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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渔以“成名”作为其价值观的核心 ,通过对“技无大小 ,贵在能精” 、“才乏纤洪 ,

利于善用”这一论断的剖析 ,深刻反映了其多元价值观与对精品意识和非凡价值的倡导;他由

此充分肯定了作为“破道之小言” 的戏曲享有与“经国之大业”同等的价值与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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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作为一种哲学学说 ,主要是从主体如何满足与能否满足入手来考察与评价物质与精神的活动

对于人 、阶层 、社会的意义。价值观与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 。李渔的价值观在其曲学思想

之中占有核心和主导的地位 。因此 ,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李渔的曲学思想 ,就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李渔的

价值观 。

一

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之“结构第一”开篇即说:

　　吾谓技无大小 ,贵在能精;才乏纤洪 ,利于善用;能精善用 ,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 1](第 1 页)

这一句话的中心意义在于“成名” ,换言之 ,李渔是以成名作为人生价值准则的 。在如何成名与怎样成名

方面 ,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技无大小”而言 ,他谈论的是技巧技术层面的问题 ,或者说是职业的问

题;就“才乏纤洪”而言 ,他谈论的是主体层面的问题 ,或者说是作者先天的问题 。两个层面都要涉及主

客体 ,但各有侧重点 ,前者是说由客体可以上升到主体 ,后者是说由主体必须落实到客体。

所谓“技无大小 ,贵在能精” ,正是庄子“技进乎道”思想的表现 。《庄子·天地》中说:“通于天地者德

也 ,行于万物者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 ,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 ,事兼于义 ,义兼于德 ,德兼于道 ,道兼

于天 。”对这种技进乎道 、技道相通的思想 ,庄子借助了许多事例加以说明 ,例如《天道篇》中的轮扁斫轮

“不徐不疾” , “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 ,“口不能言 ,有数存焉于其间” ;如《达生篇》中所写的佝偻承蜩之身

“若厥株拘” 、臂“若槁木之枝” ,完全达到了“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 、心与蜩的合一 、手(技)与心的合一 ,

蜩 、手 、心三者的合一 ,由外而内 ,乃造于“有道”之境;还有一个极著名的例子 ,那就是《养生主》中描绘的

庖丁 ,他解剖牛体时 , “依乎天理”“因其自然”而能够达到“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 ,就更是由技进乎道了 。

由上可知 ,技之是否精湛即在于能否进之于道 ,换言之 ,技之由粗而精的过程正是由技而道的过程;而这

一过程即是由物———手 ———心 、由客体向主体不断深化 、不断内化的过程 。由此理解李渔的“技无大小 ,

贵在能精” ,可知他意在强调技无重要不重要的分别 ,而在于能不能精。“技”只要能精 ,便能进于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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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Comment about LI Yu' s Idea of Poetic Drama Writing

CHEN Shun-zhi

(Education College for Fo reign Students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Biography:CHEN Shun-zhi(1957-), male , Doctor of philosophy , Professor , Education College for Foreign

Student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ancient times.

Abstract:LI Yu took “ to become famous” as the co re of his values.His analysis of “ technique doesn'

t varied in size , but lies in fine” “ no mat te high o r low , ability needs to be used properly” profoundly

ref lected his multiplication values and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high-quality w orks aw areness and the

outstanding value.And from these , he had fully aff irmed the drama of “ the slightly verse of telling t ruth”

shared the same value w ith the status of “g reat undertaking of manage a cou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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