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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园》》

内容概要

《乌有园》是由金秋野和王欣二人合编的系列出版物，关注“中国传统设计语言的现代转化”方面的
积极探索，涵盖理论与实践（包括实验性作品），内容以建筑为主，也涉及造型艺术、绘画、文学等
领域的最新进展。2014年出版的第一辑“绘画与园林”约请了八位作者（董豫赣、李兴钢、李凯生、
宋曙华、郑文康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传统绘画、园林与当代建筑设计语言的关系，内容涉及自然与
人工的造型、传统空间视觉构造法、有限度的建造等具体问题。此外也包含了两组与园林相关的学生
习作，分别来自中国美术学院和北京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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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园》》

作者简介

金秋野，北京建筑大学，主要从事当代建筑理论研究、建筑评论理论与实践。已出版专著《尺规理想
国》等两部，完成《光辉城市》《透明性》等17部专著的翻译，另在各类刊物发表评论文章百余篇。
王欣，中国美术学院，主要从事传统中国文人造园艺术的研究与教学，致力于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设计
的探索与创新。代表设计与研究作品有：《松荫茶会》，《介词园之卷》，《西江二号园》，《苏州
补丁七记》，《五十四院》，《破境·密林雅集》，《如画观法二十四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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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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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园》》

精彩短评

1、乌有园并不子虚乌有，有这么多人都在为心中的乌有园努力奋斗呢。
2、才要开始读
3、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乌有园，为了故园的重生重建！
4、前半部分适合我读，从绘画讲园林中的“观法”，后面部分是作品和应用了，不是建筑出身的不
能断定好坏。
5、“传统审美语言在当代建筑设计中的借鉴与转化”。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真切的愿望。
6、有两篇还可以，还有几篇真是越看越可怕，完全沉浸在一种对古代文化精英的肤浅曲解和自我陶
醉里不能自拔。而且只要看看里面重点提的什么“红砖博物馆”，就知道啥叫生拉硬拽匠气十足
7、建筑在传统的研究上有着理论与时间，产品上会不会也能做这么好~
8、乍一看不错，但仔细读来也就几篇文章扎实，其余算是充数 
9、非常好的一本書 真正的將中國古典園林、傳統文化以及當代的建築設計揉合。不只是內容，整書
的裝幀和排版都非常用心！我非常喜歡。
10、个别论述几近癫狂 能简练地表达却言词堆砌至茫然 何必呢？

11、对于一本好书不知道用什么词藻来形容它
12、这一定是建筑学版本的小时代。深深地知道自己的受众是小资学生文青。今日的建筑学只能借助
文学修辞苟延残喘。
13、乌有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山水 是每个建筑学子都值得推荐的必读书目！
14、无论文字排版，还是书籍装帧都十分精美。透露内容可以看出两位老师对当代中国建筑环境以及
整体审美取向的批判性思考。可在建筑学的惯性思维下，这种原本属于自己的语言却显得有些生猛且
陌生。乌有园从表面上看是在建筑层面去讨论造一座园子，或者是一个空间。而其暗含的是一种造物
的法则，一种抵制粗制滥造，抵制概念思想，与人相关且源于生活的物质经营。大赞！期待第二辑！
15、有很多文章读起来很棒 感觉像在听一场高质量的演讲
深觉园林和透明性很可能是一回事
16、唉，真是喜欢绘画与园林这个论题，可讽刺的是这总是在建筑系被研究。想把文人造园的精神融
入骨髓，再言创作。
17、城市生活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想要休息片刻，那就来到心底造的园子里吧。
18、装帧挺好。。
19、大赞！值得一看！
20、傻文人
21、设计装帧都极尽精美古典。
22、非常好的一本書！
23、需要再读
24、喜欢金秋野~
25、“常言珎饌，何如此书。飲食男女，得卷忘情”
26、詩書
27、补
28、最有收获的是研究环秀山庄假山那篇。
29、大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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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园》》

精彩书评

1、王欣老师总是笑称，在中国有一类建筑师，没什么钱，难以在现实中实现理想，却有着传统文人
的情怀，于是自然而然地，便开始了纸上的造园，就是“乌有之园”，或许只是只能容许半个身子的
“容膝斋”，又或许市井中的半亩庭院，半潭秋水一房山，足以在其中发生与人有关的有趣的故事。
可能恰恰因为这种“乌有”的预设，加之师法于传统的文人画与园林，这类“纸上的园子”便顺理成
章地按照“文人建筑师”们的理想状态，发展得足够风骚和“如画”。当然，在这群“文人建筑师”
当中，自然不乏有在建筑实践中努力实现者，而在我看来，王欣老师的教学和研究中，更是把“乌有
”当做一种“大有”的状态，这种“乌有”的纸上园林才得以有穷尽极致的可能。当多数建筑院系的
学生已在本科二年级迈出他们“正规军”的第一步时，三年前，我曾师从于王欣老师有一年的时间。
王老师心中理想的教学是传统的师徒制，而事实上我们的课堂也的确做到了，所不同的是王老师的徒
弟，足足有二十一名，且年年如此般人数，可想而知教学的工作量有多大。而王欣老师的原则，便是
学生们人人出高质量的精品——于是，我们的第一步，便是以这样一种极其“文人”，又十分严格、
丝毫不能马虎的“纸上造园”的方式来展开。“侧坐莓苔草映身”，王欣老师总是引用这句诗来说明
建筑的姿态与人的身体性，而我觉得，这句话也恰恰隐喻了王老师的教学，即，以一种解读传统的方
式，从侧面介入到对同学们在设计的开始所需具备的建筑形式基本功素养的严格训练当中去。
2、乌有园真的乌有么？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想，一定未必。每个中国读书人的心里一定有一座想象
之中的园林，不过是因为大时代的关系，有些人的清楚一些，有些人的模糊一些。《乌有园》里面的
文章，可以使那些模糊的逐渐清晰，使那些清晰的更加真实。感谢专业的缘故，建筑师写起造园的文
章来，角度总是独特的。他们并不纠结于技，重点是在法的探讨——这更接近于建造园林的本质，一
种自觉的与世俗拉开些许距离的观看，看自己也看周遭。当这种观看之法确定下来了，技术的展开也
就可以自然而为了。本书的重点是绘画与园林。意思是说从绘画到园林的转化。绘画是中国传统的山
水画，园林是具有现代性的当代园林。显然，作者们无意对传统做简单的模仿，他们更具有野心——
中国传统设计语言的现代转化。这无疑是对当下强势流行的西方设计语言最好的平衡，也是一种努力
使本土建筑学早日具有自觉性、独立性的勇敢尝试。
3、读完此书，感慨良多。几位作者的文章为读者构建了当代造园的某种可能性。在当下商业建筑大
行其道的时代，传统文化也往往被商业浪潮所裹挟，所谓中式园林成为开发商宣传和提升销售价格的
一种手段，动辙上亿的豪宅在吸眼的同时也在慢慢扭曲大众对于传统园林的理解。疏不知，这些假古
董只是一种机器复制时代的表象产品，而真正的故园则是需要慢慢地品味，需要一代代学者的薪火相
承。而在《乌有园》中，我读到了这样一种历史责任和文化担当。几位作者以小见大，从不同方面细
致地讨论了园林的可能性，也为我们理清了传统造园的诸多线索。读完此书再结合书名我不禁要问，
故园真的已经回归乌有之乡了吗？其实不然，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一些作者在实践中也在尝试某种
造园的可能，也得到了一定的肯定。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王欣已经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系开
展了多年卓有成效的当代造园教学，这种类似海杜克在纽约库伯联盟的教育方式也为未来造园实践提
供了诸多可能。当然，我们必需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故园己离我们相距甚远。就像本辑的主题《园
林与绘画》，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当下建筑教育在这两方面的缺失。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支持正是传统
造园的要义，也就是明代画家董其昌所谓的＂画可园，园可画。＂而建国后以理工科建立的建筑系教
育，使得学生对于绘画与艺术的了解极其有限，对于传艺术更是知之甚少；而当下中国画的衰微也使
得画家只疲于尺牍上的画面经营，而不懂造园。而本书作者之一郑文康在讨论环秀山庄假山掇山的文
章《假山之假》的结尾也表述了这种技与理的分离所造成的影响。我想，正是这种积极的尝试和对现
实的冷静批判吸引我精读此书，《乌有园》是一个难得的开始，或许也是一种可以与当下国内盛行的
批判地域主义建筑观相对应的新的设计方向，相信有园林梦的读者也会有颇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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