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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庭园》

前言

　　前言　　当我东渡日本求学归来之时，带回了一吨重的原版书，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关日本古建筑
和古园林方面的。我把对日本文化的阐释作为我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对日本园林的学习和了解，我
认为，日本园林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中国园林的辉煌及可塑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中国
传统园林的传承和现代园林的改进，就成了当今园林界的重要课题。当我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为
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连续讲座时，竟出乎意料地受到欢迎，后来进而成为
常设的选修课。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告诉我，青年人的目光开始投向东海的岛国——日本，试图从
“他山之石”中探寻开启不惑之门的钥匙。　　日本园林是从中国直接传承过去的。从池泉园、筑山
庭、平庭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园林“智水仁山”的痕迹。从自然的布局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园
林的影子。当中国园林从自然山水园向文人山水园发展之时，日本园林一反中国人诗情画意的世俗浪
漫情趣，走向了枯、寂、佗的超凡脱俗之境界。枯山水从抽象手法出发，诠释了儒、道、佛三家的画
外之音。茶庭则是把中国人的茶饮礼仪发展为茶道礼仪的一部分，用园林的环境塑造来图解《法华经
》中“长者诸子，出三界之火宅，坐清凉之露地”的章句。　　日本园林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小巧而
精致，枯寂而玄妙，抽象而深邃。大者不过一亩余，小者仅几平方米，而表达的内容却是化外的另一
番天地。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日本园林就是用这种极少的构成要素达到极大的意
韵效果，这种做法与现代建筑大师密斯的“少就是多”的理论不谋而合。看来，日本园林不仅契合古
代的建筑原理，而且也符合现代的建筑理论，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对道家思想的注解中得到了当代建筑
界同仁们的青睐和肯定。　　刘庭风同志热爱园林绿化事业，做事认真，刻苦努力，在我的记忆中，
他不止一次地听过我的讲课，并深入思考，积极思维，常常提出各种疑难问题，是一位非常有心、用
心的青年人。在四年前考取了博士研究生，专门从事中日园林的比较研究。他的这本《日本小庭园》
可以说是他多年学习的小结果。今承蒙各界关爱得以出版，既是对他的鼓励，也是对我等的鞭策，但
愿这本小册子能成为我国园林事业中的一朵芬芳、亮丽的小花。　　路秉杰　　2001年秋末　　于同
济大学建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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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日本小庭园概述和日本小庭园赏析两部分，包括小庭园的历史渊源、小庭园的艺术风格、
小庭园的建造手法、枯山水、茶庭、枯山水式茶庭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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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日本小庭园概述
一 小庭园的历史渊源
二 小庭园的艺术风格
三 小庭园的建造手法
第二部分 日本小庭园赏析
一 枯山水
二 茶庭
三 池泉庭
四 枯山水式茶庭
五 枯山水式池泉园
附录一 日本庭园年表
附录二 日本小庭园一览表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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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东海庵书院南庭　　地点：京都市右京区花园妙心寺町　　业主：妙心寺塔头东海庵　　设
计：东睦和尚　　时间：江产时代末期(18P4年)　　面积：4P平方米　　材料：花岗石、白河砂　　
属性：寺院园林　　风格：枯山水石庭　　特点：对称景石、追逐关系　　在日本的庭园中，一般的
设计原则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法则不仅是指庭园的总体布局，而且还反映在园林的建筑之中。但
是，与这一法则提出相反概念的是妙心寺的东海庵的书院南庭(见图2—1—22和图2—1—23)，它明显
地运用了日本园林所不愿用的对称法则。　　这是一个典型的坪庭、石庭。它的面积只有4 1平方米，
只有砂和石，没有一棵树和一棵草。在四面回廊中，简朴的横栏和竖杆围合着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动
感空间。然而，这一空间的构成所用的原则却是对称的。最奇怪的是，这一庭园的对称并不是我们所
想象的严格的对称，而是在对称之中蕴藏着非对称的变化，这种非对称的变化才是它真正的魅力。　
　白净的河砂被耙出以中心石为原点的波纹，它由中心向四周发展，让人感到，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
海洋。这个海洋，以它的荡漾显示着它的存在、它的变化和它的运动。　　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一
片白砂之中，漂浮着七个石头。它们的神秘不在于它们的存在，而在于它们在碧波之中的空间和位置
。碧波的中心是一个小石，它的份量并不在于它的体量的大小，而是在于它所处的位置。它是大海的
中心，它是世界的中心，它表达的似乎是一个以佛为中心的世界模式。碧波从这里荡开，众石以这里
为枢纽，它启动了大海的脉搏。　　以中心石为轴的东西对称位置，各有一组石组。东侧三个，西侧
三个。每组二大一小，成不对称的三角形布局。东西两组以中心石为中心，重心成一线左右格局。一
组石组在逃跑，它们构成一个三角形，快的跑在前面，慢的跑在后面。而另一组石组在追赶它们。它
们也是构成　　一个三角形，成一个战队在追逐。　　整个园林被人赋予神秘传说的是它们的追逐关
系。正因为这一关系，人们编织了“追逐石”与“逃逸石”的故事。　　13.逢坂邸里和室前庭　　地
点：兵库县芦屋市　　业主：逢坂久　　设计：小宫山博康　　时间：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　　面
积：27平方米　　材料：灯笼、黑砂、景石、垂枝梅、黑竹、罗汉松、大杉　　属性：私家园林　　
风格：枯山水　　特点：阴阳耦合及古风　　从平面上看，这个坪庭(见图2—1—24和图2—1—25)并
没有很大的特点，只是采用了阴阳耦合的手法。东面一半黑色的河砂代表的是水，是阴，是柔。而西
面一半是陆，是阳，是刚。用东海和西土的阴阳组合是这个坪庭在平面意象上的阐释。这样的构图让
我们想起中国和日本易学中的阴阳太极图。大多数的设计喜欢采用三角形的不对称构图或是单中心的
放射构图，较少采用偶数的阴阳构图。　　从观赏平台上所见到的是砂海。它一方面成为主景的前景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小局促和增大视距。砂海中没有青苔，也没有矶石，显出“水”的平静。而陆
地上，却是丰富得很。中心当然是石灯笼。它古朴而典雅的形象把全园的中心意思表现了出来。它的
周围是景石、苔藓、松、竹、梅、杉等。这些植物的配合，也是沿用了中国文人园中的松、竹、梅、
石的组合。垂枝梅弯曲着枝叶，罗汉松层叠着云片；直杉屹立，黑竹修影；杜鹃傍灯笼，齿苋生古意
。生命中蕴藏着天机，古拙中隐藏着人巧。　　14．河庄饭店盆石庭　　地点：福冈市中央区西中洲
　　业主：高木健　　设计：高木健　　时间：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　　面积：3平方米　　材料：
豆砂石、那智黑石、景石、五叶松　　属性：私家园林　　风格：枯山水　　特点：极杈?　　我戴上
了眼镜　　和尚?庄饭店盆石庭(见图2—l—26和图2—1—27)与蹲踞之庭只是一帘之隔。两庭的分隔不
用实墙，而用竹帘，这也是一个创意。两个坪庭都在室內，又创造了室内造园的手法。为了在室內造
园，设计者开敞了三面中的一面，那就是西北面。在室内外交际之处设立垂帘，让阳光柔和地倾泻在
坪庭之上，滋养这里顽强的生命。室内坪庭常常选用耐阴植物进行栽植。这里选用的是五叶松和兰科
植物。这两种植物都是作为盆栽的植物。　　3平方米的小坪庭被分成三个区域。一是最靠近客室的
那智黑砾石区，一是盆景石区，一是白砂兰区。主景区是盆景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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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内容和外包都很不错，值得借鉴，学习
2、@貝圖設計書店
3、不错的,买来学习.值得
4、还行 不错的一本小书 不够全面
5、挺好的~内容详细~
6、日本的小庭院，做的不错！
7、图文并茂，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8、大三借过。。。
9、就是手绘的图太少，我喜欢那种图。
10、很喜欢日本小庭院，做的很精致。之前做了一些露台小景观的设计，就从日本园林里汲取了一些
东西，比如说布局方面。再有，日本人曾经来我们这里对油松进行整形修剪，他们很敬业，虽然不喜
欢日本这个国家，但还是很欣赏他们工作的认真劲。
11、对于我设计里念启蒙的书
12、没有彩图，都是黑白线条，作为资料收集
13、眼界大开，有出山见海之感，
14、价格标签上被他们动过，是28，改后式30
如果想在自己的院子中做个小型庭院，这个很不错的~
可以很好的作为参考~
15、好书，强烈推荐
16、我在想如果图是彩版的会不会更好呢？也许更糟？无法体现层次感？
17、有时想说，多看一下别国的优秀之处也是不错的，虽然源于中国但经过久远的变迁已经产生了自
己的特点，借鉴一下也是很好的。有用。
18、虽然图片不太清楚，而且是黑白的，但是对知识分类的描述非常仔细，是学习的首选
19、详细介绍了日本的一些典型的庭院设计。
20、内容不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小庭园的各种要素，并有许多实例说明，内容翔实。没中不足
的是插图都是黑白的而无彩色。读完之后可以对日本园林有一定的了解。
21、日本小庭园,.小，很精致。
22、同济名师，作者还写过一本教材《日本园林教程》，已经绝版了，网上卖的都是翻印版。这是本
专业性很强的著作，文笔很好，虽然出版的早，没有用太多彩页印刷，不过纸张非常好，和《古典园
林分析》那本书差不多，有点淡黄色的纸张，很有历史感。内页图片都是黑白的，不过印刷清晰。介
绍了很多日本的庭园，是了解日本院里文化的好作品。
23、还不错的一般书，我听喜欢的  就是贵点
24、第一部分是讲解日本庭园的特点和各种要素构成，然后是列举了一百多个日本的庭园做分析。大
的有数百上千平米，小的仅数平米，或十几个平米。一一对比看过一遍，对日本庭园的概念也就大致
心中有数了。
25、流于泛泛了。作为一种目录还算合格吧。
26、对各类日本小庭园介绍的比较细致，营造方法、设计理念、用材选材中材料类型、作用等都有介
绍。同时配了部分彩页和黑白场景照片。刘老师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
27、印刷的很好，图虽然小但都看得清，内容也很不错
28、书的内容很好，虽然书本较小，但是内容充实，有平面图和标注（不是很清楚），作为了解和入
门挺不错的。
29、内容和印刷都一般。都是黑白的，而且是普通纸。
30、图文并茂，讲解到位，值得购买。
31、推荐看，毕竟人日本还是有的地方可以看看学习一下的
32、作者是我爸的大學同學 = =
33、从日本建筑中找寻中国古建 古代思想的身影 俯下身子去学习 没什么的
34、比中国大广场、大公园、大面积景观设计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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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可惜不是彩图啊，如果是彩图，就很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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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之前在图书馆借阅过多次了。。N年后兴致又来，居然京东上买得到。。幸甚。内容丰富，文字部
分言之有物，配的黑白图片竟另有一番意境，且标注了各个案例的具体信息，并配有手绘的平面图。
不知多少庭园的书，彩页当道，空泛而论。。。这本书，却随时可读，读之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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