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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寺：水月》

内容概要

《农禅寺：水月》是姚仁喜“堂奥”建筑系列丛书第一本（第二本为《乌镇剧院：并蒂》），介绍的
是台北法鼓山农禅寺，亦名“水月道场”。由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师姚仁喜依圣严法师所嘱于2006
年-2012年设计建造。他用简约且精炼的手法回应了圣严法师的“水中月，空中花”的六字任务书，完
成了“水月道场”，即农禅寺。
姚仁喜以“堂奥”二字，叙述他对建筑设计及意境的追求。书中对农禅寺的建筑形态进行深入剖析，
并加以评述，附有大量图纸和建筑图片。整本书既从建筑专业的角度介绍建筑作品本身，又全面揭示
农禅寺从构思直至建成的一系列“因缘和合”。
两位建筑学者王南和袁牧对建筑师本人的采访有助于理解建筑的文化内涵。建筑师姚仁喜特别为本书
写了序言，阐述他对建筑设计及意境的追求。
本书由读库出品，购买链接：http://t.cn/RL2Vh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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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寺：水月》

作者简介

王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他在《读库》刊发的“建筑史诗”系列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袁牧，建筑师，多年来从事唐宋木构建筑、乡土民居、风景旅游建筑及当代佛教建筑的相关设计创作
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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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寺：水月》

书籍目录

序
引子 法师偈语
第一章 景观道场
第二章 都市净土
第三章 清水芙蓉
第四章 光照经文
结语 明心见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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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寺：水月》

精彩短评

1、3.18
2、这本感觉不如《并蒂》。
3、对农禅寺的讲解很棒~缘由·过程·因果 描述＋采访都文艺又细致 要是在多一些专业的图面就更
好啦~ 读了很想去一睹真容~
4、看完《并蒂莲》之后买的，除了本书自有的内容之外，意外的去看了姚仁喜翻译的另外一本书《
正见》，惊为天人。其中的因缘实在是太微妙了。要说起，我是最先知道他的夫人任详的，2年前买
了她的书《传家》，也是缘分吧。
5、过于专业了，一知半解的读。
6、实在喜欢王南所写的建筑系列，用平易近人的写作手法介绍建筑的深度。不是枯燥的讲建筑的构
成，而是讲"堂奥"。"水中月，空中花"圣严法师只用六个字描述他心中的水月道场，姚仁喜真的就做到
了虚实结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想往镂空刻字的两面"经文"墙，光是看文字图片心中就有莫名的神
圣感！如有机会再次拜访台湾，一定要去朝拜此地。
7、篇幅略有赘述，摄影图片太差，排版上内容与图片结合欠佳，往往需要翻页才能慢半拍地得知所
述空间样貌。专业上的讲解还不错，从建筑师本身的思想出发，结合佛教思想，发散至其他建筑作品
，细述了农禅寺建筑的构思，平面，立面，施工，材料，空间意境。虚实相生。
8、肚子疼的夜晚。初看农禅寺的照片，心下暗自琢磨，如此现代的建筑，虽有佛经刻于墙面，水面
倒映着大殿，帷幔垂挂于堂前，还是与印象中的寺院相去甚远。读过全书，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一是
缘于它的清水混凝土建筑，虽然读此章节时我曾莫名其妙居然在看清水混凝土...但凭借图片和想象，
如果让我形容，我会选择洗练和脱尘来表达这种灰色外墙带给我的感受。雨后的下午经过一栋这样的
大楼，地面上残存着些微水迹，显现出深色玻璃墙的倒影，不俗。二是书中提到，在设计过养慧学苑
和禅修中心之后，姚仁喜放下对现代建筑形式的执着，完成了对万物皆为幻象的佛教观念的回归。的
确，上述几处是在现代建筑中融入了佛的元素，似乎有些不得为之，到了农禅寺，佛的相关变成了佛
的日常，有了普度众生的意味。透过镂空的经文望向夕阳和远山，明心见性，回归自然。喜欢。
9、一本书写透一个建筑。
10、有意思的一本小书，普及了一些建筑学基本知识。
11、在去西藏的火车上读完，也许是透过建筑，对佛学的另一种现代化解读
12、五一出游的火车上看了大半，回程看完。深有触动的书。第一次知道清水混凝土这个名词，并从
认为“丑陋”粗俗转变为“韧性低调深邃”的感触。建筑学应该是离傻文科生最近的工科了吧，反应
审美世界观价值观和向世界倾诉、与生态和解共融的所有诉求。真想去体验金刚经和心经投影在眼睛
上的奇妙感受。
13、.5 P36~37 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41590719
14、空中月，水中花。到台北一定要去看看。末法时代，美即批判，美即力量。
15、三星。寺庙本身设计很棒，文字内容一般般。
16、一本书写透一所建筑。既展开说明了很多佛教、文化的信息，又从空间上依次序描述细节，让人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7、姚仁喜展开幕现场买的，然而没赶上签名
18、在农禅寺的水池边盘腿坐下，在多云变化的光线中陆续读完。
19、与宗教总有着隔膜
20、“中国建筑行业尚未达到对清水混凝土美学的理解与认同，尤其是业主方面，对于这种返璞归真
、不施装饰的朴素建筑材料，大多不懂得欣赏。相比之下，业主宁愿花钱购买豪华或者新奇的外装修
材料，这不失为中国现代建筑发展中的一大憾事。”
21、由内而外的因缘和合，空间形成的有形路和光形成的无形路指引着修行者的前行
22、一本小书，印刷和排版都很好，极好地完成了“一本书读懂一座建筑”的使命。作为一个没有任
何建筑学基础的读者，切实地感受到了设计师的用心。还没开始阅读之前，就已经对农禅寺有所了解
，尤其震撼于镂空雕刻的经文。但真正在阅读的过程中，才知道了姚先生为何要这样设计——有感于
藏传佛教的风马旗的概念（借助自然界的力量“风”，将经文传送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希望可
以借助光影的力量达到异曲同工之妙。设计师不遗余力地完成了圣严法师所描述的”水中月，空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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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寺：水月》

“的要求，同样令人震撼。人生第一次觉得，建筑是活的。
23、作者进入一个破败的藏传寺庙时，泪流满面。他说这是巅峰体验。2017-8
24、一些地方还是晦涩，但建筑的美的确是解构得细致了。
25、水中月，空中花！精彩，震撼！So Awe-inspiring！一定要去看看！
26、喜欢建筑类的书，又融入了建筑师对于佛教、禅的理解，精巧的小书。
27、当佛法与古建视为标配的思维定式受到冲击时，对于现代建筑元素的渗入理念通过笔者的娓娓道
来，而让读者从排斥到理解再到欣赏实为不易。全书从谋篇布局，装帧排版，文字提炼，甚至细到纸
质的筛选都精益求精。老六很少让人失望。
28、黑格尔曾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在这里，建筑是凝固的哲思，建筑师将他对哲学的思考融入
到了设计中，用建筑来映射他的思想。我最贴近建筑设计的一次，就是看着嫂子在电脑上设计一座大
型综合商场，对于我这种平凡的人来说这简直酷毙了。虽然在设计商场时，实用性要多于艺术性，但
我还是觉得这很厉害。每一幢建筑都是会说话的，它能反映出建筑师当时创作的心境。PS：建筑师在
设计我们单位某栋楼时肯定是睡着了⋯
29、全面了解了农禅寺，也不过分解读吧，最喜欢的一点就是男神设计了她，但是结合光影却幻化出
更多的景
30、清水混凝土 水 现代寺庙 建筑与佛教
31、写的差强人意
32、越读越妙！回想彼时的参观，真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只知道好，一股脑下肚却不得滋味。再
去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再次拜访！
33、王南的建筑史诗系列都值得一读，用一本书写透一座建筑，这想法实在太妙了
34、演讲与展览更好看，采访有些词句有意味，其他会觉得有点重复了。
35、读其书，想见其建筑。尤其喜欢门前水塘和刻印经文的设计。
36、对姚仁喜的作品开始有了解。
37、镜中花，水中月
38、2017.3.31 / 火车（昆明-成都）
39、关于建筑的小细节，更多的是丰富建筑的内容以及故事性的一本册子，与预想中的有差距，就不
五星啦
40、因为一本书，梦想着去趟台湾，台湾之行8天，第7天到达台北前看完的，想着去台北北投法鼓山
看看这座美丽的农禅寺，却没来得及，不免有些遗憾，书中对现代主义的建筑提出的一些观点与看法
让我耳目一新，建筑，特别是宗教意味的建筑，体现出的东西，不是一本书能说清的，但却让真本书
，打开了一扇通往美学与宗教的大门
41、读库系列 自己看见不会买 看了又感觉有点好看系列
42、水中月，空中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43、用一本书的体量写透一座建筑，虽不大但是内容很详实，对谈部分很有意思，讲建筑师如何完成
水中月空中花的设计任务。农禅寺真是有魂又有灵的建筑，有机会一定要拜访。
44、很有文化的一本书。
45、五星好评，建筑师里的哲学家最牛叉。
46、照片和印刷满分
47、精彩
48、带着宁静与震撼，一气呵成读完，与其用一本书的尺度来丈量一座建筑，不如说丈量的是姚仁喜
先生之美感与哲学思想，圣严法师的水中月，空中花，真正被这座建筑体现的淋漓尽致。曾经认为建
筑是凝固的艺术，随着现代建筑与自然元素的相互融合，建筑愈加流动起来。看到最后反应过来姚仁
喜先生是传家任祥的先生，难怪难怪！感谢六哥这样深度的挖掘，受益匪浅！
49、整本书的结构很好，能把一个建筑谈透，也能延伸开很多问题
50、開篇幾個訪談和建築的描寫有點用力過頭，導致裝逼味道濃郁。後面說到清水混凝土，有點乾貨
，可一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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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其实买书，我觉得一半是眼光一半是缘分。有时候看到觉得喜欢就买下，有时候辗转偶得顺手拿
到。到如今有了kindle，更是天真的以为所有的好书都能够塞在一个平板里面带走。事实是，kindle和
纸书还是有很大区别。《农禅寺·水月》是从《读库》了解到的一本书，2016年第一期里面就有介绍
这本农禅寺。是一部讲建筑的书籍，作者和读库老六的想法是希望能够通过一本书把一个建筑给讲透
了，所以就有这么一本书。农禅寺的作者叫姚仁喜，是建筑师。乌镇的并蒂莲剧院、台北的农禅寺都
是他的作品。之前在读库上看到他演讲的话题——“堂奥”，即是讲传统世家建筑的“现”与“隐”
，不过是换了日本的一种叫法（想起了苏轼的一首词——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姚仁喜的夫人叫姚任祥，出过一套书叫《传家》，是我结婚的
时候送给自己的结婚礼物。特别厚重的一套书，共四本——春、夏、秋、冬。是讲传统中国社会里面
的习俗和待人之道，以及传统中国人的吃穿用度。回到这本书，农禅寺的出名，可能也因为需求方圣
严法师的六字要求——水中月镜中花，而出名。建筑师用开阔水面、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寺庙、镂空的
《金刚经》和《心经》来满足需求。把无形化为有形，且能够让人看着漂亮，所以才这么出名吧。书
分三部分：农禅寺，从设计到成型的过程；国内外寺庙的设计；清水混凝土建筑。以及在这期间的访
问记录。外行看热闹，所能记住的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名词和建筑，只是对建筑所呈现的美和建筑对人
的改变比较感兴趣。书里讲僧人已经习惯早起后先诵读一遍墙上的《心经》。这些习惯在农禅寺建筑
出现之前并没有，因为美丽而不自觉形成习惯，是建筑对人的改变。建筑一旦塑造成形就很难再改，
于是出现的只有人来改变和习惯一个建筑的要求。譬如只能坐电梯上下譬如角落常年要开灯譬如工位
的格局。正因为这种成型后的僵硬会去改变人的习惯，所以一个建筑的好坏我认为在这个建筑是否会
体现出某种柔软性——或者叫做美感；是否会随时间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如光线的变化天气的变化
等对建筑的影响。从这里甚至可以延伸到不同建筑对人的影响，譬如高耸尖锐的哥特式教堂以及我喜
欢的法国朗乡大教堂。之前翻看过一本建筑入门书——《丰子恺谈建筑》，有兴趣可以翻开看看。那
本浅显的入门书籍构筑了我现在可怜的建筑认识的框架，也是我仅有的可以对外行装B的家底。另外
一点是书中的采访对谈。有人觉得采访对谈的内容讲得好，可我每读起来总感别扭。采访人是大陆这
边的两位建筑家，被采访人姚仁喜。字里行间总有一种仰视和小心翼翼的感觉，以及采访人预设的一
些定义和观点。姚仁喜的回答是在做建筑之前，甚至做完之后都可能没有想过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真
的产生了某种效果也是因缘巧合。所以我对采访人一开始就抱有的观点（或者叫成见）觉得不满意。
所以，在做任何判断之前，一定不要带着成见或者预设一个定义。这种想法会影响之后对信息的选择
性接收，只看到自己想看想了解的。就像我去认识一个人，假如先有人在我跟前讲了他的坏话，我总
会不自觉的去留心这个坏话甚至从他的行为举止去验证这个坏话的内容。这种行为不好，虽然改起来
比较难，但是也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预设一个定义。以上。
2、读完了姚仁喜的《农禅寺·水月》，再回头看河童先生的《窥看舞台》，更有感触。《窥看舞台
》里，河童的那个抱怨很切中要点：建筑师不能只追求自己作品的美感，而忘记了它的用途，建造剧
场的人，应该去体验一下看戏时候真正的感觉，才能明白自己想象的结构最终是否真的能让剧场内的
每一位观众舒适。是艺术，更是技术的事。大家吐槽生活中的很多工业设计不合理：什么普通面板上
三孔插头和两孔的不能同时使用之类的，同时又有另一些声音说，日常用品里的很多设计细节其实并
没有为我们充分使用。但我感到，假如设计里同时兼具实用与美，是很难被埋没的。农禅寺的“水中
月，空中花”实际建成后的惊艳效果就达到了这种难被埋没的程度，特别是镂空《金刚经》水泥板在
黄昏的光阴中被普照，文字经过光，于对面的玻璃幕墙上浮现，玻璃之外是暮色四合。野旷天低树，
夕阳斜，在人间。当姚先生谈及那些修行人每天经过这片《金刚经》时就自然默诵的事，大略就能知
道他自己也一直在为建造佛寺而参禅。他说，“戒”不是不自由，而是自由。在某种划定的界限内无
碍地发挥，这是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在追求的状态。关键所在，是你面对要呈现的对象，交出你的创作
，以及创作的心。这不简单。那些空泛的、大而化之的、行空不落地的理念当然好说，但要去分毫不
差地实现理想场景，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的，是成品，是姚仁喜在喧闹中开辟的幽静，是虚幻中
把握的真义，但我们一般很难去知道期间的过程如何。这本书，算是说得蛮透的。喜爱建筑师那份无
界的心，做农禅寺也好，做清水混凝土也罢，都溢出人们的思维，却也未怎样夸张变异，是又温柔又
有力，把机巧都放在了实用性里。他是会思考自己使用建筑的感触的，假如奇特的工艺或设计有悖于
舒适，他是不会坚持的。但只要表达能够兼顾使用者与欣赏性，那大胆创新也绝对会被他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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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寺：水月》

是有看见过一些所谓新锐青年建筑师把情怀拔得很高，出发点很好，但少一点同理心同情心。希望庭
院疏阔好看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家中老人的风湿骨痛呢，希望凿壁借光引入神谕的时候，有没有想
过屋内主妇其实只想要畅畅快快晾衣服呢。僧人与信徒其实也都不尽然能说出农禅寺建筑格局各种细
部的好，但他们倘若在莲池边一坐，大概就会发现心动水动，日月天光，证悟了然。你说，这算不算
懂？
3、新年第一书，说两点，一是建筑之美与音乐绘画舞蹈这种感性美不一样，是一种理性而精准的美
。其实理性美也有很多形式式，比如广义相对论的质能方程，比如斐波那契数列，但这些都是形而上
且小众的，建筑是一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理性美。二是书中讲到清水混凝土，个人非常喜欢这种材料
朴实无华大象无形的质感，设计师姚仁喜年轻时就喜欢用这个材料，但是用得很刻意，很夸张，慢慢
的年纪大了技艺也精湛了，依旧用，只是用得更自然得体不那么用力了，反而更好的体现出了清水混
凝土厚重无华的特质，体现出了这种材料最高境界的美。就像佛教中说的那样，放下“我执”，顺其
自然才是最好的状态。
4、得知这本书完全是个偶然，有天看到“读库”微信公众号（dukubook）里，老六（张立宪）专门
用一篇帖子（《一个熟视无睹的伟大字眼》）的篇幅介绍了这本可能会很小众的书。老六做这本书的
想法很新奇——“用一本书的体量，把一座建筑写透”①，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而这本书所介绍
的建筑的设计者姚仁喜是佛教入门书《正见》（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著）的中译本翻译者。读完帖子
后毫不犹豫下了订单。整本书围绕着两个主题叙述：建筑、佛教。建筑为实，佛教为虚；建筑为体，
佛教为里。正如姚仁喜自己所言：我认为建筑的迷人之处，在于建筑师虽然只能用砖瓦、木石、金属
、玻璃等坚实的素材，来从事实质的构筑游戏，却能藉此创造触动人心的空间，并能进一步无止尽地
深入探索似乎不可捉摸的历史文化、场所精神、共通的人性等丰富意涵。全书引子部分，讲了农禅寺
业主星云大师在邀请姚仁喜设计之初的要求——水中月，空中花。从未见过这么虚幻的要求，这将是
一座怎样的建筑呢？紧接着，第一章便解答了我的这一首要疑问。围绕着这个主题，作者采用大量的
建筑全景图片、局部图片、设计图纸、建筑模型等，让我对农禅寺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所谓概括
性的了解，即农禅寺这一建筑群由哪些主要区域组成，各区域的尺寸、方位、功能等。至第一章结束
，作者已经带我绕了整片建筑漫步一周。接下来的三章在首章基础之上，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更细致
地阐述了农禅寺的特殊之处：1. 国内外寺院建筑对农禅寺设计的影响农禅寺作为一座杰出的当代寺院
建筑，不是无理由突然出现的。姚仁喜对唐代寺庙建筑、日本古寺庙和当代寺庙建筑的喜好直接反映
在了农禅寺上。而这与如今在大陆司空见惯的仿古建筑迥然不同，原因在于设计师突破了原有寺庙建
筑的固定设计格局，加入了“水中月 空中花”这六个字的设计要求，以及自己对佛教的理解，这才有
了不对称五开间、水月池等全新的设计。2. 清水混凝土建筑的历史和工艺农禅寺是一座清水混凝土建
筑，将混凝土这一建筑材料作为一种装饰材料用的炉火纯情。如果没有这一章专门的描述，我必定会
错过农禅寺这一精彩的部分，也将少了一份对设计师的钦佩。混凝土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在大陆及台湾
的使用已非常普遍，而清水混凝土建筑是指“以拆模之后的混凝土直接作为建筑外表面，不再进行其
他装饰、装修的工程做法”。作者在书中将这一设计的历史及在大陆和台湾发展情况做了概述，并详
述了姚仁喜在设计农禅寺之前，设计台湾元智大学图书资讯大楼、台湾大陆工程总部大楼和台湾实践
大学体育馆这三个建筑时，对混凝土建筑的探索和尝试。没有这些建筑设计、施工的经验积累，便不
会有农禅寺这一“善果”。3. 农禅寺镂空文字的设计过程及效果农禅寺在寮房二层的墙上镂刻了整部
《金刚经》，在大厅木墙上镂刻了整部《心经》。这一设计是整个农禅寺的神来之笔、华彩之处。而
这一设计的缘起是设计师在二十多年前，在西藏看到写有经文的藏传佛教天马旗在狂风中飘动，被其
将加持或功德的力量传遍全世界的含义阐释所震撼。还是那句话，农禅寺的任何一个独特的设计都不
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设计师的大量积累与设计师因缘际会。这一章节有大量图片描述了混凝
土板镂刻文字的工艺，以及用于农禅寺后的实际效果，让人惊叹不已。整本书是一种尝试，让建筑设
计专业人士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向非建筑设计专业的普通读者讲述一座杰出建筑的故事，这真是一个极
有意义的尝试。真期待“堂奥”系列（姚仁喜建筑作品系列）的下一部作品。①完整的原文为“是的
，用一本书的体量，把一座建筑写透，让外行能够看到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建筑之美，能够看懂建筑学
的一些门道，能够领会一项建筑工程中的智力活动，能够触类旁通得到建筑之外的启发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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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83页

        建筑师和佛家真是有缘。
当时去一心寺就觉得设计师不是凡人。。。山门有种科幻般的现代感。。。

2、《农禅寺：水月》的笔记-1

        台北农禅寺
日本兵库水御堂
天津独乐寺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台中养慧学苑
北京石经山

3、《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118页

        如果说养慧学苑是现代主义建筑师对传统形式的突破与发展、对现代佛寺形式的建立，佛陀纪念
馆方案则放弃了对佛寺传统格局或现代式的执著，追求表现佛学观念的本身；如果说佛陀纪念馆还要
依赖强烈的现代建筑几何形式，那么到了农禅寺的设计，则是连现代建筑形式都已经不再执著。

4、《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237页

        泰山经石峪
这字体太可爱了！                

5、《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121页

        纪律或者戒，事实上是让你自由，而不是让你不自由。

6、《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121页

        戒或纪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拐杖，是为了让你自由。

7、《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115页

        圣严法师对于法鼓山建筑有着十分清晰的设计理念，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本来面目”四个字，
他曾明确谈到：“法鼓山的建筑，我一开始就主张本来面目。要像唐朝的建筑，造型上大器、朴素，
而线条简洁、流畅”。
具体而言，圣严法师对建筑提出了如下设想：首先，要有台湾北部的色彩与特色；其次，要用现代化
的材料，表现出中国传统佛寺的大器格局；第三，环保优先，尽量不破坏自然，尽量不建高楼，法鼓
山的建筑要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有机体，与大自然融谐无碍；第四，建筑之间要有呼吸的空间；
第五，重视实用功能；第六，建筑物的里外环境，不可有让人生起歹念，意图作恶的死角，不论白天
、夜晚，处处都是光明磊落、气氛庄严的修行道场；第七，重视采光、通风和景观功能，使得建筑物
的设计、配置和门窗，无一不是赏心悦目的构图，不论从室内向外阅览，或者从户外看建筑，都像是
欣赏一幅幅风景画，有一窗一景，一门一景的视觉飨宴。

8、《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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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我自己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这种东西方的观点，设计是一种⋯⋯我不喜欢先讲道理，刚刚我还
在跟他们（事务所的建筑师们）讲，不要“合理化”自己的设计。我们设计出来一个还不错的东西，
可是我们常常一定要合理化它。
王：找理由。
姚：其实已经设计出来了。理由有时候是危险的，会把好的设计又调成不好的，因为我们要依赖那个
理由。明明已经走到了，可是又要去拿拐杖，因为心不安，不安于那个完全没有风的状态⋯⋯

9、《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239页

        ⋯⋯我们学建筑的都知道，尤其在内地，你第一天就要画效果图，这是一个很坏的习惯。以前，
比如说路易 康、柯布，哪有第一天画效果图的，他们就是画平面或者一些sketch，或者有机会和业主
聊一聊、讲一讲，你可以比手画脚，也可以做很多别的⋯⋯可是要画效果图，连材料颜色也要上去，
而且你都不相信哪个是真的。所以以前我们要做，顶多做白色模型。
这是现在很坏的习惯，第一天就要出来，业主看到什么，很冒险，他到底是爱上那个颜色呢，还是爱
上那个背景？不是那个建筑。结果他完全不同意那个建筑也是有可能多，最后渐渐要说，什么颜色改
了，什么形状变了⋯⋯所以我觉得人跟人沟通，大部分是机遇误会，真的能沟通的东西很少。一下子
把话讲得很清楚，那误会会多很多。你用草图，误会性不大，顶多在那个层次。所以这件事情是职业
上的一个危险。而且有些人看，他也不见得就都看过，形状，颜色，他就说好。我最怕这个，我还搞
不清楚的时候就有人说好，那你想改都没有机会了。

10、《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210页

        风马旗也叫经幡,龙达.
        藏区各山河路口寺庙民舍等处都可见到印有经文图案成串系于绳索之上的小旗，这一面面小旗在
藏语中称为“隆达”，也有人称之为“祭马”、“禄马”、“经幡”、“祈愿幡”，不过，人们更习
惯称它为“风马旗”，因为“隆”在藏语中是风的意思，“达”是马的意思。显然，风马旗在这里是
直译。
　　风马旗亦称为“风马经幡”。“风马”的确切意思是：“风是传播、运送印在经幡上的经文远行
的工具和手段，是传播运送经文的一种无形的马，马即是风。”藏民族认为雪域藏地的崇山峻岭、大
江莽原的守护神是天上的赞神和地上的年神，他们经常骑着风马在雪山、森林、草原、峡谷中巡视，
保护雪域部落的安宁祥和，抵御魔怪和邪恶的入侵。这种意识是用经幡上印有一匹背驮象征福禄寿财
兴旺的“诺布末巴”（圆锥形火焰图案）行走的马，以及印在经幡上的咒语、经文或祈愿文的图像来
表达的。

11、《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8页

         八功德水。谓阿弥陀佛极乐净土池中之水。有八种功德也。一澄净谓其水澄渟洁净。是为澄净功
德。二清冷谓其水清滢凉冷。是为清冷功德。三甘美谓其水甘甜嘉美。是为甘美功德。四轻软谓其水
轻浮柔软。是为轻软功德。五润泽谓其水滋润泽物。是为润泽功德。六安和谓其水人若饮时。身心即
得安隐调和。是为安和功德。七除患谓其水人若饮时。能除饥渴等患。是为除患功德。八增益谓其水
人若饮时。即能长养善根。增益四大。是为增益功德。（四大者。即人身中地水火风也。）

12、《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36页

        

13、《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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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姚仁喜回忆，当他向圣严法师问起要盖一座什么样的寺庙时，法师回答说，曾经在“定中”看
见过这座寺庙。建筑师本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于是追问道：“定中”见到的东西是无法用语言描述
的，能不能再多给一些提示？法师于是送了他六个字：“水中月，空中花。”建筑师就在这六个字箴
言的启示下，开始了农禅寺的设计。约莫一个月后，当建筑师把最初的模型和图纸呈显在法师面前时
，法师看了好一阵子，有说了三个字：“有点像。”
于是呼，农禅寺的设计创意由此展开，并一步步深入，最后发展成今天人们所见的模样。
农禅寺这篇区区六个字的设计任务书，大约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与其说它是建筑的策划案，倒
不如说是禅宗所偏爱的“偈语”，虽非当头棒喝，却也意味深长。

14、《农禅寺：水月》的笔记-第92页

        当悟因法师找到姚仁喜的时候，她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现代佛寺观念。从一开始她就拟出了规划
大纲，提出五点设计构思原则：“一、须具有佛教的宗教建筑象征；二、以朴实、功能为导向；三、
提供人与人充分互动的空间；四、现代完整性的外观，但具庄严肃穆的气氛，能引人心神宁静；五、
内部具轻松、温馨的人性空间。”
而在姚仁喜自己的设计说明里，是这样对养慧学苑进行总结的：”一、熙攘市嚣中的清凉池；二、向
内看的发展模式；三、歩移景异的视觉经验；四、纯化抽象的宗教建筑语汇；五、结构系统与室内设
计的同体性；六、业主与建筑师的良性互动。“

15、《农禅寺：水月》的笔记-前言

        美国建筑师协会，评价（姚仁喜）：利用建筑元素的创作，具体掌握了人类情感与生命状态、文
化语境与历史涵构、场所精神与人性尺度，充分彰显了他的人文精神。他以来自东方的美学与心灵涵
养，以素材、造型与自然光的交互辉映，加上高度的创意与专业的执行力，建筑因而盈溢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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