樂趣全失。張潮認為「讀書最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樂處也」。書

冊重在讀、貴在用，不是案頭擺飾。他說：「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

書不難，能用為難；能用不難，能記為難」。一個真正喜歡讀書的人，不會找藉口搪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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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喜讀書者，不以忙閒作輟」。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在不同季節，可搭配時序契機，擇書

而讀，其效更彰。他說：「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

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他也受到清初樸學學術風氣影響，稱賞博學也注重博證。他說：「著得一部新書，便是

千秋大業；注得一部古書，允為萬世宏功」。人活在這世上，只要敞開心胸，讀萬卷書和行萬

里路就可以結合，學養培育深厚之後，感受便昇華了，各種知識將化成識鑑能力和開拓視野。

他說：「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原來到處都可以

讀、讀書不需要加諸太多外在的功利色彩，如此方能全心享受讀書樂趣。

 立品涉世 ✿

‧「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

‧「立品須發乎宋人之道學，涉世須參以晉代之風流。」（摘錄自《幽夢影》）

張潮自身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處世多符合儒家規範，文辭卻沒有一點道貌岸然的說教

味。他說：「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多詩情畫意的說法！沒有半點火氣，令人莞

爾。張潮認為做人，需不傲人也不媚人。他說：「傲骨不可無，傲心不可有。無傲骨則近於鄙

夫，有傲心不得為君子」。凡人能界定傲骨與傲心，就可以端正治身了。

至於具體的處世理論是：「立品須發乎宋人之道學；涉世須參以晉代之風流」。張潮認

為人品的建構，得依理學所闡述的道德觀，需中規中矩，按部就班。然處世的行事風格，就要

有點晉人的風流灑脫，有所為，有所不為。如此，做人不會太過板滯乏味。最好的範例就是：

「入世須學東方曼倩；出世須學佛印了元」。這是張潮涉世數十年的感悟，漢朝的東方朔，官

至太中大夫，常隨侍君側，規勸君王，卻不會遭致殺身之禍。了元十五歲出家，出家四十年期

間，多與縉紳文人交往。有出世之心，又有度人救世之行。不偏不倚，方是處世之正道。

處世名言還有：「少年人須有老成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襟懷」。老少互補正可以克

服少年的膚淺，糾正老人的暮氣，不失處世良方。至於世間的富貴，張潮以為「為濁富不若為

清貧」；「富貴而勞悴，不若安閒之貧賤；貧賤而驕傲，不若謙恭之富貴」。以上做人處世道

理，都不失傳統文人的道德規範。

 生活情趣 ✿

‧「春風如酒，夏風如茗，秋風如煙，冬風如薑芥。」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

人不可以無癖。」（摘錄自《幽夢影》）

《幽夢影》所反映的是傳統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頗與現代人標榜「樂活」主張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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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觀之現在坊間有關樂活書籍，內容多在減重、回春醫療、控制環境、健康飲食和悠活觀念打

轉。彷彿只在身體上做文章，如何積極健身和養生的步驟，都是淺層認知。至於心靈層次的放

鬆，也僅是表象陳述而已，無關痛癢。

樂活的真正意義應該更接近文人的閒情雅致，除了內心真正的疏淡，才能避開情緒的陷

阱，認真領悟生活中人與大自然的各種關係，包括細微的聲響：「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

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山中聽松風聲，水際聽欸乃聲，方不虛此生耳。」又說「松下

聽琴；月下聽簫；澗邊聽瀑布；山中聽梵唄，覺耳中別有不同」。沒有放鬆的心靈，怎聽得見

這樣的天籟美聲和絲竹之音。當耳畔有餘音繞樑時，五官感受將昇華成快樂。人一快樂，對四

季就會產生品味，乃至四季的風都別有韻味。他說：「春風如酒，夏風如茗，秋風如煙，冬風

如薑芥」。現代人忙碌於生活，根本無暇也無能品賞季節的風。文人的品味讓我們也對四季的

風深深著迷。「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

藤蘿，人不可以無癖」。萬物互相依賴，互生互助。花朵再美麗，若沒有蝴蝶，就欠缺知音；

山中無水，陽剛還需陰柔來襯托！生活若沒有熱情，將是行屍走肉！癖好是一股活力，可以創

造生活無限可能。

世俗間的酒色財氣，被列四貪，張潮也說：「酒可好不可罵座，色可好不可傷身，財可

好不可昧心，氣可好不可越理」。只要有節度，百無禁忌。又說：「方外不必戒酒，但須戒

俗；紅裙不必通文，但須得趣」。酒可以不戒，但俗套一定不能沾惹。紅粉知己不必一定要有

文才，但得有生活情趣。只要學會轉彎，改變幾個想法，轉變幾個態度，審視生活中的大小點

滴，情趣都可以相通。他說：「善遊山水者，無之而非山水，書史亦山水也，詩酒亦山水也，

花月亦山水也。」有了閒適的心情，方有敏銳的觸覺，與天地的遇合，凡看的到、摸的到、嗅

得到、感覺得到的將無所不自得，無所不自在，生活就可以快樂逍遙了。

 知己不恨 ✿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淵明為知己，梅以和靖為

知己，竹以子猷為知己，蓮以濂溪為知己⋯⋯。」

‧「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

友，如閱傳奇小說。」（摘錄自《幽夢影》）

今天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年輕人對朋友的界定如何？為何衝突不斷上演？閱讀《幽夢

影》，張潮對朋友的交往，有許多哲思。面對不同的朋友就像閱讀不一樣的書籍，不但可以避

免不必要的衝突，還可以讓自己的人緣變好，結交到更多的好朋友。閱讀朋友，是張潮可以教

導現代年輕人的功課。

朋友的特質不同，對待方式不同，心情調適也不同，可以增加我們的包容力。張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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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友，如

閱傳奇小說」。就讀書人而言，這樣的譬喻再貼切不過，傳神地令人拍案叫絕，非張潮不能寫

出這樣的文句。他又說：「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耿介之人不藏私，真心待人，所謂的「密

友」，不必定是刎頸之交。「大率雖千百里之遠，皆可相信，而不為浮言所動」。密友是不會

因為距離或外務，而對朋友失去信任和疏離，若有事會相互扶持，真正的友誼不會因為時空的

轉變而改變。還有一種可稱為密友：「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為密友。」一針見血！

張潮說：「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知音難遇，若朋友中有一知己，人生可以無

憾。又說：「求知己於朋友易。求知己於妻妾難。求知己於君臣則尤難之難」。張潮的為官仕

途不順，遇不到一個知人善用的好上司，遂發出這樣的喟嘆！

張潮交友之心熾熱，也喜與古人為友：「不獨誦其詩讀其書，是尚友古人，即觀其字畫，

亦是尚友古人處」。讀書觀字畫都是結交古人的方式。甚至他想認識西施、衛玠、陶潛和東

坡。他說：「我不知我之生前，當春秋之際，曾一識西施否？當典午之時，曾一看衛玠否？當

義熙之世，曾一醉淵明否？當天寶之代，曾一睹太真否？當元封之朝，曾一晤東坡否？千古之

上，相思者不止此數人，則其尤甚者，故姑舉之，以概其餘也」。各朝各代的君子美人，他

都願意與之相交，可見他交友的熱忱。其次，他也樂於與朋友分享心情，「鄉居須得良朋始

佳」。且朋友當中要「以能詩為第一，能談次之，能畫次之，能歌又次之，解觴政者之又次

之」。顯見張潮交朋友是很有原則性的，會作詩的文人是第一人選，如此就可以詩會友。《幽

夢影》的成書，就是與許多朋友唱和後的產物。

總之，《幽夢影》以文人的生活和讀書體悟作為創作素材，以格言韻語完成此書。張潮的

友人讀之便在後評箋，有的順承，有的補充，有的調侃，有的逆轉。為本書撰寫評語的文人就

多達一百四十餘人，有黃周星，張竹坡等人，都是當時有名望之人。《幽夢影》219則清言小

品，卻有550餘則的評語。看來，張潮的朋友對他都是真心相待。連他自己都說：「有多聞直諒

之友，謂之福」。

若我們能發現和肯定張潮是有福之人，他的閒適人生和生活美學，將給現代人提供一種新

的典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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