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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日本》

内容概要

《重新发现日本：60处日本最美古建筑之旅》是一本带读者深度了解日本历史与建筑的文化旅行读物
。日本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享有盛誉，宫殿、神社、寺庙、城堡、民居、茶室、庭院各有特色，知名胜
景数不胜数：伊势神宫、松本城、白川乡合掌聚落、法隆寺、金阁寺、伏见稻荷大社、严岛神社、姬
路城、出云大社、清水寺、斜阳馆⋯⋯
本书精选日本全境60处震撼人心的最美古建筑，以海量照片与精致手绘体现建筑细节，以幽默精辟的
文章深度解析建筑背后的政治历史背景、建筑本身的设计意图与文化意味，带读者全面欣赏日本建筑
细致之美、深入浅出地认识日本历史与文化。带上本书，为独特而有意义的旅程无限加分，让旅行的
乐趣无限翻倍！
◆ 美轮美奂的五棱郭，在历史上却是个囧货？
◆ 关押重刑犯的网走监狱，装饰着“越狱王”白鸟由荣的塑像是几个意思？
◆ 都被太宰治说成“毫无风情，大而无趣”了，斜阳馆是怎么撑到现在的？
◆ 式年迁宫、永远活在当下，伊势神宫到底是现代建筑还是古建筑？
◆ 白川乡合掌聚落就是风之谷！为什么没有娜乌西卡在空中飞翔？
◆ 为什么金阁寺明明贴满了金箔，银阁寺却黑漆漆的一点银子也没有？
◆ “以沙为海，用石作岛”，连个盆景都没有的龙安寺石庭如何使人窥见无限宇宙？
◆ 怎样才能在伏见稻荷大社偶遇狐狸使者？
◆ “圣德太子的愉快木造建筑”法隆寺居然坚持了一千三百多年？
◆ 文豪夏目漱石最爱的道后温泉本馆，居然“禁止哥儿游泳”？
⋯⋯
再去日本，一定要带上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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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矶达雄
1963年生于埼玉县。1988年毕业于名古屋大学工学系建筑专业。
1988-1999年，任职于《日经建筑》编辑部。
2000年独立。2002年起，主持弗里克工作室编辑事务所。
同时任桑泽设计研究所、武藏野美术大学兼职讲师。
宫泽洋
1967年生于东京，长于千叶。
1990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政治专业，后入职《日经建筑》编辑部。
至今一直供事于建筑行业。
已合著出版《昭和现代派建筑巡礼》《后现代派建筑巡礼》《菊竹清训巡礼》《我们梦想中的未来都
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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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东日本
Part1 北海道
建议仔细观赏 建议浏览观赏
01 五棱郭 函馆市/江户时代末期 五角形的乌托邦
02 手宫机车库 小樽市/明治18年 形态服务于轨道
03 日本银行旧小樽支店 小樽市/明治45年 特别保留的“辰野色彩”？
04 旧函馆区公会堂 函馆市/明治43年 这就是想象中的“洋楼”
05 网走监狱 五翼放射状平屋舍房 网走市/明治45年 由内向外扩展
Part2 东北
06 三内丸山遗迹 青森市/绳纹时代前期~中期 不要小看绳文时代的建筑能力！
07 大汤环状列石 秋田县鹿角市/绳文时代后期 双子之环
08 中尊寺金色堂 岩手县平泉町/平安时代后期 边境线上的佛堂
09 会津荣螺堂（圆通三匝堂） 福岛县会津若松市/江会时代后期 双重螺旋的并行世界
10 旧济生馆本馆（现·山形市乡土馆） 山形市/明治11年 革命时代的纯粹几何学
11 斜阳馆（原津岛家住宅） 青森县五所川原市/明治40年 “咚咔咚咚”的声响
Part3 关东
12 圆觉寺舍利殿 神奈川县镰仓市/室町时代中期 THIS IS“禅宗样”
13 笠森寺观音堂 千叶县长南町/安土桃山时代 通往现代的“空中”表演
14 日光东照宫 栃木县日光市/江户时代前期 动摇的布鲁诺·陶特
15 三溪园听秋阁 横滨市/江户时代前期 流畅的左右不对称
16 成田山新胜寺三重塔 千叶县成田市/江户时代中期 流露出的奢华感
17 富冈制丝厂 群马县富冈市/明治5年 壁与柱的混搭
18 旧岩崎久弥邸 东京都台东区/明治29年前后 来自红茶之国的宅男
19 日本银行本店本馆 东京都中央区/明治29年 来自镜之国的建筑家
20 迎宾馆赤坂离宫 东京都港区/明治42年 左右对称中的近代化
21 东京站丸之内站舍 东京都千代田区/大正3年 堪称国技的建筑样式
Part4 中部
22 伊势神宫 三重县伊势市/第一次迁宫是在690年 永远活在当下
23 安乐寺八角三重塔 长野县上田市/镰仓时代后期 呈放射状的八角形
24 松本城 长野县松本市/安土桃山时代 看与被看的统一
25 犬山城 爱知县犬山市/安土桃山时代 大胆的扩建提升“天守”品味
26 如庵 爱知县犬山市/江户时代前期 穿越时空的胶囊仓
27 白川乡的合掌聚落 岐阜县白川村/江户时代中期~ 魔斯拉的故乡
28 冈太神社·大泷神社 福井县越前市/江户时代末期 永平寺“栋梁”的吉格尔式造形
29 旧开智学校 长野县松本市/明治9年 吸收一切西洋风
30 六华苑 三重县桑名市/大正2年 刺激巨匠的年轻委托人
西日本
Part1 京都·滋贺
01 平等院凤凰堂 京都府宇治市/平安时代中期 末世的水畔
02 三十三间堂 京都市东山区/始建于平安时代后期（现存为镰仓时代前期所建） 令人震撼的长度和数
量
03 石山寺多宝塔 滋贺县大津市/镰仓时代前期 “龟腹”并非掩人耳目
04 银阁寺 京都市左京区/室町时代后期 漆黑中的光辉
05 龙安寺石庭 京都市右京区/室町时代后期（有争议） 原风景之海
06 待庵 京都府大山崎町/安土桃山时代 一眼便觉灵气盈然
07 桂离宫 京都市西京区/江户时代前期 雁行排列的革新
08 清水寺 京都市东山区/江户时代前期 “看不见看不见”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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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日本》

09 伏见稻荷大社千本鸟居 京都市伏见区/江户时代 自动形成的算法建筑之美
10 京都国立博物馆 京都市东山区/明治28年 面对面的设计之神和施工之神
Part2 奈良·大阪·兵库
11 法隆寺 奈良县斑鸠町/飞鸟时代 塔与柱的象征主义
12 谈山神社十三重塔 奈良县樱井市/始建于飞鸟时代（现存为室町时代重建） 13是通向永恒的起点
13 唐招提寺 奈良市/奈良时代后半 柱廊的原理
14 东大寺大佛殿 奈良市/始建于奈良时代（现存为江户时代中期重建） 大建筑里的小空间
15 净土寺净土堂 兵库县小野市/镰仓时代前期 中世的高科技派
16 姬路城 兵库县姬路市/安土桃山时代 勒·柯布西耶风格的窗洞
17 滨寺公园站 大阪府堺市/明治40年 超越高架化的填色图案
Part3 中国
18 出云大社 岛根县出云市/始建于7世纪以前（现存本殿为江户时代中期所建） 通往天国的阶梯
19 三佛寺投入堂 鸟取县三朝町/平安时代后期 悬崖上的PROJECT X
20 严岛神社 广岛县廿日市市/始建于平安后期（现存本殿为室町时代重建） 涨潮时分
21 吉备津神社 冈山市/室町时代中期 增殖的屋顶
22 旧闲谷学校 冈山县备前市/江户时代中期 在山谷中思考世界
Part4 四国·九州·冲绳
23 吉野里遗迹 佐贺县吉野里町/弥生时代前期~后期 站在橹上看到的“城市”
24 今归仁城迹 冲绳县今归仁村/13世纪 超越“新国立”的三次元造型
25 熊本城宇土橹 熊本市/安土桃山时代 充满男人味儿的直线设计
26 中村家住宅 冲绳县北中城村/18世纪中叶 守护家庭的墙壁
27 旧金毗罗大芝局 香川县琴平町/江户时代末期 现世与虚构的双重空间
28 旧格罗弗住宅 长崎市/江户时代末期 用四个半世纪拼成一朵花
29 道后温泉本馆 爱媛县松山市/明治27年 建筑里的“小说”
30 旧松本家住宅 北九州市/明治43年 辰野金吾的青蛙食堂
专栏
辰野金吾 朴实刚健的“辰野坚固”
布鲁诺·陶特 年轻时热衷于迷幻风格
片山东熊 伤心的“花形满”
小堀远州 才华横溢的建筑官僚
俊乘房重源 在灾后重建中展现才能
加藤清正 合理的战术 合理的建筑
让欣赏日本遗产的乐趣增加十倍！ 关键词图解
一看就懂！日本建筑5000年历史
后记1 矶达雄
后记2 宫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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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60处建筑7个年代。北海道5：五棱水郭、机车转台、银行建筑、洋楼会堂、五翼监狱。东北6：绳
文遗柱、宇宙环石、金堂覆堂、螺旋佛堂、和洋医馆、斜阳大宅。关东10：禅宗佛堂、巨岩悬寺、东
照群雕、三溪听秋、艳三重塔、木砖丝厂、合揉洋宅、套匣银馆、迎宾离宫、东京车站。中部9：千
木神宫、八角宋塔、黑白松本、犬山天守、如庵茶室、合掌聚落、跃动纸社、天使学校、六华蓝楼。
京都10：凤凰倒影、33间堂、飘檐多宝、银阁无银、石庭美学、待庵茶室、雁行桂离、清水悬空、鸟
居红廊、馆舍狭长。奈良7：法隆塔柱、13重塔、鉴真道场、东大大佛、田园净土、白鹭姬路、滨寺小
站。中国5：出云探原、断崖三佛、海上社殿、比翼入母、闲谷山校。四国8：还原先居、琉球遗址、
熊本看橹、冲绳民家、古老剧场、格罗弗园、道后温泉、松本家宅。手绘解读。
2、手绘部分特别精彩，与文字相结合读起来很有意思～
3、可以算是这一波日本旅游书里面最有诚意的了
4、旅行指南一定要是“日本五天四夜”这种风格的吗，旅行主要看的就是建筑，这本数的风格简直
大赞，既有建筑的介绍，又不乏可爱的手绘及地图，实在不是中国同类书所能比的，中国这类手绘出
的太少太少了，主要是读者欣赏水平的问题，这方面真是十足的发展中国家啊。
5、但其实恰恰相反我不是太喜欢绘本的⋯⋯
6、特别深入浅出长知识，要带去京都～
7、因为学妹的缘故我也开始关注建筑，其实当初买这本书只是为了凑邮费，想不到有意外的收获。
这是一本很实用的日本古建筑观赏指南，文中提及建筑专用词汇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懵，像基本的掘立
柱建筑，只凭文字的话我是无法想象这到底是怎样的建筑，可是书中有精美的绘画，一下子就简单明
了了。是易读的又不缺深度的书。
8、好烦手绘书。。。
9、3.5 装帧和排版都很精致的一本书~ 专业性和可读性兼顾 两位作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来介
绍每一处建筑 无论是建筑的建造历史还是其本身的结构细节 都能有个大致的了解 P.S.虽然书中没有过
多的提及 但还是觉得像古建筑修复、文物修复这一类的专家好迷人。
10、看日本建筑介绍去验证曾经读的书里介绍中式建筑的一些东西。照片拍的好，图也画的好，有点
旅行手帐的感觉。像旅行手册，又是一个普及副本，这样去那都是人的假期翻这样一本书也就算出门
了。
11、处处彰显细节的书，对于非科班人士来说，是让人可以轻轻松松浅尝辄止的了解日本建筑。行走
日本时可以旅行参考。
12、比lonely planet深度太多，看完更想去九州了！
13、建筑
14、实话实说。我想移民日本。
15、会津荣螺堂/中尊寺金色堂/严岛神社
16、一般，应该至少适合去过日本，或者对日本比较了解的人阅读。
17、读图时代
18、日本回来后首读
19、应该在去日本旅行之前好好读一读。照片有点少，但可能是为了突出手绘故意这样，不是每个建
筑光能靠说明就能理解其构造，不少建筑属于缺少解释。翻译得非常不错。
20、2016年读完的最后一本书。很有参考价值，很有趣。
21、提供了很多有趣的视角
22、就当是旅游导览书

23、已标记25个目的地
24、读完感觉所选的那么多处建筑其实其实都很普通，远远比不上国内的古建筑。而且图片很少，多
是手绘，感觉像看漫画。唯一觉得有用的就是最后的建筑小知识。

25、這本書，說快讀，其實更適合當成枕邊書，睡前讀一讀，就會被作者的文字與插圖吸引，慢慢聽
他細說那些美好建築的歷史以及各種關於建築學的知識，然後便能安然入睡，在夢裡踏步抵達那些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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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建築。
26、好看有趣好涨知识，看完好想去爬三佛寺投入堂哦。
27、对于非常喜欢建筑或者对日本建筑的人来说 应该是本增长见解的书吧。但是我纯粹就是好奇才翻
看这本书，业余汉经常看了后面就忘了前面。。。所有稍微有点无聊吧。
28、泥轰大叔的萌和龟毛跃然纸上
29、制作精良的一本科普书，涵盖了日本大部分知名建筑，对一般读者来说深浅合适，由于其中的各
地建筑是按照各地名额分配的，觉得京都的知名建筑入选的太少了，其他地方入选的读起来又感觉没
那么重要。但总的来说是本不可错过的科普经典！推荐！
30、不去日本，不读此书。其实看完还是觉得天朝建筑有格局，毕竟地大物博。而日本恰恰缺少宏伟
的建筑群，大概这也是他们申遗之路坎坷的原因之一吧。
31、赠书/ 本以为是本LP性质的日本旅行书，但看了之后 真是惊讶，日本人出书的质量太高了（包括
整本书的设计啊、填图、注释）作者矶达雄写作的风格也是很好玩，很好玩。 书价贵是贵，谢谢赠书
人了
32、对日本的各种著名建筑有大致的讲解，再加上手绘，虽然不是很深入，不过作为入门和旅行读物
，再看到实物是也会很开心吧～
33、0处日本最美古建筑之旅。前几个建筑真的很吸引人，即使我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也觉得心向往
之。有建筑的图片，有布局平面图，有作者的手绘图，有点想去多了解一点关于建筑方面的知识，太
外行了get不到重要的点。一直觉得日本的文化保存得很好，处处都是故事，希望有天去书上的地方旅
行
34、又多了几个想去的地方⋯⋯
35、内容再细点就好啦
36、粗略看了一下，对于日本古建筑的介绍还是很全的。
37、我们看到的只是建筑的表面，剖析其内在才发现是那么令人惊叹的奇妙。什么都不容易，保持谦
卑之心，多多学习吧。
38、书做的还是很用心的
39、翻译好评。漫画加文字的组合，读起来趣味十足，笑点很多。
40、直接导致去了姬路城
41、画风好萌！两大叔在卖萌的样子 哈哈哈！PS：一开始以为是照片集，结果竟然是手绘
42、照着图片在图书馆找了好久，发现长得完全不一样，难道看的是假书？以为这是专业类的书，其
实是本游记，全篇只看到两个人到处大惊小怪“好厉害”“棒棒哒”。随便翻翻好了，最后可能有十
页干货。看完只记得日本建筑也没想想中历史悠久，好多还是现代翻新的，再也不歧视我天朝的假古
镇，古迹复原了。看到标签有人写“日本研究”，过誉了，最多就是日本建筑大赏。
43、挺好玩的呀～好想去日本～
44、一本有趣的书，漫画太可爱了
45、文字照片附加上漫画，在了解日本建筑的同时又不失趣味性。里面的建筑速写也画的太精致了。
以地区、时间为标准分类，书末尾还有介绍一些关于日本和西洋建筑的术语，最后日本建筑史的介绍
中的建筑还添有建筑的编号，建筑照片上有该建筑所在的页码，附送书中所介绍的建筑的全国分布地
图、时间表⋯⋯细节控真的很满足！这是我买过的装帧最漂亮的书了
46、确实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南，手绘的风格也很喜人
47、封面好看！

48、可以作为建筑学入门读物，也可以作为去日本游玩读物，一书两用，唯一不足作者有些啰嗦。
49、一本很有趣的書 介紹了日本比較冷門的建築 名人故居 宮殿 公共設施 甚至還有監獄 信息詳實 對於
不愛去著名景點的遊客很實用 整體采用了漫畫的形式 閱讀輕鬆 
50、给读者保留想象空间，又非常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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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建筑最初是人类劳动实践和日常生活遮风雨、避群害的场所，是人类抵御自然力的第一道屏障。
因此它成为人类重要的物质文化形式之一，车尔尼雪夫斯曾说过，“建筑作为一种艺术，比其他各种
实际活动更专一无二地服务从美感要求。” 历代建筑艺术与它所处的历史时代、地理环境、自然气候
、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同时它们还受到材料、结构、施工技术的制约。《重新
发现日本》是矶达雄和宫泽阳两位来自日本建筑专业杂志的资深编辑创作的一本涵盖了日本建筑、地
理、旅游，收录数位日本著名建筑师的人物专栏以及对一些专业建筑用语的解读。两位作者通过实地
靠地，选取了六十处“值得一去”的日本遗产，特别强调它们是非官方指定，按照方位从东日本的北
海道起始、东北、关东、中部到西日本的京都、滋贺、奈良、大阪、兵库、中国、四国、九州、冲绳
为止，向读者展示了美轮美奂的五棱郭，虽然有着作为日本北部防卫据点的建筑初衷，但在建成时已
落后于时代了，而它只能是一座寄托了建筑师美好理想的乌托邦。至于被做成“五翼放射”状的网走
监狱，按照常理，应该有着令犯人胆寒的冷库设计风格，不曾想竟然有着主题公园般的圆形拱门，并
且监狱内部一股营造出了很通透的“室外空间感”，以至于后来的建筑师们把同样的结构运用到独立
住宅的设计中，而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监舍的上方装饰有白鸟由荣的塑像——他出自吉村昭所的小
说《破狱》，是大名鼎鼎的“越狱名人”。而我作为爱好文字的人，当然对太宰治的居所极富兴趣，
斜阳馆被他形容为“毫无风情，大而无趣”，就是这里倒也促成他的部分作品诞生，在他的小说《咚
咔咚咚》中，主人公每当要做什么时，脑海中就会响起咚咔咚咚的声音，这沉闷而扰人的声音着实让
人难以忍受，但太宰治极度厌倦的家其实是一所东西合璧的，在“前近代”和“近代”建筑风格见自
由穿行的，堪称“时间迷宫”的大宅，正如作者分析，他之所以这样厌恶斜阳馆，其实最主要还是由
他的人格因素导致。更吸引我的是譬如金色堂外有覆堂，与曾经游览过的五台山塔院寺的大白塔虽在
形状结构上并无相同之处，但今天是人所见的是元大德年间，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形制为覆
钵式的尼泊尔大白塔，俗称大白塔，以前存放释迦牟尼佛舍利的慈寿塔置于大塔腹中。这样的偶然发
现还有会津荣螺堂的三十三尊观音像，意为参拜了这里就等于完成了“诸国巡礼”，可以相同的福报
，这与黛螺顶供奉了五方文殊菩萨，竟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想来人们对于信仰都有着美好而急于求
成的追索。书中的建筑在作者平实而透着诙谐的文字中显得鲜活生动起来。由于作者的用心，全书通
篇贯穿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习惯于走马观花的旅行者来说，这样有韵味、有思想的
文字着实会让人生出不虚此行的满足感来，更何况书中随处即是专业的建筑物美图和独具匠心的手绘
地图。在这样充满趣味和深度的阅读之后，衣服那个面你会发现旅行和建筑原来可以有这么完美的契
合，另一方面，对普通的旅行者来说，旅行的意义竟然也自然地浮出水面，这难道不是意外之喜吗？
2、《重新发现日本：60处日本最美古建筑之旅》源自杂志《日经建筑》2011年9月——2014年12月“
建筑巡礼”的连载。由作家矶达雄和编辑兼插画家宫泽洋共同完成，矶达雄先生系名古屋大学建筑系
专业出身，目前与他人共同经营事务所，兼任大学讲师。宫泽洋先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系，现为
《日经建筑》副主编。两位作者学科背景一文一理，共同走访了日本各地的建筑遗产，选出60处有代
表性的建筑与读者分享。矶达雄先生负责文字部分，宫泽洋先生专注完成插画部分，虽各司其职，但
并非毫无交集。无论是文字还是插画，都有很多细节涉及到二人同游时的交流片段。这种创作方式要
比单独一人全部完成更能激发创作的灵感。 今昔对比的启迪矶达雄先生在后记里面提到，他在文字创
作时选择了一种有趣的鉴赏方式，即“以过去的建筑为基准评判现代建筑，同时也反过来以现代建筑
为根本来考量古代建筑”。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介绍伊势神宫（690年）的结构时，提到了其对丹下
健三所设计的代代木第一体育馆（1964年）的影响。日本银行（1896年）外的高墙把银行中心围起来
，营造的若隐若现的感觉和伊势神宫的正殿一模一样。作者从织田信长的弟弟有乐的茶室“如庵”
（1618年）讲到黑川纪章的“中银胶囊仓”，得出“茶室就是胶囊建筑的鼻祖”这样有趣而有大胆的
结论。建筑作为一种空间艺术，正是用这种凝固的美影响着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代又一代年轻建筑
设计师。丹下健三的童年是在今治度过的，那里的今治城遗址是他童年回忆的一部分，所以在他设计
的国立代代木竞技场上，我们看到了石垣，这种以城郭的外形为基础进行的设计。传统古老的城郭遗
址，经年轻建筑师的再创造，现代建筑与古代城郭实现了融合与统一。严岛神社的篇章里提到安藤忠
雄的“水之教会”。安藤忠雄曾多次提到自己年轻时到访严岛神社受到的震撼。“水之教会”的十字
架就立在水池中央，如果想接近这个标志，得从它的后面绕上好一段路，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他在模仿
严岛神社的参拜路线。寻找“共鸣”的乐趣矶达雄先生一直期待能和读者产生“共鸣”，读这本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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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渴望着这种“共鸣”，所以当我看到介绍我去过的建筑时，我就翻出当年的照片，想对比一下角
度。旧岩崎久弥邸，也就是三菱集团第三代掌门人的家。这是矶达雄先生的角度，这是我的，“共鸣
”在哪里嘛。再来一组对比，我的，矶达雄先生的。不过最终还是被我找到了。京都的伏见稻荷神社
千本鸟居，京都必游之地，曾出现在章子怡主演的《艺妓回忆录》中。用译者杨林蔚的话说，四百年
的时光中，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立起了这些鸟居，但彼此之间没有违和感，仿佛从一开始起它们就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大山之中默默地生长着，将参拜之路越铺越远。那“共鸣”在哪里呢，不
在影像，在文字。宫泽洋先生写到下山的时候，能看到鸟居背面所刻的供奉者姓名，他认为这不就是
一种“广告牌”吗？我未到伏见稻荷大社参观过，但每在寺庙神社中看到这样那样的“奉纳”牌，我
脑海中立刻会蹦出两个字“广告”，看来这种“共鸣”已经跨越了这座建筑本身，读到此处，不禁莞
尔。修学旅行的意义任何时候的旅行，都会有属于那个时期特有的意义。修学旅行时的你，足够年轻
，观看建筑有这样那样的感慨，简单直接，“好古老啊”，“好大啊”，但那都是专属于年轻人的独
特体验。长大之后故地重游，自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个人教养越深厚，可欣赏的角度越多”。我
特别喜欢李欣频老师境外游的准备方式，她如果打算去往哪个国家，会在出发前的几个月里收集各种
信息，放在案头，有时间就筛选，慢慢制定自己的旅行计划。说走就走的旅行固然有几分洒脱，但面
对未知的新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好准备，也许这个准备会比较长。即便有一天真的“说走就走”
，也不是“毫无准备”，我至少可以带上这本书嘛，有两位资深导游呢，怕什么。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3、日本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享有盛誉，搭配上环境的自燃之美，真的很让人赏心悦目。身边好多朋友
都去过日本，看过他们拍的照片，宫殿、寺庙、城堡、民居、茶室、庭院都各有特色，实在是美轮美
奂。没有机会亲自去日本看看，能看看书也就很满足了！收到了书真的很惊喜。正方形的，掂在手里
很有分量。书封（就是书最外面那一层，像是包书的书皮）展开是建筑史年表，书中还附赠了日本30
选手绘全图，感觉很亲切，现在都很流行手绘，确实是很招人喜欢。书中除了景色实拍图，全部是手
绘插图。大叔的插图真的是萌萌哒，这让我想到另一位日本作家河童先生，他的书里也很多的手绘插
图，真的是很棒！每一处建筑介绍中，都有“建议浏览观赏”抑或“建议仔细观赏”字样。配以不同
表情蠢萌蠢萌的小人。“网走监狱，五翼放射状平屋舍房”这篇，小人建议仔细观赏。哈哈，由内向
外扩展的建筑形式真的蛮有特色的。书的左侧按照建筑地理方位进行分类，书的右侧页眉，按照建筑
编年进行分类。感觉真的是很用心，也很贴心，看了此书，真的是非常非常想攒钱，去日本看看！日
本那么小，但是我心那么大，就想去看看！
4、新书评：日本建筑美学里的民族性读《重新发现日本》文/方木鱼如果抛开政治、历史、民族与恩
怨的问题，日本算得上一个让人敬佩、羡慕、惊喜的国家。欣赏过插花大师川濑敏郎的《一日一花》
，随随便便一件器皿，在川濑敏郎的手下，仿佛被施了魔法，赋予它以生机和美感。读过不少和唐诗
宋词有得一拼的日本俳句，“俳圣”松尾芭蕉的“春雨霏霏芳草径，飞蓬正茂盛”，正冈子规的“渡
船春雨至，船上伞高低”，别有一番异乡风味。领略过日本敬业求精的工匠精神，神奇的马桶盖，结
实耐用的电饭锅，摄影发烧友必备的镜头⋯⋯《重新发现日本》是“未读”重磅引进的一本关于日本
地理、建筑、旅游的图书，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你不可不知道的关于日本的五十大风景名胜》之类
的泛泛之作，书中处处渗透着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和作者的文化底蕴与人生简介很好地
融合在一起，给我们一个立体、生动而又客观的日本。恰如“未读”的宣传语所说：我们之提供有趣
、实用、长知识的新鲜阅读。作者遍历日本，然后按照东日本的北海道、东北、关东、中部和西日本
的京都、滋贺、奈良、大阪、兵库、中国、四国、九州、冲绳等，攫取了了60处震撼人心的历史建筑
物来代表日本。第一座建筑讲到五棱郭，一个在国内建筑中很少见的类型，城郭遗迹呈五角星状们拥
有五个角，据说可以提高防御性能。作者给他起了个别名叫五角形的乌托邦。文中将五棱郭对比美国
的五角大楼后，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国家与整个世界对峙时，人们往往选择正五角形作为国家的象
征。日本是一个崇尚强者的民族，汉朝和唐朝时，中国国力强盛，日本便派官方和民间代表朝拜，学
习，宋朝时，国力略有下降，日本的朝拜便时断时续，至明清时，则完全成了骚扰加对抗，清末至民
国则人所共知了，侵略不成，却也造成了中日两国这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和人民之间永久的创伤。书
末有一篇关于日本古建筑用语的解释，那是一种和中国传统大木作、小木作、石作制度等不同的建筑
方式，这让人不自觉想起宋朝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里面都有“斗”、“栱”、“础石”、但更
过的是闻所未闻的建筑术语：切妻、寄栋、入母屋。难能可贵的是，书中除了一些像素颇高的风景照
之外，那些手绘的地图和建筑物，更有一种别样的精致，让人难以割舍。大概这也是日本让生活其中
的作者着迷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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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美不美？作为一个岛国，每年有着那么多的中国游客奔赴日本出游，这足以证明着日本有着
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间人们的视线。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视觉角度，不同的人群对于日本的品评
也许各有不同。如何可以选取比较经典的特色的景点去深入感知一个真切的日本呢？阅读一些相关的
日本旅游类书籍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就沉浸在了《重新发现日本：60处日本最美古建筑
之旅》阅读中。相较于以往旅游类的书册，本书有着一种别样的意境耐人寻味。一如本书的书名般，
这里揭开的是一个有着侧重点的日本旅游笔记。一别以往众人关注的风景，于本书之中读者可以零距
离地走近日本的美丽古建筑中。观摩一个国家的发展，聆听一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声音，那些保存至
今的古建筑无疑有着最为生动的发言权。翻开这本《重新发现日本》，我们于全书的最初便可以欣赏
到很多彩色的日本建筑物照片。那每轮美化的色泽，那无声胜有声的写实，那有着强烈震撼感的建筑
风貌----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撩动着读者的内心，渴盼着逐一走入这些建筑物背后的故事。虽然这些
建筑物已经历经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但是它们同样更积淀下了历史的底蕴，响彻着时光的回声，久久
让今日的人们震撼不已。走进这些建筑物，我觉得我不仅仅欣赏到的是日本的建筑风格，我更欣赏到
了日本建筑历史的沧桑，我同样也从另一个角度在解读日本。编者很是有心以每个精选的建筑物为独
立篇章，用生动有趣的文字讲解同时，更穿插入了搞笑逗趣的绘图配合解说。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
阅读既别有新意，又绘声绘色的有趣无比。无怪乎这本书被称之为是一本可以带领读者深度了解日本
历史与建筑的文化旅行读物。围绕着日本最美的古建筑物，分享着不一样的日本文化旅程，对于未曾
去过日本的读者而言这里的图文早已经让他们一饱眼福地感知着一个真切的日本建筑文化故事。通篇
的翻阅，我们不难发现本书的内容相当地详实丰富。既有着实景探访的摄影图片分享，又有着多个不
同角度下的手绘图穿插，还有着前往这些建筑物风景点的交通线路信息，如愿须知和地图配套-----宫
殿，神社，寺庙，城堡，名句，茶室等等日本的建筑物历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绝对是一次与众不
同的阅读旅程。借助着这本《重新发现日本》，读者无疑可以收获满满。换个角度识日本，最美古建
筑的风情着实耐人寻味！赏古建筑，悟日本历史，识一个全新角度下的日本,“扶桑”。
6、建筑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历史。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妨从它的建
筑着手。日本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享有盛誉，虽深受中国影响，日本人按照自己民族的审美情趣，逐渐
有了其独特的魅力，宫殿、神社、寺庙、城堡、民居、茶室、庭院各有特色。比如伊势神宫、松本城
、白川乡合掌聚落等等。但其中最具代表的历史建筑物散落在日本各地，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划，很难
将这些建筑物一网打尽。如果你对日本的古建筑感兴趣，想现场去看看，不妨先读一下矶达雄和宫泽
洋的这本《重新发现日本》。这本书精选日本全境60处震撼人心的最美古建筑，分东西两个方向，以
海量照片与精致手绘体现建筑细节，以幽默精辟的文章深度解析建筑背后的政治历史背景、建筑本身
的设计意图与文化意味，让读者能够全面欣赏日本建筑细致之美、深入浅出地了解日本历史与文化。
两位作者一位有着建筑专业背景，一位长期供事于建筑行业，既具备专业知识背景，又有着丰富的采
编经验，因此才能够把此书讲得既专业又吸引眼球。为了方便旅游者能顺利找到这60处震撼人心的历
史建筑物，作者在每个建筑物介绍开篇除了附上相应的地图，还有详细的交通路线书面阐述。套用一
句话，是日本旅游参观历史建筑物的必备指南。除了每个景点后面的精致手绘和幽默的表述吸引眼球
之外，文中还专门开辟了两个专栏介绍了日本的著名建筑师，介绍了日本建筑5000发展史，以便于读
者能够在建筑发展史中找到这些建筑物的地位和互相之间的联系。文中在介绍这些建筑的时候，还将
它们与一些现代建筑，包括日本国内和世界上的一些著名建筑进行了比较，以体现当初建造这些建筑
的“先见之明”。比如开篇的五棱郭，作者就列举了美国的五角大楼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日本馆，
来解释他选择五角形的意义所在。虽然这些历史建筑物我们都能在网上找到相应的图片和介绍，但就
像作者所说的“只有在真真切切地看到实物时，才能体会到那些声名远扬的历史遗产到底秒在何处”
。作者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书本带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景点介绍，更是历史遗产鉴赏的乐趣分享。
7、建筑最初是人类劳动实践和日常生活遮风雨、避群害的场所，是人类抵御自然力的第一道屏障。
因此它成为人类重要的物质文化形式之一，车尔尼雪夫斯曾说过，“建筑作为一种艺术，比其他各种
实际活动更专一无二地服务从美感要求。” 历代建筑艺术与它所处的历史时代、地理环境、自然气候
、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同时它们还受到材料、结构、施工技术的制约。《重新
发现日本》是矶达雄和宫泽阳两位来自日本建筑专业杂志的资深编辑创作的一本涵盖了日本建筑、地
理、旅游，收录数位日本著名建筑师的人物专栏以及对一些专业建筑用语的解读。两位作者通过实地
靠地，选取了六十处“值得一去”的日本遗产，特别强调它们是非官方指定，按照方位从东日本的北
海道起始、东北、关东、中部到西日本的京都、滋贺、奈良、大阪、兵库、中国、四国、九州、冲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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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向读者展示了美轮美奂的五棱郭，虽然有着作为日本北部防卫据点的建筑初衷，但在建成时已
落后于时代了，而它只能是一座寄托了建筑师美好理想的乌托邦。至于被做成“五翼放射”状的网走
监狱，按照常理，应该有着令犯人胆寒的冷库设计风格，不曾想竟然有着主题公园般的圆形拱门，并
且监狱内部一股营造出了很通透的“室外空间感”，以至于后来的建筑师们把同样的结构运用到独立
住宅的设计中，而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监舍的上方装饰有白鸟由荣的塑像——他出自吉村昭所的小
说《破狱》，是大名鼎鼎的“越狱名人”。而我作为爱好文字的人，当然对太宰治的居所极富兴趣，
斜阳馆被他形容为“毫无风情，大而无趣”，就是这里倒也促成他的部分作品诞生，在他的小说《咚
咔咚咚》中，主人公每当要做什么时，脑海中就会响起咚咔咚咚的声音，这沉闷而扰人的声音着实让
人难以忍受，但太宰治极度厌倦的家其实是一所东西合璧的，在“前近代”和“近代”建筑风格见自
由穿行的，堪称“时间迷宫”的大宅，正如作者分析，他之所以这样厌恶斜阳馆，其实最主要还是由
他的人格因素导致。更吸引我的是譬如金色堂外有覆堂，与曾经游览过的五台山塔院寺的大白塔虽在
形状结构上并无相同之处，但今天是人所见的是元大德年间，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形制为覆
钵式的尼泊尔大白塔，俗称大白塔，以前存放释迦牟尼佛舍利的慈寿塔置于大塔腹中。这样的偶然发
现还有会津荣螺堂的三十三尊观音像，意为参拜了这里就等于完成了“诸国巡礼”，可以相同的福报
，这与黛螺顶供奉了五方文殊菩萨，竟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想来人们对于信仰都有着美好而急于求
成的追索。书中的建筑在作者平实而透着诙谐的文字中显得鲜活生动起来。由于作者的用心，全书通
篇贯穿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习惯于走马观花的旅行者来说，这样有韵味、有思想的
文字着实会让人生出不虚此行的满足感来，更何况书中随处即是专业的建筑物美图和独具匠心的手绘
地图。在这样充满趣味和深度的阅读之后，衣服那个面你会发现旅行和建筑原来可以有这么完美的契
合，另一方面，对普通的旅行者来说，旅行的意义竟然也自然地浮出水面，这难道不是意外之喜吗？

Page 11



《重新发现日本》

章节试读

1、《重新发现日本》的笔记-第75页

        雕刻覆盖了阳明门上的每一个角落，其精美程度令人感叹不已

2、《重新发现日本》的笔记-16

        当一个国家与整个世界对峙时，人们往往选择正五角形作为国家的象征。

3、《重新发现日本》的笔记-第307页

        

4、《重新发现日本》的笔记-第52页

        

5、《重新发现日本》的笔记-第37页

        对于建筑爱好者来说，大型竖穴式住居也非常值得玩味。根据复原图琐事，人们是在同一个屋顶
下共同生活。 但即便是绳文人，过着这样完全没有隐私的生活真的没有关系吗？他们的建筑能力确实
很强的话，其实可以做成长屋那样的“复式公寓”呀。

6、《重新发现日本》的笔记-第47页

        松尾芭蕉参观中尊寺金色堂时曾说“久不见艳阳，五月梅雨降光堂，不掩昔辉煌”。

7、《重新发现日本》的笔记-第27页

        这座想象中的“洋楼”拥有三角形的连续房顶以及伸出二楼的大阳台。

8、《重新发现日本》的笔记-第159页

        沿着石板铺就的餐刀走到大门口，门里面就是寺院的内部。进门向右转有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
顺着路向前走就会看到一片水池，著名的凤凰堂就在这水池畔。隔着水池眺望，凤凰堂的全貌尽收眼
底。它由四部分组成——正中间的中堂、左右各一的翼廊，以及背后延伸出的尾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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