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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山水》

内容概要

1. 知中ZHICHINA力图成为「有关东方中国的一切，探索中国首选」的平台。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面
介绍中国文化的图书品牌，在市场上具有独创性。
2. 专业性：撰稿人均为业内知名专家，提供了传统与现代、中方与西方等不同的鉴赏视角。
3.资料珍贵：辑录了大量中外博物馆珍藏古山水画的 印本，并给予了专业介绍、精彩点评。
4. 整本书版式精美，较好的品相与很高的品质感。
正如全书导语所言，「山水之间，就是中国」。在第一本《知中·山水》特集里，我们试图从「山水
」这一地理和人文的概念入手，探索有关中国的一切，借此拉开梳理介绍整个中国人文，地理，生活
方式，美学，文化，艺术等的序幕。全书从山水这个词汇本身出发，用较大篇幅讲了塑造山水概念最
为突出贡献的山水画，同时，又将山水和园林，盆景，诗词和风水等概念并置在一起讨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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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静 主编
知名出版人，「知中 ZHICHINA」品牌创始人兼系列图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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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山水》

书籍目录

知中山水特集 言论
编辑的话
山水演义
山水地图绘
此山彼水：那些不虚此行的目的地
分释山水：流向，流变，流派
1重水墨渍染的「米氏云山」:米氏父子独创 山水画样式?
2以人带史:访《中国古代山水画二十讲》
3流转的繁花:盛期中国山水画的审美演变
4读画构造:用建筑语言读懂山水画
5执西之道,以鉴中之有:用西方视角看中国山水画
6胸中山水 : 茶道大家的山水观
7日本「画圣」雪舟与中国山水之缘
8山水画的流亡:传世山水从北京到台北
9中国山水皴法表现?
10书以字,诵于口:诗词中的「山水」
11立体的「山水画」:移天缩地,盆中美学
12中国式盆景:赴日之后,再无山水
13山水与园林:直接追求及画意呈现
14点染山水:「写意为魂」的造园传统
15无石无水不成园:造园术之掇山理水
16当山水文化投射到枯山水 : 枡野俊明在现代 枯山水庭院的设计表达
17山水城市:在现实的粗暴中安放情感
18当山水演生为一种古老的玄妙: 子风水·母山水,用于人·为人用
19「山」之形态:是自然天成,也是人丁投射
20「水」之利害:愈环绕屈曲,愈情意绵长
21城市山水:三地风水法则
22取材天地间:弹指一瞬,山水和鸣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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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山水》

精彩短评

1、被山水自然人文点点渗入浸润，美。特别喜欢诗句那两页，字体也好看。把内容还原成景，脑海
里跟着云游四海，可以静静看好久。
2、从多个维度解读了「山水」这一标签式的中国意向，易读又有深度，就杂志丛书而言做的非常好
。
3、山水见中国，知系列风格：纸张》排版》营销》内容。似乎取一主名，多以访谈编录，读读增加
趣味
4、1.不敢恭维。实在好好的做杂志么？堆凑感越来越强。装帧设计看上去养眼，但也不能华而不实吧
。
2.个别文章可以一读，值得玩味。
5、挺有意思的一册特辑杂志，内容很丰盛，粗略看下来也得花不少时间，但部分排版看着有些费力
，却总算唤起了我对杂志的些许兴趣。会回购接下来的特辑。
6、2015年读过。当时动静闹得很大。排版没的说，主题也选的好。可是内容集成度一直是苏静团队的
硬伤。内心挺矛盾，一句话，虽然内容上有点失望，但只要存在这么个系列的MOOK，就会一直买下
去，读下去。
7、未及预期，聊胜于无。再等下一期看看吧。
8、从采访里看不到什么东西 最讨厌的部分就是采访 希望所有杂质都能省去这一pā 买杂志当然只是
为了看排版和图片了 当代杂志不太务实了 文艺过了头
9、之前知中要推这本的时候 我就很感兴趣 首先本身对中国一些很传统的东西，和一些代表中国符号
的之类的很喜欢，看到官方发的这个封面更是爱到不行。很有质感的设计质感。内容也还行，后面几
页虽然有凑数之嫌，但毕竟人家主打的就是杂志，也看到颜值这么高的份上也就算了。推荐吧
10、山水，风水，雅致，情趣
11、其他就不說了，山水詩畫部分真的很不專業。還有錯字。排版也很雜亂很不知中啊！一星給風水
⋯
12、终于赶在九月底把书看完了。书的整体质量还是很棒的，科普用还是不错。尤其喜欢杂志的用纸
。就是有些地方排版排的看起来有点不顺眼。【？？？
13、 “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这些大自然之美，是永恒不变，永不消失的！
14、是不是创刊作啊？确实用心了，比之前知日系列最后几期有诚意多了~
15、配图不错
16、过于杂乱
17、实为专题杂志，制作非常精美
18、膚淺
19、这才是一本杂志应该有的样子。山水本来很大，但是做的很细，真的不错。
20、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不过收到已经是喜出望外。精美的插图，细致的讲解，国内外相关都谈到
了。课余看看陶冶情操很好。
21、山水中国的百科全书
22、看到後面老老實實列出了幾十條參考文獻忍不住笑出聲，畫質有些感人。
23、大部分在讲山水画
24、乍一看是喜欢的，仔细看是嫌弃的。不能同意更多。
25、排版真的闹心
26、下次去图书馆还要借，再看一遍！
27、必须说这是一本很有态度的Mook，虽说内容准确性不知，但起码给了我这种对山水画感兴趣的门
外汉一个不错的打开方式。而且有趣的是，书的后半部分还介绍了与之相关的建筑、盆景、园林，风
水，虽然半懂不懂，但还是不错的体验，只不过抱怨还是有的，内页排版和画的清晰度差了些，看得
有点懵。
28、排版值回书价
29、反正中信的这系列就是不会好好说话系列 ^_^
30、美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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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山水》

31、对山和水有了新的认识
32、作为一个业余者我觉得挺好的。当然不够深，当然专业的地方看不懂⋯⋯最后那几个风水分析我
也跳了⋯⋯结果一本下来划笔记最多的还是日本采访那几篇
33、我以为山水会讲园林，但主要说的是山水画，这个模块还可以，其他跟山水有关的内容有些弱化
，很多概念就是提一提，觉得关于日本的内容放的有点多了，可能跟知日的资源有关。另外，文字还
是偏学术性的，能长不少知识，不过不能算轻松休闲的读物。
34、选题很大 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过有些地方的排版和色调让人摸不着头脑《踏歌图》和《潇湘图
》看了之后竟然会特别感动
35、精彩
36、人间有味清欢是山水，这类MOOK深的我心，你看那片那水是不是浑然天地，忘乎所以，放小自
己，放大时间，你看，山水云雾都是美好的。读起来真的有点费劲。
37、主题太宏大，无法很好地把控住，线索有些零散。
38、多半在深夜两三点读的，作为山水画入门书籍其实很好了，脉络比较清晰。有很多有趣的细节，
米芾儿子米友仁有一次临摹戴松的「牛图」，想以假换真，被物主看出了，问如何辨别出来的，答曰
：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则无矣。也是很厉害了。想起14年念去台北故宫博物馆，那时什么也不懂，纯
粹瞎看一番觉得有点可惜，希望有机会再去，可以好好看看这些画。瑕疵当然是有的，文字校对感觉
不是很认真啊。还有山水到底是译作 shanshui 还是 landscape painting 不统一，非常混乱。
39、一个路口，你就傻在那了。
40、山水代表着中国，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41、知日系列的通病就是太浅，但这也怪不得是杂志能做到这个份上已属不易。系统化的浅层科普，
道声感谢，说声辛苦。
42、杂志到这个份上算可以了，但几张谱系图有心但力不足，青绿山水脉络就做得比较凌乱。不过还
是推荐一看。 
43、内容很丰富～很多山水画都是平日里看不到的。之前看了知日系列的几本书，感觉挺好的。这回
是知中啦～更要挺一下！
44、如果没看错的话，封面是我喜欢的黄山景，对于我这种layman来说，有的文章读起来比较专业
45、星星只给图片
46、一些关于山水的小百科
47、高质量的绣花枕头
48、差强人意 内容及不上价格
49、我不管 反正我圈圈點點了好多 科普入門讀物！
50、没编好。编辑室内部应该开会检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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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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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山水》

章节试读

1、《知中·山水》的笔记-读画构造

                        

2、《知中·山水》的笔记-第37页

        第一个夹页左下角，山水画画派，最后那个龙形画派，赵伟，是什么玩意，入流么？一下就拉低
了这本书的逼格

3、《知中·山水》的笔记-山水画派罗列

                        

4、《知中·山水》的笔记-中国山水皴法表现

        皴读音同村                

5、《知中·山水》的笔记-第75页

        唐画，从现有资源上来看，主要是气壮、派头大，全景式宽银幕电影一样，审美接近《阿凡达》
布景，但在具体山水细节的表达上，还比较简单粗暴，勾一勾，填颜色，大点子。北宋对唐朝山水画
的气象，那是照单全收，但是由于崇尚坐照格致，对自然的精微之处体察和表现得更为准确动人。

6、《知中·山水》的笔记-第149页

        欣赏山水盆景，要看它山水峰峦的自然美、布局造型的艺术美、创意提名的意境美、雕琢加工的
技艺美、山石纹理的色泽美、配景植物的彩色美、石盆几架的装饰美。我个人总结为“走势”“气势
”“动势”之美。

7、《知中·山水》的笔记-第114页

        侘寂说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世界实际上是很丰富的。

8、《知中·山水》的笔记-第115页

        对比一下中日之间的山水绘画的不同点，比起中国多彩的山水画，日本的山水画中留白会更多。
在这一点上，中日之间的价值观会成为相互理解的一个标志。

9、《知中·山水》的笔记-第74页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10、《知中·山水》的笔记-读画构造

                        

11、《知中·山水》的笔记-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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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山水》

        山是硬的，水是软的，这就构成了基本的阴阳。进一步概况，看势则山静水动；观态则山往高处
耸水往低处流，庶几又多出两组空间上的向背。于是一山一水，只消无穷分形，便大致可代表中国人
的天地，在传统文化中，又叫作“造化”。

12、《知中·山水》的笔记-第180页

               枡野俊明自己在设计庭园，现场指导或瞻仰古庭园时，皆看作修行。禅语中有「毒舌饮水变成
毒，母牛饮水变成奶」。换言之，庭是变「毒」，或是成「奶」取决于自身。庭院设计的过程有艰难
的地方，也有有趣的一面。因此在造园设计时，他无法超越自身的力量。
       换言之，他迄今的修行也只能创造出与修行同等水平的庭园作品。庭园作品是另外一个他，也可
以说是他的心理写照。如果他自身思考一些贪婪的事，所作的庭园也是贪婪的。他自身的不成熟，也
会导致作品的不成熟，并且，他越来越明白这种感觉。另外，瞻仰先者建造的庭园时，当前的自己也
只能领悟到当前的知识。经历多年再去瞻仰同一所庭园时，也必定有新的感激与感动。

13、《知中·山水》的笔记-第125页

        无论如何，被认为是雪舟最高杰作的《山水长卷》，可以算得上是对雪舟一生的一个总结。相信
雪舟在创作时脑海中应该也闪现过记忆中的中国风景。

14、《知中·山水》的笔记-第7页

        山水是一种是在的景观形态，也是一种人文思想和生活方式上的构建。中国人的山水是实和虚的
一种结合。

15、《知中·山水》的笔记-第9页

        中国人的理想状态是活在山水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君子对理想状态的描述，山水既
是陪伴，也是一种理想。

16、《知中·山水》的笔记-第5页

        在西方，“中国”与“自然”密不可分。清朝年间在欧美盛行的青柳纹瓷器，便是西方人自己杜
撰出的中国艺术。提起中国，必有自然。提起自然，必有山水。实际上，中国山水在西方便是中国风
景的象征。不管是从前的商人误解，还是如今的学术研究，西方人对中国山水都有着莫大的兴趣。“
知我者希”，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士，若知晓大洋彼岸竟存知己，大抵也是会乐怀的。

17、《知中·山水》的笔记-执西之道，以鉴中之有

        被杨梁泳以摄影与山水结合行成的现代山水惊艳

18、《知中·山水》的笔记-胸中山水

        日本侘寂文化，侘读音同岔                

19、《知中·山水》的笔记-第39页

        在各种题材中，山水画最为文人钟爱，因为文人往往于山水之间倾注了复杂的情感，寄托着恣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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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的思想情怀。北宋欧阳修诗云“清风明月本无价，远水近山皆有情”，在他眼中、心中、山水不
仅是真实自然的存在，而且还是富有情感的、主观的自然，人与自然相互关照，相互融合，形成和谐
平衡的状态。

20、《知中·山水》的笔记-山水画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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