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在言山水事

书山有径

■李涵 文

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王欣老
师的学术讲座《如画观法》在同济建
筑城规学院D楼报告厅举行。他从
传统中国山水画的空间营造与观想
方法谈起，展开了由传统绘画语言
向当代建筑设计转化的理论设想与
教学实践，试图探寻一种当代的中
国本土建筑学的诗性几何。他的略
带重口味的文艺腔引发在座的建筑
学师生一片欢欣，轻松地被带入一
种哲学化思考，这种哲学，按照王澍
所言，是“为了一种曾经被贬抑的世
界的呈现”。

《如画观法》这本书日前在同济
大学出版社同步出版，同名讲座也是
呼应，讲座结束后，卢永毅、张斌、祝
晓峰、朱宇晖、王骏阳老师分别进行
了回应，是同济建筑对美院建筑的教
学尝试一种交流与探讨。

山水画是文人造心中之园
王欣首先向听众引入了“观法”

的概念，观法是一种结构性的看，是
带有前经验式的创造、想象、观察、体
验与表达。在观法的视野里，各种事
物都不是简单的存在，而是具有叙事
意味和建筑意味。

作为遮罩的云雾烟霭是古代画
论中高度重视的概念，它接山连水，
也剪裁画面，是理解山水画结构的重
要物象。“遮罩”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
情结，美从来不是一览无余地“看”，
而是要含蓄、曲折地表达。

《桃花源记》里如果没有那小
溪，那个小山洞，那份神秘美感会大
为失色。“庭院深深深几许”，园林更
是这样。进入园林时穿房绕廊，层
层遮罩拉开了园主人与客人之间的
距离，特殊的建筑序列更指向人与
人的内心。

明清传奇木刻版画，清代小说
《广寒香传奇》中有幅插图，是描写小
姐身处自家花园在厢房内往窗外
看。小姐身前是巨大体量的假山，假
山是她与外界之间的遮罩，假山旁边
的桥洞又给观者提供了窥见的窗口，
也暗示了书房的出入方式等。

一个小小的器物，也具有造园
的本质。一个木雕花件，几寸见方
即见天、地、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清
晰可现。

山水画也是文人内心的构造游
戏，一种叙事的设计。董其昌说，“园
可画，画可以园”，意为对着一张画便
可“思想入园”。山水画是文人内心
在“造园”。王欣从观法的角度举例
很多中国山水画的构图，如以升腾的
云为遮罩的三段式构图法，“之”字型
构图法，在结构与形式的背后，是文
人内心寄情山水的理想。有些叙述
性细节，如船或者人物，都非常小或
者不符合实际比例，但却在淡墨渲染
里烘托了空寂的氛围。

文征明的山水画作通常比例是
奇怪的，1：5的画面视野呈现一种不
真实，从画面底部进山口到山顶，不
是真实的地图般的呈现，而是画者内
心感觉的呈现。南宋、元代到明清，
山水画里的云、花、溪流、竹、松都精
密地加入到意义的建构，这些自然事
物不求合物理，更求合心意。他们构
成《芥子园画谱》里的诸多主题，有一
定的规定性、模式性，画家可在一个
题材“库”里寻觅，继而转化为一套
成熟语言的运用。

文章、山水画、器玩都是造园者
的思想实验。

基于观法的造园教学实验
经过“如画”与“观法”，王欣从传

统山水画视野构造之中抽象出一种
类型化语言带入建筑设计，把它运用
到建筑教学实践。在我看来，他的理
想在于构建一套建筑界的《芥子园画
谱》，让初学者可以在这些类型化的

建筑语言中按图索意，依样画葫芦。
在《李白诗意山水图》中，文征

明对山石的处理如同一个剖面，山
石清晰的交接围合出一个悠然的内
部空间，王欣将其取名为“拈石掇
山”。又如“溪岸塞船”，取法自古画
运河中塞船的景象，货船、官船、花
船、商船在窄窄的河道上塞在一起，
交叠混杂，一派城市繁荣之相貌。
然而变化穿插的船只犹如一个个独
立的建筑，相互撞怀又相互依偎。
还有“十面灵璧”，取法吴彬《十面灵
璧图》，塑造出面面有玄机，面面不
相同的单体建筑样貌。“屋下灵泉”，
让山水画中山的分段方式演变到建
筑构造里。受这些意象的影响，学
生临习的建筑设计也是顾盼左右，
与周遭环境相携成趣。

在传统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
“建筑学”，传统建筑从来都是人在
自然、环境当中的“营造”。中国的
建筑，是画中的山水，在现实中是一
个个具象的园林，展现着中国古代
文人“师法自然”的审美追求。王欣
从山水画、书法笔划、文人雅玩、器
物中抽象出种种符号和法式，带领
着学生逐一图解、临习与观法，同样
实践着他们心中的造园理想，是用
现代建筑语言“师法”传统艺术的诗
意实验。

今日观法可否造昔日之园
在《如画观法》一书的序言里，

王澍提到：“中国建筑界，它所代表
的价值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直被
国人自我贬抑，走那条路，甚至被主
流建筑学认为是古怪的，自娱自乐
的……如果有一种当代的中国本土
建筑学存在，首先需要一种归属于
中国特殊哲学思想的建筑基础教学
的存在。而这种哲学在中国已贬抑
了一个世纪之久。”王欣带领学生走
了这条路，他自称自己是“乌有园实
验”，“乌有园”应取自明刘士龙《乌
有园记》，这里“飞阁参天，云宿檐
际”“平台得月，濯魄欲仙”，乌有园
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园子，是文人心
中之园。王欣的当代的山水画实
践，似乎在回望，又孕育创新。

交流环节中，王骏阳老师对观法
的实践提出质疑，即现有的教学实验
是否能够还原真实的宋元山水，还原
中国人内心的山水理想，因为现有的
我们对传统造园的理解，已经渗透了
太多已有的现代建筑学词汇和西方
建筑学思维的影响。

卢永毅老师指出，王欣对于建筑
学教育的新探索，其价值在于深刻地
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由于种
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与
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断裂，并且这种断
裂基于一种文化自觉的斩断。而今
天，我们需要与传统重新建立情感，
文化不是自明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
学习。

王欣表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王羲之”。造园有法，以今日之法观
古法是一种古今杂糅，站在现代的支
点上追忆心中之古典，也是中西杂
糅。是不是宋元或者明清“真法”都
不重要，怀念心中故园就有改善现在
的冲动。

当下城市更新突飞猛进，新建筑
蓬勃恣意地生长，但其中有太多对西
方建筑语言符号化、实验化的生吞活
剥，而一些回归本土文化、留住“乡
愁”的呼声在实践中缺乏范式与指
引，在这个意义上，王欣的广义的园
林实验有着传统的文人情怀，带着浓
浓的古雅韵味。

在他看来，中国的建筑从来没有
孤立于山水，他们在掩映的、绵延的
大地上铺陈开来，王欣多次引用童寯
先生的话：“没有花木依然是园林”，
他自对下联：因为“建筑在言山水
事”。（同济大学）

——王欣《如画观法》学术讲座随感

■万奋 文

课程循序渐进地进行着。多学
科融合的综合课程使孩子们的想象
力、创造力、合作能力以及动手能力
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7月14日：
一大早，在大草坪上，孩子们见

识了曼妥思和可乐的“奇妙之旅”。
不是没见识过这样的实验，电视里，
科技节上，然而通过自己动手实验，
享受成果的快感是前所未有的。于
是，欢呼声、尖叫声不绝于耳，孩子们
的惊喜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原来科学
世界是那么神奇，那么奥妙无穷！

下 午 ， 在 SEVEN PEAKS
WATER PAR，大家与水亲密接触。
原先那些看似腼腆放不开的孩子们
完全释放了自我：在现场乐队热情似
火的伴奏中来个冲浪；去尝试那些令
人尖叫连连的螺旋滑道；在儿童水上
乐园里尽情撒欢……

7月15日：
这里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

为课前老师不会告知学生实验原理
和结果，而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实验并
记录下实验的结果，这样一来给人更
多思考的空间，享受实验的过程，而
实验的结果也往往出乎意料。

看看今天的课程：香草精、糖、
盐、冰块经过十分钟的摇摆、搅拌，居
然神奇般地变成了香草冰激凌。当
老师、同学瞠目结舌地看着自己的实
验成果并细细品味的时候，那种满足
感是从未有过的。

要知道，这ICE-CREAM味道尝
起来跟国内的白熊冰砖有的一拼哦!

随后，每一个孩子用空可乐瓶制
作并装饰一新的自制火箭，伴随着

“嗖嗖”的巨响，在一阵阵惊呼声中成
功飞上了天。孩子们的科学梦也随
之腾飞！

下午，全体人员赶赴犹他大学参
观。学生被分成两队比赛，今天的任
务是根据地图寻找犹他大学的地
标。孩子们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不
得不令人佩服，短短半小时内他们根
据地图，结合校园指示牌，轻松地完
成了任务。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在大草
坪上席地而坐，一边享受着奖品——
沙冰，一边与志愿者攀谈，顿时感觉暑
气全消，前所未有的透心凉！我不禁
想到，其实我们的孩子能力也很强，只
是，在繁重的学业中，又有多少时间和
机会让他们展示自我、发展自我呢！

7月16日：
晨曦微露中我们出发了，目的地

——四个小时车程的南犹他，活动项
目——科罗拉多河漂流！

旖旎的喀斯特地貌风光，动静相
宜的科罗拉多河，孩子们在教练的带
领下学习握桨、划皮筏艇；学习自救、
求救，大家都玩得那么尽兴，又何惧
近40度的高温呢！

抵达终点后，在河边来个独具特
色的野餐，真是无比的惬意舒畅！哈
哈，就连小松鼠也来凑热闹呢！

7月17日：
来到Arches National Park。由于

长期被强风风化、被水侵蚀，只见满
眼是贫瘠的土地、突兀的山峰。

烈日下，根本无处躲藏。“never
give up,keep walking”成了娃们的口
头禅。有了之前登山的经验，大家一
路上互相搀扶，彼此鼓励。为了抵达
Arches National Park 最著名的景点
——大拱门，孩子们经历了炎炎烈日
的炙烤，翻越了陡峭的山壁，历经一
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看到了眼前的
奇景——令人瞠目的沙岩组成的世
界上最大的拱门！让人情不自禁地
感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7月18日：
依旧在晨曦微露中，阳小 33 人

组成的游学团队将离开盐湖城，飞往
洛杉矶。

又是在机场，今天没有接机牌，
有的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难舍难分
的拥抱、合影。也许大家难以想象，
仅仅8天真的就这样难分难舍了吗？

看！那个不善言语、不苟言笑，
起初两天还闹了点小误会的金发妈
妈左手搂着一个女孩，右手搂着一
个女孩，迟迟不愿挪开拖着行李的
手；那个照顾了发烧的小郭整整两
天的妈妈不停地念叨：“I love her,
but I didn’t take good care of her.”24

小时轮换着吃药，如此体贴的照顾，
却还不停地道歉。看着金发妈妈们
这个红了眼，那个拥抱着孩子久久
不放……我们终究没有忍住自己的
眼泪。

在犹他学习交流的这些天，孩子
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次次神奇的科
学实验，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时时
处处看到了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参
观时，娃们会微笑着为老师同学们开
门；活动中，会主动与陌生游客打招
呼；用餐后，会默默地收拾桌面，将垃
圾分类摆放；爬山时，会互相搀扶鼓
励……除了更有礼貌，自理能力也更
强了：每天做好个人卫生，整理学具，
打点行李……

参观学习，不仅仅是给孩子一种
文化的熏陶，更多的是学习他国的文
明。生性内敛的孩子们变得开朗热
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们学着
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被烈日晒得黝黑
的孩子们一天天地成长！

在美游学的这段日子里，老师和
同学们每天都在用眼睛看，用脑子记，
不断思考，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虽
然只有短短的18天，但是孩子们收获
了知识、能力、情感、责任和爱！

“代我向住家、负责人表达感
谢。没有她们细心的照顾，婷婷不可
能这么坚强和乐观。每次和婷婷微
信，她都是愉快地叫我放心，她得到
无微不至的照顾，她感受到方方面面
的关心，所以她才能在异国他乡如此
坚强、乐观地面对带着病痛的行程！
谢谢大家！我有些牵挂她，但老师们
的辛苦消除了我的担心。”

“这段游学的经历将成为孩子一
生中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
这段家长的感慨，也是我们此行

的初衷，希望娃们将这次游学中体验
到的创新、勇敢、坚韧的精神继续下
去，在以后的成长轨迹中，与学习的
深度、广度、宽度相得益彰。（完）

意犹未尽

在盐湖城的日子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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