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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观法》

内容概要

《如画观法》是作者王欣对传统中国山水画中空间营造的结构意识与观想方法的探讨，并借助此视角
，展开绘画语言向当代建筑设计转化的一条途径，展望一种“师法自然”的设计思路，借此试图寻找
中国本土建筑学的诗性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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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观法》

作者简介

作者：王欣
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乌有园社创始人；造园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从事传统中国文人造园艺术的研究与教学，致力于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设计的探索与创新。代表设计与
研究作品有：《介词园之卷》《西江二号园》《苏州补丁七记》《五十四院》《破境·密林雅集》《
如画观法二十四式》等。著作《如画观法》，编著《乌有园·第一辑：绘画与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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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观法》

书籍目录

序：为了一种曾经被贬抑的世界的呈现/王澍
侧坐莓苔草映身
读画构造
建筑需要如画的观法
如画观法十五则
观器二则
熙春弄·破境·密林茶会
苏州补丁七记
武鸣贰号园
大广间
跋/金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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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观法》

精彩短评

1、师法自然，通过寻找中国本土建筑学的诗性几何！看到了中国建筑的希望，中国建筑终于开启了
寻找本土特色的章程了
2、烏有園姐妹集
3、讲座和公众号已经cover 了文字内容 序也看过 书店里翻了 噢原来是二年级学生作业集 
4、一本文艺的专业书 爱不释手 排版文字插图都看着很爽  
5、作者的朋友圈大都是一堆志在赓续本土的文艺建築师。骨子里从小生活的地方——花鸟虫魚园、
烟垢黯邻檐，这些童年意象让我能接受书里一些出发奌，并希望可以从我們自己的语境出发展开思考
和設計。順便提下最近习惯了这种说文解字式的理解方式，挺喜欢几个逼格较高的词汇，好像真比一
个簡单的“建築設計”一词更能反映设计本质：「兴造」、「居景关系」、「观法」等等
6、造神
7、作者试图为建筑融入诗意画境，作品的构思源自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空间结构，正如后记所言，
这些建筑小品是“表意”的，是生活的切片，是镜头。“观法”是勾连作者的思想、作品和读者领悟
的核心词，将行与观，蒙太奇，通过建筑的形式、建筑的语言，预设于空间之中，读者被限定于“观
法”，进入建筑犹如置身交叉小径的花园。诗意的栖居，是建筑带来的终极体验。
8、和《乌有园》建筑学装B姐妹套装
9、要理解感觉还很远
10、法很强大⋯⋯⋯
11、颇有启发，图不少。学生作业微多，但另一条思路上的学生作业对我们也蛮有价值吧。
12、太多学生习作......
13、光明城蓝。
14、太多学生作品，理论部分的内容又写的有些含混不清，刚看完时的感受是，对于建筑的理解我没
有get多少，但是对于中国古典绘画史倒是了解了不少。图书馆借来看看还可以，自己买来看未免太贵
了。
15、骨灰级文艺男王欣老师。真是悟性好，能处理处这么有味道的建筑语言，现代语境下的传统，学
习了。
16、全书最后，金秋野的跋总结得太好了，譬如“王欣的设计特重命名”（也是我的感受），“尽管
这些作品带有某种唯美倾向，却能很微妙而精准地传达礼乐精神和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与生命寄托
”，以及“必须承认，跟中国语言一样，中国的建筑造型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以及通过抽象实现
表现上的克制⋯⋯”。我在看“如花观法十五则”时，会想起彼得艾森曼。前几章节王欣的写作有重
复的地方，面对抒发情感的文字，我内心疑惑：难道他醉了？
希望在中国建筑教育界能看到更多类似的集子。
17、看不到空明静远，只看到扭曲挣扎。脱离了环境，只是扭捏姿态，很不畅快。让我跑出去喘口气
。 
18、装帧+签名
19、这些年一直模模糊糊地在画在电影在音乐和历史中如切片版往复，去三里屯突然看到这个，好像
一下子印证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20、有点意思
21、纸上建筑，法画观房

Page 5



《如画观法》

章节试读

1、《如画观法》的笔记-第22页

        当口

山脚摄魂

李唐，万壑松风图：前景和中景重合，满满当当
1.9*1.4m
近乎立面的画法，详写山脚；未山先麓，截溪断谷。
“在山之水口观山，一个入口，你就傻在那里了。”

周遭，坠入山林的怀抱

谢时臣，仿黄鹤山樵山水图：密集繁杂，类型一应俱全
园中造大山，包围式的，“在山肚子里仰眺着远山”。

“反宇”：确认观者位置。
观画的方式，不由观者决定，而是由画本身的画法所定。

画界：画本身呈现给读者的观看方式。

传统观法，主动打开，开怀开襟，“山水自来亲人”。

“开门见山”：已身在山的内部，被松荫映山，溪泉扑面，兰草没屐，坠入山林的怀抱。

2、《如画观法》的笔记-第12页

        
1 莓苔：台，建筑的基座

画有画眼，诗有诗眼。
建筑是山眼。

2 侧坐：建筑的朝向，与基座的角度

它赋予你一种看法。

“斜向参差”：阅读方式的改变，引发构造设计的改变。
制造敏感的挑逗与撩拨。

高士图

3 草映身：与自然相见

浅草没屐，人面俱绿。
形影相照，相互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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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观法》

4 侧坐莓苔草映身

面向自然的诗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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