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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内容概要

近代扑面而来的西方教育体系和美学理论，早已抑制了我们内心对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的认知。而黑川
先生则运用了“日本是西方世界观的奴隶”的警语，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重新审视自我内心、开启审美
意识的门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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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作者简介

黑川雅之(Masayuki Kurokawa)1937年生于日本名古屋，先后毕业于名古屋工业大学建筑系及早稻田大
学。1967年在他获得早稻田大学建筑工学博士学位的同时，成立了黑川雅之建筑设计事务所。之后，
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力量加入设计师的行业，黑川先生在2001年创建了Designtope 网
站(http://www.designtope.net)，并且以创意、文化、产业和信息互动为目的, 而先后创建了D-Studio(工
作室)、Competition(竞赛)、D-Gallery(展示厅)和D-Library(资料库)四个辅助网站。在2007年，黑川先生
又成立了K株式会社。
黑川雅之先生的创作横跨建筑、室内、家具以及产品设计，是日本少见跨领域的设计大师。他多样且
杰出的作品为他获取了多项殊荣，其中包括每日设计奖、日本室内设计师协会年度大奖、Good Design
金奖并于1996年获得德国国家级重要奖项 - “DESIGN - INNOVATIONEN”大将，以表彰他在世界建
筑和工业设计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被纽约当代艺术馆(MOMA)、纽
约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
除了设计，黑川雅之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
《基于不对称美学的物体理论》
《未来设计考古学》
《黑川雅之的建筑设计》
《黑川雅之的产品设计》
《设计曼荼羅》
《 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设计的修辞法》
《设计与死》
《素材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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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精彩短评

1、一本书，剖析一个国家。
2、年度最佳，这年月，遇到好书像遇到好友一样不易，喜欢作者的语言，喜欢那种骨子里相通的亚
洲血脉，喜欢宁静简单的生活，喜欢古人内在的智慧。
3、体感及其之“间”的审美意识
4、日式审美原来如此深刻。
5、加了作者的脸书居然秒通过。
6、⋯黑川雅之的脑洞奇谭 关在房间里特有的胡思乱想（夸奖意味）艺术家个人的臆测和偏见避免不
了 那是风格所在 除此之外 还是能窥探些岛国人民的意识联系的【排版的人肯定没走心吧 各种重复
7、“⋯⋯艺术不能仅仅说是偶然，而是经验和才能对这种偶然的引导后所带来的无限美。设计的局
限则在于对这个偶然持否定为前提，所以设计的美是有限的。”
8、八个字的美学意识总结的真好
9、最近在读黑川雅之的几本著作。这是作为第一本来看的，以前的自己心浮气躁，不愿意放下心性
去探究一下文化内里的东西，近两年才慢慢有所转变，从日本的审美来反省一下自我，日本是一个将
东西文化融合的非常好的国家，而我们正处于全球化浪潮中，作为东方大国的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这
些年的发展中来借鉴一下，如何处理好文化传统与全球化。来日方长。
10、黑川雅之先生本書的觀點和論述多自出機杼。往往能給讀者以啟發。P98尤其會心。真正的美學是
一切學科里最接近人學的。日本國審美意識受諸夏影響深矣。輔以地理（決定論）因素。島民極端的
細緻和認真。將諸夏一些「無可無不可」的審美意識推演到極致。形成了獨特而感染人的純粹之美的
追求。也因此造成了日本國審美上的一些矛盾與不可解（此矛盾與不可解包括而不限於自諸夏母文化
審美觀之。當然也有諸夏自身之演變已異於從前自身之審美意識的原因）。如陰翳的審美意識。自趣
味而文化而塑造國民思想。審美對國家民族社會的深層次作用巨大。日本國審美意識有其好的一面也
有不好的一面。文化是不可能涇渭分明的。只能說它如今是這樣了。她的積極的因素弘大之。可怕的
東西盡可能以制度防範之。
11、收获颇多
12、芦影：学习怎么概括和解读，不一定是认可书里的八个审美意识。

可是恰好跟我想的完全一样的审美巧合也太多了。

13、般般，浮光掠影
14、日本的独特地域和兼收并蓄的文化来源形成了黑川雅之笔下的八个审美意识。
15、本书表达了一个绝对完美的日本哲学体系应具有的修养和追求，探讨了对中西文化的借鉴与吸收
过程。作为中国哲学影响下的读者，从第一页起带着日本的感觉发源哲学观去理解八种观念的累积，
便能够获得一种文化观碰撞与升华的多维体验。毕竟，来自古代中国的观念在日本哲学中若隐若现地
扮演着筋骨的作用
16、写的好好！有点地方甚至一下子理解了日剧里这样那样的细节和缘由。可以常读。暗里与自己的
审美意识也很接近。
17、微、并、气、间、秘、素这几个还能感觉到启发和顿悟，后面的假和破就有点晦涩难懂了。有翻
译的原因，也有文字本身比较牵强的原因。
后面几章把日本民族描画成温和不激进的民族显然有刻意洗白的感觉。看了心里不舒服~~~
但是也不能否认前几章对日本审美意识总结的精确。
总之，还是值得一读。
18、一本好书。豆瓣上居然获赞最多的短评是批评这本书淡化侵华战争⋯⋯是不是连蜡笔小新都必须
向中国道歉，小粉红们才安心？心平气和地说：很多时候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耻。
19、日本，梦想之国的美学常识
20、好喜欢日式审美
21、很多新颖的理念！但是感觉似曾相识，回顾一下所了解的日本和日本人的作品，确实是那么一回
事。比如为什么二次元大部分都是软萌妹子，日本人为什么那么讲礼貌等等。感觉日本真的是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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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视文化传承的国家，茶道和羊羹甚至和服早期都是由中国传入的，但纵观当代中国，文化思考已消失
殆尽。
22、写的很好，翻译的非常精彩，日本审美和日本文化和中国并不一样，中国人是完全没有对他人的
羞耻心的。
23、简单明了
24、很有意思  虽有一点点偏薄 但刷新了对日本意识的认知 也说出了我对日本模糊的认识却无法用语
言描绘的话 每每看到某处引起共鸣 都有感动
25、很薄很小的一本书, 点出的很多东西都是以前就有感受到但没有清晰的被分析的. 文章有偏颇的一
面, 对于东西方的比较有时也过于简单, 但是大体的把日本艺术设计的一些特别分析了出来. 日本人对于
自我与周围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的把握的确是很独到 这本书对于了解日本园林也有相当不错的帮
助
26、对于空间的理解很棒。通过对比西方来深化日本审美意识，但阐述西方思想的部分不太能让人信
服。
27、封面设计有点好看 排版怪怪的啊 感觉还可以再稀疏一点 有点道理 好审美 
28、说到底，这应该算是一本入门版的中国哲学书，就是“道法自然”的小规模演绎~~
29、特别棒
30、“微 并 气 间 秘 素 假 破”现在回头看看霓虹设计界的各位大神们，果然或多或少都是在民族审美
里开拓天地的
31、虽然个人觉得在书本要点表达结构，层次不够清晰，但是对于了解日本美学审美或者说东方审美
意识还是有可以吸收之处的，有些见解也比较独到。
32、有些说法比较牵强，若能更多地与当代日本设计进行联系就好了。
33、有些词翻译时候旁边加上日文会比中文有更深层的解释。感觉像是一本讲我读过有关日本的书的
大总结。
34、都到最后才发现说的是日本总体思想，印刷断了几页
35、确实标出了很多我习以为常的东西，不少观点有论证偏差的倾向，至于这是不是西方逻辑思维的
结果就是后话了。
36、“微，并，气，间，秘，素，假，破。”很好读的一本书。通过对这八个意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经常能够在脑海中想起一些日本的文化片段，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
37、很好很深刻的美学启示。
38、“秘”一章对创作很有感触，类型片的“清楚明白”是一种商业化的选择，但艺术片中作者藏的
东西更有趣。另外也很喜欢对“情”的一种解释——“爱”是一种积极的、奉献的情节， “情”是“
想回到从前的整体”的情感表现形式。
39、读读无妨。作者做出的几个结论乍一听确实有理，然而给出了论据总给人一种神逻辑之感，想哪
儿写哪儿的典型。当个人随笔看可以，当论文看真是痛苦的不行。
40、很多点被inspire到，最喜欢“微”和“气”.
41、看了两遍，细节之处有神灵，一期一会，隐秘是花，逆光的等待，还有死亡的美。看完学会了更
有节制的表达。
42、没啥意思 | 不知道作者那对于毫无原创性毫无深刻思想的日本文化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从哪里来的 | 
期望读到的幽玄物哀思想也没看到 | 跟西方文化的对比倒是不错，可也没看到期望读到的跟中国文化
的对比啊
43、喜欢，跟刚去完日本的感触不谋而合。
44、存疑
45、简即美
46、有些地方诠释的有些牵强了。整体来看还不错。
47、看完此书再去日本会看到和看懂更多的日本之美。
48、一个细腻敏锐感情丰富的伪理性派的脑洞，有不少牵强附会的成分但总体而言还算有趣。以随笔
的方式来写理论，想太多又理不透的时候，很容易变成这种有点扭曲的样子。关于耻感和城市的村镇
形态的论述我挺认同的，比较喜欢“间”和“假”的前半部分，“秘”之章有些幽玄的调子很日本，
“并”之章结论存疑，“气”之章则充满伪科学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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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49、同时看了晓松奇谈对日本匠人的访问，把两者观点融合在一起很有意思。比如日本人的惜物源自
于起初物资的稀缺，因为惜物所以对资源利用到极致，对自然有感激和敬畏之心。文中也有很多牵强
的例子，只能作为大师的观点来看。
50、太美了，这书让我大半夜滴读着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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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精彩书评

1、看这本书的时候刚看完《天皇的料理人》，总是相通，总有联想。日本是西方世界观的奴隶，才
有对法式料理的热衷，以及大正时期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欺凌和不屑，称呼其为“小个子”。阴翳，逆
光之美，日本人的房屋多高宽屋檐，导致屋内阴黑。在意别人的感受是日本生活的传统秩序-进入天皇
御厨时，厨师长都吩咐要小声说话，不然会影响到天皇，尽管相差十万八千里。-挂在嘴边的是“会不
会打扰你”-擅于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一期一会”说的是，现在能够与这个人交流的瞬间，不会再
重来。不考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与这个人的相见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对未来的自己是否有理，也不
会觉得，反正以后还会再见，所以今天差不多就得了。支撑日本审美意识的，是死亡破灭，带着否定
性质的特殊感觉，而不是阳性的，所以，他们欣赏樱花飘零，感叹月光之美，都是阴柔秀气的，而不
是熠熠生辉的女性或英雄豪杰——物哀，俳句，夏目漱石的情书“月光”，8种审美意识X6种孤独
2、“原来在我们的过去，早就蕴含着未来的至美。”抱着对日本美学观的好奇心理，我阅读了黑川
雅之先生的《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一书。感慨于日本审美意识的多元复杂的魅力，亦有感于黑川先
生对日本美学热情洋溢的礼赞，以及中日审美意趣中常被忽视的巨大差异，略做小议。首先，黑川先
生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平面充分展开、时间充分延伸、多维立体的日本美学文化长卷。许多关联性的研
究方法、发散性的思考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从“工具是身体的延伸”的认知角度，对工具通用
性设计持批判态度，对比了中国、日本、西方餐桌的不同餐具配置，用以诠释日本文化中的“并”的
观念，一种多元并列的平等组合，一种尊重相对个体价值的和谐美感。这也许也是当代日本产品设计
给人强烈的舒适感和美感的原因之一。再如，屏风画所蕴含的“间”的概念，在解读《松林图》时，
作者写道“西方绘画先有整体，日本绘画先有细节，两个细节分别单独看没有问题，并列摆放在一起
却又如此精彩地合成一幅整体的画面。这是因为多个平等的细节取得了合理的间距，构成了‘间’的
美感。”这种横向上东西方审美文化的对比不仅比比皆是，而且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比如提到餐具
问题，我注意到餐具的传统材质，西方餐具以金属（刀叉）、瓷器（碟盘）为主，中国餐具以瓷器（
中产阶级使用的碗）、木器（筷子）为主，日本则以木器（漆器）为主，反映的是不同地理环境、文
化背景下的生活工具和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亦有不同文明之间的渐进交流和传播。对于“间”，东
方的“间”，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指向一种柱与柱的距离、能量的距离，潜藏着气的流动，而西
方的“间”，是一种房间的概念，更具功能性，关注的是人的流线和动线。作者认为日本的房屋不是
建筑，西方建筑内部可以穿鞋进入，或坐在椅子上，或站立；日本的房屋内部是家具式的，或者房屋
本身就是个逆转后的家具。我发现，西方的室内外在空间和视线上是对立的，在使用上却又是延续的
，日本的室内外在空间和视线上是贯通的，在使用上却又是异质的，这里面包含的复杂的矛盾关系并
不能用简单的二元论理解。然而，此书给我最大的感触不在于作者对日本美学深刻的剖析，而在于其
反映出的中日审美文化的巨大差异和误解。曾有位日本友人向我们请教中国风水，提问道“清陵的大
碑楼等建筑在选址时，是依据‘气’还是依据框景？”一时让人有点糊涂。从黑川先生的论述来看，
中日两国文化对“气”的理解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气”是自然、宇宙和神灵的形态，来自外
部世界，具有与风雨雷电并行的客观物质性；日本的“气”是一种身体的感知（体感），物体的气场
，存在于内心的一种力量，它来自于人的内部或物体的内部。在王贵祥著《东西方的建筑空间》一书
中，指出中国建筑的原型——“间”，目的在于为“气”的降临营造一个非永久性的场所。中国有句
古话“人活一口气”，也是说“气”不是人主观散发出来的，是天地万物之灵的凝聚，“气”寄居在
人体内，人才有了灵。而在黑川先生所论的“气”，更强调主观能动性。柱子散发出“气”，当多个
柱子围合起来时，“气”产生的是一种暧昧的连续，既分隔内外，又贯通内外，柱与柱之间产生了“
间”。在提及柱子围合的空间时，作者反复提及柱子的气场。在谈隐秘为美时，作者赞颂了“不重视
准确信息表达，却又设法刺激对方的想象，期待对方加入主观感受的”作品解读；在谈“并”的美时
，作者再次以肯定的口吻赞扬了日本文化中“人际间的在意、体谅的和谐”。如果说西方的审美观反
映的是一个“思辨的世界”，那日本的审美观则无疑是一个“感官的世界”。正如前面所说，任何复
杂的矛盾关系并不能用简单的二元论理解，如果对一种文化过度沉迷而陶醉时，则陷入一种泛滥的同
情，一种简单对比之下过度自信的民粹主义。尽管全书建立在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但作者对
“感官的世界”的推崇却影响了理性客观的表述。耻感文化并不优于罪感文化，绝对性的尊崇容易失
去相对性的理智。读罢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中日审美意趣的巨大差异，此书本适合于作为
透过日本审美重新反思华夏美学的一面镜子，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译者却在后记中大肆宣扬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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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国为源的华夏文化对日本等其他各国的深远影响，“汉字对日本人审美意识的长远约束力”，不看差
异只看共性，不知是不是在鼓吹一种共享相同文化背景的似曾相识的大东亚共荣。
3、#读书2015# 《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出乎意料的佳作，作者黑川雅之是日本建筑设计大师。描述
审美的题材，挑战在于，可意会，难言传。黑川先生负大才，学贯古今，才总结出“微、并、气、间
、秘、素、假、破”八字。源于建筑审美，又不拘泥于同一个领域，读过之后，再回想《源氏物语》
、《失乐园》，似乎有点模糊的感触。日本的房子是树木做的，无法百分之百防御外地入侵。因此日
本房屋不是用来保护财产的，而是为了缓和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这样更容易理解日式建筑是开
放的、是空间的连续而非隔离。因此日本思维模式是“从室内的细微空间开始，行程微妙的层次后向
外延伸，直至宇宙”。“气”的含义很有趣也很常用，大约就是我们说的“气场”。日本人理解的人
或物，并不仅仅是指人自身或者物体自身，而是“包含了周围空气的人或物”。对于“气”，与其过
于偏重用脑子理解，不如尝试用原始野性的感官，以生物特有的全身感知能力去加以区分。在愤怒的
人面前会感到恐惧，在性感的人面前会感到被吸引，说明对“气场”的感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官
行为。这似乎是唯一看到的把“气场”解释清楚的理论了。日本民居中幽暗空间的美，与“秘”相通
。日本的房屋由于气候、风土的缘故需要有相对宽大的屋檐，但这种相对宽大的屋檐同时也造成了室
内光线的相对暗淡，由暗淡的光线孕育出了阴翳的审美情节与文化。“在幽暗的空间里，金色的屏风
会捕捉到远处的光线，反射出静谧的苍芒金翳”——大致可以联想到日本电影里一些镜头的表现手法
。“素”是对材质的理解，是保持最朴实的本色之美。现代的建筑容易沾上污垢，是因为现代建筑的
材料无法与自然呼应。自然素材可以顺应环境，在风化中变得更美、在老化中回归自然，而现代建材
则不能。木材在风吹雨打的过程中，可以洗尽铅华展露出优美的木纹，青竹随着岁月的变迁变换着自
己的素衣，在成长中讲青翠转化为寂寥的金褐色美丽。“破”与毁灭相连，所有的审美意识都在与某
种破裂的风险背靠背。在背后支撑着日本审美意识的，可以说是死亡、破灭、反抗，是带着否定性质
的特殊感觉。比如，《漂流欲室》一类，人的身体和精神不毁灭崩坏，审美就不完整。最后，给王超
鹰先生的翻译水准，点个大大的赞。英美著作少见有如此上佳的翻译，或许因为中日两国虽然恩恩怨
怨，但终究还是文脉相通，同宗同源。
4、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些强烈的反感的，作为中国人大多是摆脱不了这种建立在历
史责任感之上的阅读感受的，尤其是作者带有强硬的甚至霸道的民族精神；但真正静下心来细细品读
之后,会发现，任何人但凡是有一点文化和思想都是会有明确的民族自尊心的，在这一点上，我想黑川
雅之先生与我们是不谋而合的，只是我们各自热爱着各自的民族而已；所以撇去黑川自身民族荣誉感
等情绪之外，这本书的的确确是一本值得品读的书；我们同样是被西方国家的审美奴役着，却毫无察
觉甚至自得其乐，在我们“曾经的国粹”一个一个被变成了“别人家的文化”的时候，我们是真正需
要审视自己的；如果细细研读唐宋历史，会发现黑川先生所探究的这八个审美意识早已经在我们的土
地上开过花结过果，只是时过境迁，近代这两三百年的断代，让我们没能继续传承这样深厚的美学意
识。
5、微、并、气、间、秘、素、假、破是作者黑川雅之总结的日本的八个审美关键字。开篇，作者说
道日本是现代西方世界观的奴隶。其实何止日本，经过现代化的亚洲，包括中国都是现代西方世界观
的奴隶。日本都是保留了很多日本文化传统。中国却破了很多，丢弃的很多，实在可惜。就如依照长
安而建筑的奈良，如今长安不再，奈良依旧。日本文化中很多中国元素，比如气。本书过于简单、抽
象化。过于美化了日本的文化。尤其是“并”这一章。作者说“日本社会的整体秩序是基于每个个体
能够体贴，在意别人的感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出色的和谐社会。说日本人，不需要什么上帝、
神明、哲学来做指针。其实观察日本的社会，在意别人是存在的，而且日本也远不是一个和谐社会。
而看看日本历史，天皇就是他们的神明啊！怎么会不需要神明哲学来做指针！如果说日本人不需要哲
学做指针，只能说没能发展哲学起来。以前是中国舶来的，后来是西方舶来的。而作者说到的很多审
美观点也是世界性的。比如他说隐秘之花时举例毕加索的画。
6、去日本旅游，国人经常会惊诧于我们与日本社会的文化差异，比如：乘电梯必须让出来另一边；
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说话，永远听不到别人的手机铃声；小孩子坐车会自觉地站在角落，不需要别人让
座等等，而且这是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这让我们感觉到：在中国大多数地
区生活简直是太轻松了，除了少数民族生活区，几乎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不小心而逾越了某些不熟悉的
规矩。日本文化贯彻在行动上与中国文化体现在理念上可能是两种最大的差异。在读到《日本的八个
审美意识》这本书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些造成这样文化差异的缘由。黑川雅之先生分别从八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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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述日本的审美意识，分别是“微、并、气、间、秘、素、假、破”，如同他自己所强调的，“这
八个关键字是并列互补的关系，也并不是日本审美意识的全部组成部分。”但需要真正了解日本的审
美意识，并通过此来了解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化，这八个关键字将会带领我们一步步探索、领悟。看完
这本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微、秘、素、破”这几个关键字。它们基本上能解释国人在日本获
得的各种感受，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地方。首先，“微”是日本思想的基石。理解了“微”就能理解
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微”着眼于细节，主要表现在“一期一会”“细节中体现整体”和“原始的身
体感觉”。“一期一会”是日本人对待事物的思想指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日本人，会珍惜现在，
不多考虑过去与未来，从而在现有时空中创造出巨大的成就。由此，也就能理解日本的“匠人”精神
以及精工产品的背景。而纵观国内各行各业，即使我们经常打出“精细产品、质量保证”等等旗号，
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流于形式，并没有认真贯彻到具体工作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是震撼比较
大的，我们的教育从根本上就没有教给学生在生活中认真的理念，我们只会在做题中更加认真，而出
了学校以外，那些本来有用的东西却好像直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教育除了能够看到的地方（如具体
的题目、掌握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是无形
的，是通过言传身教与社会的共同秩序参与完成的，而非简单的学校教育能够完成。它应该是发自心
底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的力量。“秘”更多的可以用来理解文学艺术等作品，它就像是一位暗中的使
者，不动声色地引导你去探索、领悟，“秘”使得作品的理解丰富多彩，并且加入了一种寻求共鸣而
不必言喻的默契。对这个关键字的理解，将会使我们对周围的不同多了宽容和理解，很多问题都没有
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需要感受这个世界的多种多样，更客观的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事物。“素”使我
看到日本人对自然本质的追求，“本色最美”使得日本建筑、产品充满了朴质淳真的动人之处。我觉
得这一点是我国很多企业需要学习的地方，在产品上下功夫，而非仅仅在包装上变花样。同样，对我
这个展览行业从业者来说，“素”意味着我们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考虑，更应该从展览内容本身进行
深度考虑，形式设计并不能喧宾夺主，而需要贴切地表现出内容思考，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破”
在我看来即是创新，在熟练、重复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考虑“破”——解除束缚，寻找新意。当然
，想到我们今天总会提到的“创新”，我们需要的创新是在现有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上再进行新的提
高。然而，很多人、很多行业提到的创新，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不一样就是创新，比如一个新人
，旧东西还未掌握理解，就提创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结以上，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美学专业学生
、广大艺术工作者来说是必读之物，对于想要了解日本的人来说，也不失为一本寻路之作。然而，我
觉得这并不是一本专业书，不需要抱着一定的目的在这本书中寻求答案，它是另一种文化的讲述，另
一种生活的显露，它所呈现的关于哲学、关于生活的点滴思想，是激发我们思考的火花。
7、先是在看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它讲到东方艺术的章节在希腊艺术巅峰期和dark age之间，快速
带过的描述让人看的相当不过瘾，这让我产生了想要对比阅读的想法。刚好中秋韩国的一人自由行成
行，旅途中百无聊赖，去的又正好又是另一个一脉相承的东亚国家，正是来读这本被选出来作为东亚
文化简略代表的的良机。既是对比阅读，先从与西方艺术对比的角度来说。贡布里希讲西方艺术，始
终离不开三样东西——建筑、雕塑、绘画。而这三样，没有一样是东亚文化圈擅长的。与其说是不擅
长，更多来说，是不在意。这个之间的区别，和艺术的故事中最重要的观点“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
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西方和东方在生存哲学上的
差异。宗教在西方的整个发展史中所占据的绝对引导地位决定了西方人对宗教神论的绝对遵从，也因
此衍生出很多关于“思考如何活着”的哲学思辨。而东亚人，特别是日本人，因为下面所述的这些原
因，一直在意的是“自身的感知”，这也因此没有形成成套的哲学体系，但这种感知的培养，养成了
卓越的审美。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知呢？打散作者的架构，我从两个方面理解。一 ，从对生活的
态度上——微、并。这是一切的起点， 眼前这个瞬间就是值得珍惜的一切（一期一会），斗室中可以
有整个世界（茶室），一期一会和茶室这两个最重要的文化ICON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表明了日本“
微”的这种生活态度。不像欧洲先有街道后有房屋，日本是先有房屋后来才有顺应出现的街道。因此
日本的价值观里是尊重每个个体的，因此在日本不流行通用化设计，日本的价值观里认为，所有好的
设计应该都是适合这个人的。这是并。二，对待“物”的理念——气、间、秘、素、假。气和间可以
理解为一组相互印证的理念——营造一种氛围把“并”的东西联系起来， 大凡所有暧昧的，即间的部
分。秘， 日本没有追求准确传达的沟通方式， 不重视准确传达，却要想法刺激对方的想象，并满足
于对方加入主观感受后的解读；不偏重用脑子理解，尝试用原始野性的感官。由此引申来对幽暗中的
光感（阴翳）的审美。素，是保持最朴实的本色之美，是不添加任何杂念的纯真。信赖自然，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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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更大层面的事物上顺势而为，这就是存在于素背后的审美意识。这也是日本房屋的材质来源的
缘由。假，不去抗拒，顺势而为的美。例如茶室延伸出去的风景。三，最后是破，我难以苟同这是日
本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想要发展的文明必须具备的基因，再说，书中的举例也并没有
多让人信服。所以，框架上，我认为从以上两点来认识就好。基于此，我认为与其说日本文化的最高
信仰是自然还不如说是感官来的贴切。
8、对于民族的热爱光靠政治宣传是不够的，更何况现在中国对民族的肯定仅仅停留在大字报阶段，
铺天盖地的标语还有强硬做作的御用文人，艺人，歌姬。唉，真的有点劣根的自卑心在我身上呢，所
以从高中毕业开始，就有意识的去接触西方文化，包括那些墙之外的，而现在被互联网引入身边的文
化，西方的二十世纪是一场反传统反主流的100年，其中滋生的不免是很多极端的东西，从一个极端走
向另一个极端，可是却正好停在了两个极端的中间，一个和谐的状态。不论是给音乐带来生命的摇滚
半个世纪，还是让所有人都闻到艺术味道的现代艺术（不管是丑还是异香），还是生于贫民，长于资
本主义的嘻哈群体。以及危机过后全世界的达达主义。这些都是西方的待名词了。可是接触西方文化
久了，不免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自我定位的人，一个失了根的人，所以也自我嘲笑的对别人说，如果以
后不是移民，那就是偷渡。可见在当前氛围之内，我也无法不被找不到认同的孤独所打败。闲暇之余
，电影永远都是我的首选，偶然从电影中窥探到了日本的一面，分裂。在无意识追寻着日本文化的过
程中，日产的电影慢慢的无法满足我了，==========================好烦，不想写这些没用
的东西了。我的意思是，没想到身为中国国籍的我，竟然能在日本文化中找到未来缺乏归属感，这种
归属感不是西方文化能给一个中国人能带来的。似乎这其中就暗含了中日文化的同根性。当然，我依
旧是那个喜欢摇滚，喜欢吉他，喜欢BBOX喜欢极限运动，喜欢美臀细腰，喜欢RAP，喜欢骑车，喜欢
毕加索，卡拉瓦乔，梵高，乔布斯的西化的我，似乎身边人总是认为我是一个卖国贼，是一个国家的
叛徒。可是谁又能相信一个人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不再孤独的文化氛围，会有多疯狂呢。如果我没疯
，那我只是想改变中国的文化气息，而日本文化，让我看到了希望中的一缕新鲜曙光，他不想西方文
化需要我们跨越种族的界限去投身于此，也不像短暂而热烈的美国需要我们把五千年的跟全部挖掉，
他似乎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9、想玩概念，甚至想造就体系，应该说都不成功。一面警醒不能做西方思想的奴隶，一面自觉的去
做奴隶，作者在东西方之间，在理性和情感之间首鼠两端。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成为一本好书，因为
它有强大的启发性。能让我们更深的了解日本，也可以以日本为镜鉴，反观自身。另，书中有一段，
从逆光的角度，对谷琦润一郎的阴翳之美有了进一步的生发，认同。
10、气就像一个人所带动的余韵书中展开说道《源氏物语》主人公所散发的气场之色香，就像意愿，
干劲一样，是主人公哪怕保持沉默也会由内而外透射出来的一种气质，这同样也是这本充满气场的小
书波及给我的强大影响力。生活场景的过去，早就蕴藏着未来的至美，关于日本的审美意识被总结
成8个篇章：微，气，间，秘，素，假，破。你愿意前来一探究竟吗？“长河中的你，随波逐流亦好
，逆流而上亦佳”。
11、&lt; 序 &gt;01 在意他人的感觉是日本社会生活的传统秩序，换一种说法，日本人是一个重视他人
感受的民族，十分在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距离，这是十分显著的文化特征。02 我觉得日本
人是为了美而活着的，是为了有惬意的心情而活着的⋯⋯这一发现对我来说无疑也是最具冲击的一件
事情。&lt; 微 &gt;03 现代建筑大师Mies Van der Rohe有句名言，叫Less is more。04 比如日本有一句成语
叫“一期一会”。阐述的是：现在能够与这个人交流的瞬间，不会再重来。所以要更加珍惜眼前这个
时间，这个人和这个地方。⋯⋯这个理念的精髓是：眼前，这个瞬间，与这个人的关系，就是值得珍
惜的一切。05 关于人，也可以说人存在于个体中。要想知道人是什么，从自己的外部去寻找是看不到
的，只有挖掘自己的内心深处，才能看到人的本质。06 在愤怒的人面前会感到恐惧，在性感的人面前
会感到被吸引。这种对“气场”，对“气”的感知，应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野性，原始的身体感觉
吧。07 剧作家Kuramoto Sou在旅行杂志中写道：旅行的妙趣在于，飞机降落后人从机场走到外面的时
候，“轰”的一下袭来的那种全身感觉。&lt; 并 &gt;08 “并”这种审美意识的概念是，单纯地把并列
的、没有上下级关系的复数细部聚合起来而产生的和谐关系，这是“并”的基础。09 七福神，由印度
教（大黑天、毗沙门天、辩才天）、中国的佛教（弥勒）、道教（福禄寿神）、日本的本土信仰（惠
比寿）形成的神佛混合群体。七福神是日本的信仰对象，据称是从室町时代末期开始信奉起来的。10 
就像“婚外恋”这种事情，日本人的观点是“因为丢脸，让可怜的妻子蒙羞，所以不应该做”，而“
绝非”是违背人道，被上帝禁止的行为，绝对不可以做”。日本人只是不愿意做那些丢脸蒙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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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但只要不被人背后戳脊梁骨，还是会尝试的，会觉得如果这种恋情能达到令人感动的程度，“婚外
恋”为之也未尝不可。11 好用的工具应该是根据使用者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制作，所以，对工具采用通
用化的设计方式实在是很荒唐的。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就是日本人了。12 西方绘画与日本绘画在构图
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绘画中往往以神灵、人物、偶尔也会以其它生物为中心，在整个构图中，对
画面中心的概念非常重视。在日本，因为价值观的核心不是神灵，而是对自然的尊崇。所以，中心构
图的概念在很多日本的绘画作品中是看不到的。13 同一个人物在同一组屏风中会有重复的出现。这是
将不同的时间点予以并列的体现。&lt; 气 &gt;14 日本人所理解的人或物，并不仅仅是指人自身或物体
自身，而是“包含了周围空气的人或物”。15 人会从身体内部向外释放出一种类似于空间延展性的东
西，这个向外延展的区域空间被称为气场，气场也属于这个人身体的一部分；物体也有物体向周围影
像和扩张的空间，这个被影响的空间也隶属于这个物体本身。16 人所能散发出的气场，如果带有震慑
力会使人敬而远之，如果是带有亲和力则会让人亲而近之。好脾气、存在感、有美感之类的品行和特
质，也都作为“气”的元素环绕在人的周围。17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所散发的色香，就像“
意愿”“干劲”一样，氏主人公哪怕保持沉默也会由内而外透射出来的一种气质。18 英国有句俗语，
叫做“有帽架的地方就是家”。带着帽子意味着人在外面，需要用帽子保护自己。摘掉帽子则是一种
安心状态下的习惯行为，所以也就有了这个俗语。&lt; 间 &gt;19 所谓人与人的“间隔”，不单是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也是相互间的在意、关怀和感应。因为一个个“气场”与“气场”之间的人际交流产
生了不同的“间”，因而“间”也可以成为“爱”的基本条件和关系。20 “情”作为一种感觉，可以
把它理解为“想回到从前的整体”的情感表现形式之一。如果说“爱”是一种积极的、奉献的情节，
那么“情”更像是一条与生俱来的红线牵动般的纽带。21 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对象都是属于“阳”性的
。例如，人可以制造光，所以光就是“阳”性的。然而人却无法直接制造影子，而是在制造光的过程
中产生了影子的结果，因为，影子就是“阴”性的。22 我觉得，“无”也是一种追求，是“应有的东
西－有”的欲望本身。我认为“无的空间”是有着强烈不安与恐惧的空间，是“欲望的空间”。23 大
凡所有暧昧的、既“间”的部分，都有着难以言喻的妖艳和绝美。当一个整体被偶然分离时，留下的
是令人遗憾的气场，这个气场又会转而成为“间”的惆怅。&lt; 秘 &gt;24 Zeami曾经写道：“隐秘是花
”。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我的理解是“不是表现全部，而是通过部分的隐秘来驱动对方的创想力”，
而且“因为被隐去了，所以看的人才会参与到表现方的共创之中”。25 所谓隐藏起来而激发对方创造
力的方法，意味着表达着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解读内容，相反是在期待
着读者通过自己的主观想象和创造能力来加以独立的解读。也就是说，日本人没有刻意追求所谓“准
确传达”的沟通方式。26 大凡莫名的，往往就是一种绝美无比的感觉。27 产生阴翳之美的主要条件就
是要有逆光。28 逆光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只有当那边比这里明亮时才会产生逆光，于是逆光便蕴涵了
“这里对那边的向往”。29 如果未来是光明的，人们就会不顾一切的拼命向前奔跑。如果知道死后的
世界也是光明的，那么人们也会欣喜的去面对死亡。30 所以，“秘”也是一种工具，它可以影响到人
们的内心，激越起丰富的想象，促发值得期许的状态。重要的不是让对方去明白，而是驱动想要明白
的心态；不是准确的知会对方，而是让对方自己进入到那边的世界里，自己去发现；不是让对方知晓
，而是通过“隐去”来引导对方去“探知”；不是去说服，而是为了深深地影响对方而选择沉默。退
而求进，隐而求知，默而求解，都是逆向思维的结果。&lt; 素 &gt;31 &quot;素&quot;，就是保持最朴实
的本色之美，是不添加人和杂念的纯真。信赖自然，将一切依托于更大层面的事物上顺势而为，这就
是存在于“素”背后的审美意识。或者说要活出本色，莫要人为的破坏宇宙既有的平衡。32 简洁并不
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为了发挥素材质感所到达的一个结果。所以，许多东西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
。&lt; 假 &gt;33 不去抗拒、顺势而为的美，这就是“假”的含义，也有“借”的意思。禅的问答中关
于人生也有着这样的一句名言：“长河中的你，随波逐流亦好，逆流而上亦佳。”34 生也好，死也罢
，都是“假”道自然的美丽流程。活的时候要活出生命的精彩，死的时候也绝非以失败而终结，而是
作为生命形式的一部分同样美丽，这是“假”的思想核心。35 人们在樱花盛开时争相一睹它的娇艳，
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盛开后的凋零，所以人们更喜欢樱花刚开始凋落时花瓣如雨纷飞的寂寥。日本
人如此欣赏樱花凋零的美感意识，时因为对时过境迁的惆怅和惜美之情。36 这一思想背后的审美意识
中，还潜藏了对“死”的某种认可。“孤独”和“寂寞”的审美意识，也在这里被联系到了一起
。&lt; 破 &gt;37 世阿弥的能乐论中有关“序破急”的阐述，大致意思是：“序是开篇的基础铺垫，破
是打破序、对各种精彩纷呈的全力呈现，急则是精彩之后的结语或余音”。38 为了将道修至极至，我
们首先要掌握传统的形式，直到炉火纯青已学无可学，就可以开始尝试打破传统的固有形式，加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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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独特思考进行创新了。进一步发展下去，甚至可以发现一个能够展现自我理念的融会贯通的新世界
。39 在日本的审美意识中，包含着某种破天荒的意外美和偶然美的机制。
12、微，并，气，间，秘，素，假，破八个方面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一直很喜欢日本文化里的
一种很让人感觉舒服自然的东西，本书的各种解释里可以寻得一二，气和间的观点很有意思一些摘录
如下：－－－－－－－－－－－－－－－－－－微－－－－－－－－－－－－－－－－－－少即多：
从建筑物、产品等的细节上最能体现它的理念一期一会：现在能够与这个人交流的瞬间，不会再重来
。眼前这个瞬间，与这个人的关系，就是值得珍惜的一切。眼前的这一瞬中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细节
中包含了一切，这就是&quot;微&quot;的精髓借景：将远处的山景借入成为家庭景观的一部分从市内
的细微空间开始，形成微妙的层次后向外延伸，直至宇宙看世界的坐标轴，在于极致微观如同整体体
现于细微处一样，社会也体现于个体身上，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修炼圣性－－－－－－－－－－－－
－－－－－－－－－－－并－－－－－－－－－－－－－－－－－－－－－－当每一个个体都拥有了
对整体性的理解后，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自然也就能够保持和谐，进而打造理想的社会环境了。这就是
“并”的思维方式。单纯的把并列、没有上下级关系的复数细部聚合起来而产生的和谐关系细微事物
的并列聚合因为喜欢那个人，所以要懂得珍惜。不要去做自己认为令人感到羞耻的、丢人的事情。这
种朴实却深入本质的和谐，就是“并”的审美意识。人会被感动到的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好用的工
具当然应该是根据使用者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制作，所以，对工具采取通用化的设计方式实在是很荒唐
的。有主体性的复数人物或事物是被一种互相看不见的链接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就叫做“并”“并”
的意识是在着眼细处的“微”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在“并”的个体并列之间，由细部关系所
散发出来的“气”，又导致了“间”的出现。以人为例，因为现有了珍视个人的思想，才会实现个人
与个人之间的并列关系，现有了在意他人感受的心态（“间”的本质），才会有更强的凝聚力，产生
一种能够将人与人之间的并列关系保持下去的能量。留白部分让观赏者的自由想象成为了一种可能，
甚至由此发挥了观赏者的自我创造力，让观赏者在脑海中描绘出属于自己的创想空间。－－－－－－
－－－－－－－－－－－－－－－－－气－－－－－－－－－－－－－－－－－－－－－－－－－“
气”也像一个人所带动的余韵，对于这个人来说，更像是一片看不见的领地。“气”就是宇宙中的人
、树或物体等，为了与整个宇宙保持浑然一体感而不断向外释放出来的生命能量。自然界所具备的“
能够吸引世界的力量”，在人的身上也是与生具来的。柱子是气场建筑－－－－－－－－－－－－－
－－－－－－－－－－－－－间－－－－－－－－－－－－－－－－－－－－－－－－－－－－把一
个细部和另一个细部在很久以前曾经是某一个整体，因为偶然的因素被分开成两个，就容易产生一种
彼此希望能够回到从前的能量，从而相互吸引，相互召唤。“间”可以理解为由“气”所构成的时间
或空间“气”是生命力，是能量，“间”是生命的空间，也是能量的距离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对象都是
属于阳性的“间”是阴性，属于被动型的存在“间”是由“气”创造的空间，充满了丰沛的能量日本
人创造的不是物件本身，而是试图打造出由物件所生成的“空间”所谓“秘”是指“越隐秘越能激发
对方的创造力，是叠加了对方的自由创想后另有一番美感”的理论“间”是这种源自于同类所产生的
在意、关怀之情“间”就是两个人之间、或两个物之间相互吸引的力学关系“间”是连续的世界被切
断时所带来的余韵和残像。随着世界上每一个生命和物体的诞生，其周围形成的如同记忆般挥之不去
的就是“气”，由“气”再生成了“间”相互吸引的事物之间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气场就是“间”－－
－－－－－－－－－－－－－－－－－秘－－－－－－－－－－－－－－－－－－－－－－－不是表
现全部，而是通过部分的隐秘来驱动对方的创造力，而且，因为被隐去了，所以看的人才会参与到表
现方的共创之中大凡莫名的，往往就是一种绝美无比的感觉自然成形：不同的个体在必须相互参与下
，共同完成某一个自然形态时，会形成主体里面有客体，客体的思想中有主体的现象，也就是自己的
想法要让他人能够完全理解。用谦退一步的形式，让对方走近自己的世界，使对方在没有感受被引导
的状态下，把对作品的直观理解和真切感受印入心底作者期待让观众自己去发挥想象力，并形成独到
的见解逆光还有着另外一层含义。只有当那边比这里明亮时才会产生逆光，于是逆光便蕴含了&quot;
这里对那边的向往&quot;前方的空间越亮，越会让人产生对那边的期待感。重要的不是让对方去明白
，而是驱动想要明白的心态；不是准确的知会对方，而是让对方自己进入到那边的世界里，自己去发
现；不是让对方知晓，而是通过&quot;隐去&quot;来引导对方去&quot;探知&quot;；不是去说服，而是
为了深深地影响对方而选择沉默。退而求进，隐而求知，默而求解，都是逆向思维的结果－－－－－
－－－－－－－－－－－－－－－－－－－素－－－－－－－－－－－－－－－－－－－－－－
－&quot;素&quot;就是保持最朴实的本色之美，是不添加任何杂念的纯真。信赖自然，将一切依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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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层面的事物上顺势而为。要活出本色，莫要人为的破坏宇宙既有的平衡。能够被风化的素材是美
丽的，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会产生闲静寂寞的感觉。“素”强调的是，人类不应该过分自负于自己的
才能，面对自然时应保持谦卑的心态。没有刻意的人工干涉，才是与自然之美相协调的真正创造，这
也是人类对大自然无条件的朴实信赖。自然素材建造的房屋刚完成时并不是最光鲜的，但会逐渐与自
然融为一体。日本人简洁的造型背后，是对材质的追求，对素材的重视，否定的是刻意的设计制作，
注重的是如何将人为的技术“无痕”的表现出来。制作东西时将制作量控制到最少，本着尽可能不添
加人工制作痕迹的态度来做，这是实现原创造型的基本思路。“素”的思想，首先来自于对材料有着
敏锐感觉的身体。并且，是考虑如何竭尽全力去展现材料的长处，以及可以产生自然形态的造型。对
那些为了造型而进行造型的表现，“素”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素”是尽可能不要有过多的、可以的
个人表达，以及去除强调自我意识的部分。完成原创的设计不是去思考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探
求物体深层的原型真谛。－－－－－－－－－－－－－－－－－－－－－－－－－－－－假（借）－
－－－－－－－－－－－－－－－－－－－－－－－－－－不去抗拒、顺势而为的美，就是“假”的
含义生也好，死也罢，都是借道自然的美丽流程。活的时候要活出生命的精彩，死的时候也绝非以失
败而终结，而是作为生命形式的一部分同样美丽，这是“假”的思想核心。自然界“无常的变”和“
丰饶的无”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居住空间是暂时的、“假”的，人生的历程也是短暂的、“假”的。
在“假”的审美意识背后，似乎是让人们去坦然接受宇宙自然法则支配下的世间一切。这种审美意识
的主基调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它不会产生固化的城市概念，不会产生建筑的概念，甚至也不会
形成家具的概念。它打造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流转的环境。－－－－－－－－－－－－－－－－－
－－－－破－－－－－－－－－－－－－－－－－－－艺术不能仅仅说是偶然，而是经验和才能对这
种偶然的引导后所带来的无限美。当我们最终放弃计划、创作等人为的意志，将一切托付给自然规律
的偶然性时，就是宇宙成为自己朋友的一刻了。序破急 守破离：序如风，破是对序的各种冲击，急为
破的尽力与延续；对于规矩礼仪的守护，决定了突破的秩序，这是不能忘记的重要原则。序是开篇的
基础铺垫，破是打破序、对各种精彩纷呈的全力展现，急则是精彩之后的结语或余音。首先要完全遵
循既有的规矩方法，进入突破、创新阶段以及融会贯通开始超越的阶段时，也不能忘了根本。为了将
道修至极致，我们首先要掌握传统的形式，直到炉火纯青已学无可学，就可以开始尝试打破传统的固
有形式，加入自己的独特思考进行创新了。进一步发展下去，甚至可以发现一个能够展现自我理念的
融会贯通的新世界。“微”是对整体这一宏观视点的否定；“并”是对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的结构予
以否认，主张的是浮游式的自主性；“气”和“间”谈的是人、物或声音的存在在其存在之外所生成
的间接空间，是一种被动概念；“秘”是以退为进，通过隐藏来表达，是对传达过程中沟通的否定；
“素”的核心是尽量不去刻意的创造，不要添加人工修饰，也是属于消极的思想“假”的理念中更是
在完全信任宇宙规律的前提下顺应时势
13、得到一本好书，初欣喜若狂，待到开始打开这本书时，一定要从容淡定，才不负好书的缘分。《
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这本书带给我的喜悦，远超出最初的欣喜若狂，她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审视内心的状态，让我思考我真的有善待家人，善等身边的人吗？而且这本书一点都不晦涩，不像英
译本那样，读起来，艰辛难懂。这本书很有点看小说的感觉。直白吸引人，还有很多激动人心的高潮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是对现在日本审美的认识，都是非常不错的读物。日本是一个多
神共存的地区，人们信佛，信上帝，信真拉⋯⋯一个人竟然可以有多种神信，而相互不影响，奇妙共
存。作者说日本人是为美而活着，是为了心情惬意而活着，心情舒服了，多信也就情理之中了。其中
有一个特别诗意的词“一期一会”，说的是在这个时间的相处，这个人物，这个风景，一生只有一次
的相遇，这个当下的瞬间，一生只会出现这一次，所以对当下要慎重，要珍视，要顺着自己的心情，
留着适当的空间，让别人与自己都感觉舒服。一期一会，令我更加理解刹那即永恒。在生活中，很多
时候懒惰，没有全心情对待当下，恶心恶情待人对事，导致的后果，可能人情散，事情败。或者后面
要用更多的时间点弥补，实在是不应该。书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自然的，就是美的。说的
不是自然的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自然的时间规律而变化，春有春的自然，夏有夏的自然，秋有秋的自
然，冬有冬的自然，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要用身体去感官自然世界的，用身体去感受延伸自然。就
像日本的茶室，多喜欢用竹子，用纸糊门制成，这样，房屋会随着时间的感觉，与自然融为一体，时
间带着自然的刻记，房屋就是自然的一物。这是何等的奇妙。印象深刻的还有“隐秘是花”，人与人
的关系不应该是对立的，要相信在对方的心目中，存在着与自己相通的部分存在。抱着谦退的一步的
心态，引发共鸣，去影响对方，因为，重要的不是让对方明白，而是驱动对方想要明白的心态。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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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有个观点，说的是二点之间最短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意愿是引，对方是本，本动，引发，自
然水到渠成。微并气间秘素假破，八个审美，每个都会有特别的体会。虽然有的地方，作者观点有些
偏颇，就像译者后说的话一样，二个都有些“大国心态”，但就像作者所说的破，破坏也是一种美，
体会到美，感受到美，即美了。
14、黑川雅之这本书很有意思，虽然又小又薄但是内容丰富，配图很生动，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
整理论，作者知识驳杂，论点展得很开，虽然有些推论略微偏激，但大致在理，文化与设计的因果关
系梳理的很清晰，两者相互影响的讨论有诸多精妙之处，很值得一读。开篇的序言就很抓人眼球——
“日本人是西方世界观的奴隶”，这话又准又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几乎是全盘西化，二战战败后，
美国投入巨资扶持日本，使得日本得以迅速崛起，而在崛起的同时，西方的文化也在向日本固有的东
方文化中渗透，文化的错杂导致日本的审美观走向一个很奇怪的方向，不中不西，很多的影视和文学
作品里都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细致描写。比如日本的生死观就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普遍较为忌讳
谈论生死，顺应自然，而西方则认为“自杀是原罪”，日本却是独有的赞美自杀和殉情的情结，国民
作家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一大票都是自杀而死的。通篇读完，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日本的
“耻感文化”的讨论，日本是个极度重视他人感受的国家，一切以不给他人造成困扰为前提，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与距离的界定十分明显。西方则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罪感文化”占据主流，对于同样的一
件错事，西方人会觉得我不能这么做，因为会受到上帝的制裁，而日本人则会觉得我不能这么做，因
为这会让我和我的家人蒙羞，丢脸在日本文化里是比死要可怕得多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以道德作为
准绳，这也许是日本人做事的最高准则。但并不是说耻感与罪感有高下之分，很多时候两者相辅相成
，只是在东西方文化中两者地位不同。关于文化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讲的深入浅出，比如“微”，less is
more，从细节中来看整体，以细节来表现整体，书中讲到，眼前的这一瞬中包含了过去和未来，这就
是“微”的精髓。“原来在我们的过去，早就蕴含着未来的至美”。日本有个词叫做“一期一会”，
眼前的这一瞬间，就是值得珍惜的一切，细节与整体也是这样吧。在“并”这一章里，对耻感与罪感
又做了一次讨论，西方的罪感是绝对的，是以上帝的意志和法律为准绳的，而日本的耻感则是相对的
，重要的是他人对此事的感受，如果别人觉得可以接受，那么耻感也随即消失，这一点很值得玩味。
在“秘”这一章里，对于“藏”的艺术我觉得和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以及白居易那句“犹抱琵琶半遮面
”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表现全部，而是通过部分的隐藏让观者发动自己的想象力，所谓“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全部都表现出来，反而抹杀了很多的可能性。“素”也是日本文化及设计的
精髓之一，但简约而不简单，比如MUJI。“素”体现在不自负于自己的能力，而更多顺应自然，面对
自然保持谦卑。很多时候，过度设计只会给人带来不适感，精雕细琢并不适用于所有领域。设计作为
艺术的分支，从来不是理性主导的。最后一章的“破”是前面七个完成以后的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在现有的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能够有所创新甚至创造全新的领域无疑是设计的终极目标，但我有个
疑问——设计中的“破”与文化的“破”不知谁先谁后？越写越散，文不对题，以书中最喜欢的一句
话作结吧——“长河中的你，随波逐流亦好，逆流而上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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