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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庭院造园要素众多,从文化、禅意和实用方面解析日本庭院,分析代表性山石、水体、白砂、植物等造

园要素,并以平面或立面图的形式进行了位置的解析。此外,详细分析了手水钵、水琴窟、逐鹿等小品的特色,以
及园路、竹篱等实用要素的形式。展示了日本庭院园林外在形式下所蕴含的历史传承和美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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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countlessgardeningelementsinJapanesecourtyard.Thispaperfocuseson
theanalysisofJapanesegardens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e,zenandpracticaluse.Itanaly-
zestherepresentativegardeningelementssuchasrocks,water,whitesand,plantsetc.andthe
positionintheformofplaneorelevation.Inaddition,thispaper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of
gardenornamentsindetail,suchasthehandwaterbowl,waterphonecaveetc.Itsummarized
theformsofpracticalelements,suchasroadsandfences.Thearticleshowsthehistoricalin-
heritanceandaestheticconnotation whichembodyintheexternalform ofthegardenin
Japanesecourt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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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庭院源于其本土缩微式的园林景观,受传统宗教、茶道等文化礼仪以及尊佛崇武思想的影响,它
将历史文化与美学思想凝练在景观上。庭院采用真、行、草由繁至简的布局,由仿真到拟意,独创了以沙、
石、青苔模拟与抽象自然的造园方式。日式庭院是禅意精神的生命体,而山石、水、建筑、植物等构成要素

是体现禅意的载体,利用质朴的材质、抽象简练的手法表达儒、道、释的玄妙与深邃。

1 山石

1.1 筑山石

筑山也称叠山,包括庭院中矮小的土石山以及可以建造亭、台、茶室的高大土山,筑山以土载石呈岛

状。筑山位于庭院深处,山前放置“守护石”,斜后方种植松树、扁柏、柳杉等常绿树[1]。山腹立两主石及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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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副石,为了显示主山深度感,其左右处再筑假山。模仿名山的筑山形式采用写意或提炼的造园艺术手

段,在庭院中再现深山幽谷的景观意境。

1.2 置石

以石材造景,称之为置石。日式庭院以石块组合布置成奇数石组。石组用大石块创造一种宏大稳重

的气派。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石神崇拜心理,将形态奇特或巨大的石头认为是“神体”而供奉[2]。置石中

的石组通常以不同数量和体量的石块组合,彼此之间布局成平面或里面,且常常是具象的形式,如龟形、鹤
形(图1)。另外,多用2、3、5数量石块,按照主次布局成具有秩序视觉美的石组,布置方式、名称和体量各

具特色。2个石块的石组,石块名称为主石与客石,其布局采用景观视线错落的形式。3个石块的石组,石
块名称分别为伏石、立石与横石,其布局采用不对称三角形的形式。5个石块的石组,名称为主石、添石、
前石与抑石,2块添石放置主石前方左右,前石放置在主石的右或左前方,抑石放在最前面,起到平衡石组

横向视觉景观的作用(图2)。

 
图1 龟形石组与鹤形石组的平面、立面

Fig.1 Theplaneandelevationoftheturtleandcranegroupstone

 
图2 多石块石组平面与立面

Fig.2 Theplaneandelevationofthestonegroup

石组中任意3块石块放置布局为不等边三角形,并避免成直线[3]。石组中石块的体量大小、距离都有

严格的要求,例如,3个石块的石组中以伏石体量为V,则立石1/4V、横石1/2V,立石与伏石距离是横石

与伏石距离的1/4(图3)。

图3 石组规格及布置

Fig.3 Thespecificationandlayoutofstonegroup

日式造园风水在造园著作《作庭记》中有详细的描述。置石遵循其原有形态,因“万物有灵”的理念,根
据原石块的“卧即卧、立即立”,且石块指向避开庭园建筑,向其他方向倾斜,这是佛教不动明王的思想。

2 水景

2.1 水的形式

以水造景,称之为理水。由于“水从器物成其形”,所以园林中以山石、驳岸等限定水的形状,叠石与理

水在庭院中的不可分割,形成“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相辅相成的景观。日本降雨丰富,在庭院中根据

空间宽窄随机应变形成多样的自然水景,其形状有来自于海岸线的流水形,也有模仿景物的云形和葫芦

形,以及与水的精神相关、由汉字书法演变的水形和心字形[4](图4)。由于心字形表示心定专一,所以其

形在各种泉池中最受欢迎,而龟形池或鹤形池由于代表神仙式的长寿,也在日本流行相当长时间。此外,
日式庭院的传统自然山水园通常也会采用模拟大海、名胜河水和溪流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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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水池形状

Fig.4 Theshapeofwaterpool

2.2 水装置

2.2.1 逐鹿 逐鹿在汉语中又名添水、僧都,是日本庭院中的竹制水装置。2个竹筒通过杠杆原理形成

逐鹿装置。输水竹管流水进入蓄水竹管,当竹筒蓄满水后由于重力和杠杆原理向下翻倒,将水倾泄进洗手

钵,竹筒又会随后翻转翘起,并敲击石头,发出清脆的声音,循环往复(图5)。最初,敲击石头的声音可以

使庭院的鸟群惊飞、野猪逃走,起到驱赶的作用,后来作为增添庭院趣味声音的装置,并通过竹筒击打石头

和水流的声音净化心灵,使人达到禅思的境界。

图5 逐鹿装置

Fig.5 Thewaterdevice

2.2.2 手水钵 手水钵即洗手和漱口用的石盆,高的称洗手钵,矮的称为蹲踞,自桃山时期开始出现在庭

院中[5]。为使用方便,通常与周围的打水、洗手和站立的役石组合在一起。手水钵经历了围石、单个洗手

钵至蹲踞石组的漫长历程。手水钵在茶庭空间中是必备的道具,用于茶道礼仪和园林小品。茶客进入茶

室前用长柄水勺在手水钵舀一勺水净手,表示洁身。盛水的手水钵是整块石块打凿砌成,周围配置实用功

能的石块:正前面铺站立的前石,左面是夜间放灯烛的手烛石,右面是冬天放热水桶的汤桶石,手水钵周围

碎石称水门或海石,地面以下设置水琴窟,具有泄水功能,正中是遮盖水琴窟口的几块卵石(图6)。
为了时刻提醒参茶者“淡泊人生”,有些茶人用古钱形状的洗手石钵,巧妙运用字的结构艺术,周围雕

刻去掉“口”的“吾唯知足”四个文字,中间方形盛水池代表 “口”,昭示禅宗教谕直截了当表明人的生活心

态(图7)。洗手钵是日式庭院的典型代表,作为传统日式水景追求以简单元素创造心灵沉静的效果,流露

出浓郁的和风气息,反映了主人的细致周到与平和心境,适合在小型庭院的花园中运用。

2.2.3 水琴窟 早期利用装水或装粮食的陶罐器具倒置,埋在踏脚石与手水钵中间泄水水门石的土地下

面,底端泥土封闭,顶端挖直径大约2cm的洞,用3~4块稍大的石块盖住,用作排水系统(图8)。当洗手

钵的水溢出,周边的水门石汇集通过孔洞滴进陶罐,产生叮咚的击水声,像铃声或日本琴的悦耳声音。在

器具一侧一定高度的位置设排水管,确保陶罐里面水位不会过高。器具的形状、材质会影响水声的音质,
江户时代进行改进,使水滴滴进陶罐的声音更加动听,在手洗钵洗手的动作就好像在弹奏“水琴窟”,水的

声音随着洗手用水的多少和进程而变化,洗完手后水声也很快消失。

3 白砂

日本庭院以白砂造景的历史悠久。白砂代表神圣洁净,最先使用在祭祀和日本祖先的神社场所。根

据12世纪的平安时代造园专书《作庭记》中提到宫殿庭院白砂造景,用白砂象征水,使庭院中无水却似有

水,就是现在所讲的“枯山水”,最初是日式庭院的局部,镰仓时代由庭内局部使用发展到整体使用。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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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手水钵

Fig.6 Thehandwaterbowl

 
图7 洗手钵

Fig.7 Thefingerbowl

 
图8 水琴窟剖面

Fig.8 Theprofileofwaterphonecave

水的做法是将砂石耙成出耙痕,其形状模拟大海、云海、流水,纹理抽象写意成万顷波涛、云的翻滚、水的灵

动。例如,条条曲线代表波澜万丈,平行曲线象征千重浪,块石根部的环形耙纹犹如惊涛拍岸(图9)。

图9 白砂耙纹

Fig.9 Therakingofwhitesand

4 植物

日本处于海洋性气候区,植物生长十分茂盛,因此,日本庭院可以使用的植物种类较多[6]。但是,在单

独一个庭院中使用的品种不多,通常主景、配景植物选用以1~2种常绿树木,形成层次清楚、简洁、美观的

园林形式。受日本人形体特征对植物客体审美尺度的影响,日本庭院通常选用株体小而造型优美的园林

植物材料,从而形成精致、纤弱的美丽庭院。
日本庭院园林植物的用途和意义以僧侣和武士的思想主观因素和审美为标准,例如,樱花作为日本国

家的国花,是因为辉煌怒放和落英缤纷的“花吹雪”式凋谢契合日本武士道精神[7]。另外,日本人受禅宗顿

悟思想的影响,特别注重植物表现的转瞬即逝之美,因而春天开花和秋色叶植物备受喜欢。日本庭院中植

物树木多于花卉,通常选择具有特殊寓意的品种,松树代表长寿、樱花代表完美、鸢尾代表纯洁等。

5 其他实用要素

5.1 园路

5.1.1 飞石 飞石从桃山时期开始出现在茶庭院,用作园路,一方面避免泥土弄脏客人的鞋;另一方面也

保持了茶室的干净[8]。在露天地面上铺设飞石,石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增加行走的趣味性,会在人们

行走方向的分歧点或适当的位置布置圆石、石条、瓦片、磨盘等踏分石,增加整体的节奏感,使庭院的置石

布置妙趣横生。根据组石数量与交替形式,飞石形成了二连打、三连打、千鸟打、四三连、二三连、雁鸣打等

一步或半步的铺设规制(图10)。

5.1.2 敷石 飞石的特点是单独石块的组合,而敷石则是范围铺设形成一定的场地。在敷石园路范围中

人们可以自由、安全地行走,不必根据石块的间距调整步伐。敷石分为切石敷、玉石敷和寄石敷三大类(图

11)。玄关或门的周围将板石切割拼凑铺设成切石敷,在自然风情的庭院内自然地铺设卵石而成玉石敷,
不同大小的切石与卵石混合铺设成寄石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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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飞石平面图

Fig.10 Theplaneofthestone

 
图11 敷石平面图

Fig.11 Theplaneofthepavestone

5.2 竹篱

竹篱用树枝及竹子编织,用于分隔小庭院平面空间,具有恬静质朴的风情和独特的美感。在桃山时代

茶道文化的兴盛下而发展起来,根据是否看到后面景物一般分为透垣和遮蔽垣两类[8]。功能上主要是分

隔或围合封闭空间,如外庭院的界篱、茶室旁的侧篱。竹篱的名称多样,主要是依据形状、最初出现场地地

名,例如,方格竹篱、光悦竹篱、金阁寺竹篱、沿津篱等(图12)。

图12 竹篱立面图

Fig.12 Theelevationofthebamboofence

6 结 语

通过对日本庭院造园要素的图解分析可以得出,筑山、理水、白沙及实用要素创造了寂静、优美的景

观。虽然在长期发展中发生了变化,但其精髓依然是继承了日本庭院文化的传统,每种造园要素都包含了

基础形式和哲学内涵。在当今的造园中要充分研究地域文化在园林要素形式和内涵的表达,传承与创造

独特意境的园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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