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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枯山水的造园及观赏要素 
◆顾伟琦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成都  621010） 

 
摘要：枯山水代表着日本园林艺术的 高造诣，是日本特有的造园手法，

属于微缩式园林景观。其仅由砂、石组成，简洁、纯粹的特点也与极简

主义的理念“lessismore”相契合。日本现代景观设计汲取了枯山水文化，

并逐渐步入了国际先进水平。本文简单介绍了枯山水的形成与发展及其

独特的形式特点，并从材料表现方面对其进行研究，进而通过从视觉感

受到精神领悟的方式浅析枯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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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枯山水的形成 
“枯山水”一词 初见于日本古代造园专著《作庭记》中，

“于无池无遣水处立石，名曰枯山水”。[1]由此可见“枯山水”以
碎白砂为水，以石块象征岛屿，继承了“一池三山”的园林模式，
极度抽象地体现了山水关系。枯山水是日本庭院于中国园林的延
伸，日本早期的古典园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自然式园林为
主，特别是池泉式，而这也正是枯山水的雏形。 

真正的枯山水起始于镰仓初期，日本派遣僧侣外出留学，因
此禅宗文化大量流入日本并得以普及，而这些归来的僧侣也自然
而然担起建造寺庙庭院的任务。镰仓时代末期，与禅宗相应的以
追求自然意义和佛教意义的写意园林发展固定为枯山水形式。[2]

枯山水的顶峰时期是室町时代（1393 年-1573 年），此期间出现
了两个经典代表之作：大德寺和龙安寺。虽说日本枯山水起初受
到中国的园林的影响，但其实则是由日本禅宗文化抽象出来的产
物。 

2.枯山水的造园要素 
2.1 形式特点 
2.1.1 简洁纯粹 枯山水中仅用到白砂、石块等简单材料。以

石为山、以砂为水，巧妙地避免了水体的复杂多变和管理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如水体污染等），舍去了花草随四季的交替变换。
体现出日本民族唯“不变”是崇，表达了对事物永恒的追求。 

2.1.2 体量小 枯山水的特征是小巧而精致，如一个放大的盆
景，实则正是源于盆景艺术。日本国土面积小，能源短缺，且山
林地占总面积的 2/3。因此枯山水这种庭院模式正好适宜于日本。
这恰巧体现了禅宗文化“减法”的思想精隋，不断舍去，直到舍
到不能再舍的时候，事物的真理、真实的一面就会呈现出来。即
便是渺小之物，也能反映出浩瀚宇宙的奥义，这就是枯山水。 

2.2.2 无生机 枯山水所运用的主要材料基本为非生物，如白
砂、石块等。特别之处在于不使用开花植物， 艳丽的色彩不过
是孤植在其中的红枫树，由此营造出一种属于武士的悲壮气氛，
同时反映着大和民族的生死观以及“以死为生”的生命价值观，
是枯山水在日本庭院中流行的主要原因。 

2.2 材料表现 
2.2.1 白砂 由僧侣用木耙在白砂上绘出几何图案，砂纹代表

着水，象征着河、大海或是云海。枯山水特有的表现手法是虽为
砂，但却能让人感觉到水。纵使身处庭院中，却感身临其境，仿
佛置于山水之间。起伏的波浪抽象为蜿蜒的曲线；平静的水面抽
象为笔直的线条。而由一个个同心圆组成的图案则代表着大海中
的漩涡，禅宗讲究万事皆无常，他们认为漩涡代表着“宇宙”，
而宇宙 终趋于浑沌，以此体现日本民族的生死轮回观。庭院中
以 高峻的石块作为水流之源。如在庭院右侧置有一块大石，即
代表水的流向是从右至左。“岛屿”周围是 易荡起涟漪的部分，
因此石块周围砂纹的起伏是 大的，流水于石间产生激流，随后
水流放缓，带人走入一片静谧的世界， 终汇聚为大河后产生巨
大的漩涡。枯山水的奇妙之处便在于人们可以通过水流之感来领
悟宇宙奥义。 

2.2.2 石块 枯山水中以石为岛。石头其本身的外型特点和石
块之间的比例关系成为日本枯山水中置石的要点，石形追求平

滑、敦实。建造枯山水，首先需确定石块的正面，因枯山水使用
不经任何加工的自然石，导致虽为同一块石，因观看角度不同，
神态也各异。选择的主要依据是使石块视觉面积 大化，以表现
其刚劲之感。 

在枯山水中放置石头，称为“点石”，其具有独特的手法和
技术，即使细微的调整，景色也会产生巨大的差别。其首先需要
确定精确位置，夯土固定立石位置后，再放置添石。将石块埋入
地面，称为“深埋”，是突显石块魅力的重要步骤。庭院中的石
块应似拔地而起，隐约之中给人刚劲之感，其实 重要的是让人
感觉这些山石真的是从地球内部耸立而起。[3]若深埋工作不到位，
即使石块面积再大，也会具有不稳定感。将山石深埋入地面后，
使人具有以为石块地下部分巨大的视觉错觉，从而赋予了其一种
扎根于此的安定之感及苍劲之力。以由昭和时期的名匠重森三玲
打造的东福寺龙吟庵为例，其枯山水突出的主题是云层间若隐若
现的巨龙。中央由三块棱角分明的长石组合龙的头部，龙身由十
四块石头，按逆时针盘旋放置而成。将石块的大部分埋入地面，
只露出石头顶部，如龙脊稍稍探出云面，使人感受到巨龙吞噬大
地的力量。 

3.枯山水的赏析 
3.1 观赏枯山水的视点 
中国古代文人崇尚入仕，因此中国古典园林更注重体验，

“入”不同于枯山水的“观”。枯山水庭院只能由主持僧侣进入
并打扫，旁人只能静观，因此观赏枯山水的要点之一为：离开庭
院，从建筑物内进行观赏。房门将景色分隔，宛如欣赏画框之中
的绘画般，此亦为中国 富代表性的造园手法“框景”。且从不
同方位的房间欣赏枯山水，皆具有不同的美感，属于变相的“移
步换景”。甚至可以透过漏窗、花窗等来观赏枯山水，与“漏景”
手法相通。圆窗在禅宗中代表“悟性”，象征和平。枯山水庭院
不似中国皇家园林的开阔之感，其通过类似画框的观感，使平淡
之物组成风景画面，从而延伸感知或是体悟自然观、宇宙观。 

3.2 领悟枯山水的精神 
枯山水庭院需要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因而具有禅的简朴、

自然、幽玄、脱俗等性格特征[4]，它不仅是一种表达艺术，更是
一种象征和联想的艺术，时时提醒人们虽然美是短暂的、变幻无
常的，但其中的意义确实永恒的、不变的，以此规劝世人要超脱
于世俗的纷扰变换，达到精神的永存。大和民族将其谨小慎微、
稳重踏实的处世态度注入庭院建造中，反映了禅宗修行者所追求
的苦行及自律精神，以达到修行的目的。枯山水在某种程度上是
日本人民生死观、价值观的体现，认为“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
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远存在着。” 他们信奉佛教的轮回，认为人
生无常，死亡是生的一部分。枯山水中虽无开花植物，看似了无
生机，实则是对“永恒”生命的一种奇特追求。除此之外，日本
文学中崇尚“物哀之美”。所谓樱花在凋落的时期是 美的，就
如生命在结束时能得以升华般。“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
美”，枯山水也深受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仅用白砂与山石构成，
形成孤寂、平淡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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