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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侘寂美学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美学形式，也是中国禅宗思想影响下的审美意识。从空间理念、
材质、色彩、精神氛围等方面探究侘寂美学在现代庭院设计中的应用和发展，会发现侘寂美学在重视事物内

涵，追求朴拙、自然、枯寂、脱俗的审美意趣方面，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现代设计中，散发出更为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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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庭院设计摆脱了平

铺直叙、千篇一律的模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

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摒弃了那些华

而不实、缺乏内涵的设计，开始追求一种对自然最

初的悸动、精神上的返璞归真。正因为如此，日本

主流的侘寂美学思想开始迅速流行开来。

一、侘寂美学

众所周知，日本的禅宗思想源于中国佛学。作

为当今日本美学流派中主流美学体系的侘寂美学又

脱胎于日本禅宗思想。侘寂美学作为一种禅学思想

影响下 的 审 美 意 识 自 然 也 留 有 中 国 禅 宗 思 想 的

印记。
侘寂，在日本传统思想中意味着一种文化、一

种世界观、一种美学思想。它也是一种审美观点。
侘寂的概念源自小乘佛法中的三法印，作为一种独

特的审美理念，最初是由日本茶道鼻祖千利休提出

的。他将禅宗与茶道两者相结合。经历时代的变

迁，侘寂美学现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茶道了，其中所

包含的思想与意境被后人广泛运用在设计中。侘寂

常常表达出一种短暂的、残缺的、不完满的美，是

一种恬淡的、清寂的、不事雕琢的美。这种美是超

越外在和时间的接近事物本质的美，看似平淡枯

寂，实则气象万千，意韵悠远，却又永远保有着一

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感。

二、侘寂美学的特点

( 一) 包容性

侘寂美学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所呈现出

来的包容性非常强。往往设计作品看似简单，如同

一张白纸，却时时透出“无一物中无尽藏”的禅学意

味，受众的审美感受在这里变得尤为重要，必须通

过合理的情感附加，给予作品新的定义和诠释，侘

寂之美才能得以充分展现。侘寂美学看似简单，却

包容了人们思想终极的自由性。
( 二) 流动性

侘寂美学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它看似随

着时间、空间定格，但却在时间的流淌中延展出一

些新的精神思考。这种思考不但体现在对事物外在

的分析能力上，还蕴藏在对自然空间饱含的深刻感

情中。
侘寂，看似一种简单的不经意，却是凝练而又

隽永的，渗透着岁月沉淀后的细腻与时间的顿悟，

是精神大于物质的表现。

三、侘寂美学对现代庭院设计的借鉴意义

侘寂美学在庭院设计中，重点表现在还原自然

本来的风貌，不去过多地粉饰雕琢，不局限于具体

的环境，体现侘寂美学的简约质朴。
被大众赞美为侘寂美学集大成者的日本枯山水

园林，更多的是注重精神性的感受、形式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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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隐匿在景观空间之下的内在精神力量。设

计者将对水的思索、风的情感、山的表达等注入作

品中，表现了“方寸之地幻出千岩万壑”的精妙视觉

体验。它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美学示范，

向往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学情态，也是一种

生活态度和感悟。
如今，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在继承传统、推陈出

新的道路上不停地探索，现代的庭院设计也面临着

新的挑战。如何在传统的侘寂美学基础上，既通过

不断挖掘美学文化的精髓，又用积极的态度融合现

代的设计手法，同时结合更多的中国地域性元素，

将其融合于景观设计当中，使之更加契合当下景观

发展的需要，并有更广阔的空间去发展和实现更多

的可能性。

四、侘寂美学在现代庭院设计中的应用

方法

( 一) 物、时间、空间的自然理念

李欧纳·科仁笔下所描绘的关于“侘寂”的画

面是这样的: “首先割下一捆草，将其竖立在原野

上，并把顶部绑紧束好，就这样，一座草屋出现了;

第二天，松开草束后，一瞬间草屋又回归为广大草

原上的草堆之一，这就是 Wabi-sabi。”［1］ 可见物、
时间和空间的联动关系，才是侘寂美学的精髓所

在，深刻地诠释了其顺应自然的至高境界。一个庭

院中所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

需要被系统化接纳的审美对象，它们之间是存在关

联性的。
侘寂非常注重大自然经过岁月的洗礼、在物上

镌刻下的时间痕迹。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反

复提到粗糙原质的事物，他认为天然的损耗会衍生

出一种静谧、注重本心的美。［2］就像铁质的器具经

过时光的洗礼，会生出绿色的锈迹，这就是一种侘

寂的美，强调一种“不依托于外在”的美。
侘寂提倡自然有机的形式，遵循空间和空间中

事物的特性规律进行处理，使庭院设计超越空间形

态本身所带来的感觉，转而去协助空间的观赏者达

到欣赏“侘寂”的平和心境，最终成就一个整体的合

理规划，遵循自然的形式美法则，而不是一味地完

全被客观条件所束缚。在庭院设计中，往往可以依

据空间的虚实关系对比来表达，如虚深实浅、虚大

实小等形式，或通过对应和互补关系，在简素的材

质和空间构成之下，通过空间、比例、光影、色彩

等视觉引导，在感知以外的层面诠释着设计者对自

然和谐心态的理解，使一切仿佛没有刻意设计过那

样自然。
( 二) 发挥材料本身的优势

侘寂主要诠释的就是顺应自然，接纳万事万物

中所存在的不完美，潜藏在细枝末节中容易被人遗

忘与忽视的就是自然规律的不可逆。西方多崇尚坚

实耐久的材料和对称性的材质形式; 而源自东方审

美体系的侘寂，则偏爱有残缺的自然材质以及不对

称的有机形式。
在庭院设计中，对自然残缺的材质进行适当处

理，使其特征和设计形式融为一体。除了中国传统

意义上斑驳的篱笆矮墙、破损的陶碗、粗糙的石

块、干枯的枝叶等自然之物外，也可加入现代的金

属、玻璃、塑料等。所用材料不能是事先人为设计

加工过的材料。使用材料时，要尽量保持材料的原

始特性与独特性，尽可能地不去修饰，随时间流逝

打磨陈旧，呈现出自然的肌理、纹路、触感变化，

顺应材料的自然蜕变和损耗，将时间对事物的真实

影响暴露无遗，引导人们接受并欣赏这种不完美之

美，甚至展露出人们本质上的脆弱，感受侘寂的核

心意味。
( 三) 合理利用色彩衬托质感

从侘寂美学的角度出发，庭院内除了建筑和景

观素材，色彩的主题更多地来自植物。日本传统的

枯山水多用常绿植物，以不同层次的绿色来体现一

种细微的差别，几乎不用开花的植物。
侘寂追求的是一种简素的情趣，但是现代的庭

院需要挖掘一些新的方法，在保有庭院朴实无华的

本真、符合这种简素色调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生

态的多样性。可以选取红枫、桂花、杜鹃、山茶、鸢

尾等一些色调清雅的开花植物或者色叶乔木、灌木

来表现色彩的变化。在庭院造景中，常绿植物由于

长年保持绿色风貌，能为这些观赏花和彩色植物增

色添彩。在植物组团或者转折的位置，配置花叶植

物可以起到点亮景观的效果，使整个庭院在一年中

不同的时段呈现不同的景色，充分利用季节变换，

从色彩、层次、质感等要素出发，营造丰富多彩平

淡恬逸的写意氛围。添加自然之色来点缀空间，从

绽放、繁茂、凋零的一个个瞬间流落出时光之美，

让人体会到侘寂的踪迹，也增加了生命感和悠然之

意。［3］

( 四) 意境氛围的营造

源于禅宗理念的侘寂，在精神氛围的营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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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间实体中的巧思和细节。［4］如在苏州博物馆的

设计中，贝聿铭在博物馆外观的色调上精练了灰色

和白色，传递出极致纯净的感觉，通过在庭院墙边

白色的沙砾上精心配叠山效果，映衬出层叠的剪影

轮廓，给人们营造一种看群山起伏的绝妙意境。
侘寂不是单纯追求视觉上的完美与华丽，它追

求的是景观上的和谐一致，有时甚至是大片留白和

氤氲中所带来的余韵与想象空间。真正体味这些境

界，则需要人们调动全部感官和身心，从视觉、听

觉、触觉、嗅觉等方面去体悟那些稍纵即逝却又意

味悠长的美感，去感悟自然的多姿多彩。从细微处

体现时间的流逝，抓住视觉上的空灵感，甚至是植

物凋零的瞬间，从中发现侘寂的美感。感知粗糙沙

石，摸索木块纹路最原始的触觉，闻到水声、鸟鸣、
风吟、落叶的簌响，嗅到花草的芳香、空气的清爽，

这种种气韵在体腔萦绕，恬淡舒展的情绪油然而

生，仿佛与自然万象共鸣融合。这种对环境细节的

理解和回味，可以在具体而有限的环境中创设出充

满细节和联想的精致景观。［5］

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渐渐重视慢节奏的生

活，这恰恰契合了人们对于侘寂美学的接受和认

同。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得到一种寂静而惬意的生活

状态。我们的庭院设计就是希望唤醒大家对自然，

对身边美好事物的细心体会。将侘寂美学与本土传

统、地域文化融合，摒弃那些粗浅的模仿，探索一

种追求人工之美与自然环境协调、融合的理念，使

人们对于场所产生深刻的认同感，创作出具有中国

特色的、既朴实又感动恒久的现代庭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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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Method of the Aesthetic Philosophy of Wabi-sabi in Modern Courtyard Design
Lu Xijun，Liu Yadi

(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 The Wabi-sabic aesthetics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esthetic forms in Japan，and an aes-
thetic consciousness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Zen ideology of China．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Wabi-sabic aesthetics in modern courtyard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space concept，material，color and
spiritual atmosphere，it will be found that Wabi-sabic aesthetics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ings，its
pursuit in the aesthetics of simplicity，nature，desolation and de-secularity has imperceptibly penetrated into mod-
ern design，and is exuding it unique charm．

Key Words: the aesthetic philosophy of Wabi-sabi; courtyard design; space; nature; applic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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