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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要品京都？
    作家酒井顺子曾经撰文提到“京野菜”的魅力，不论是圣护院的白萝卜、金时的红萝卜、加茂的茄
子，凡是只要挂上“京野菜”的招牌，吃起来就是特别美味，即使市价会比一般蔬菜来得昂贵，也会
觉得非常值得。
    酒井顺子认为，“京”就是品牌，任何事物只要贴上“京”的标签，立刻就变得闪闪发亮，不只是
外国人，即使是日本人自己，对于“京”的迷恋，都是无可救药。
像她，即使知道这只是“品牌迷信”，到了市场，还是不免要买把京都出产的九条葱回家。
    “京”的品牌力究竟从何而来？
我觉得，即在“感”一字。
    感，是感觉、感受，也是感动，是人跟这个世界建立互动，然而，现代人的生活中，不论是感觉、
感受，或是感动，都像是曝晒在陆地上的水母，无声无息地，逐渐干涸。
不知不觉中，我们跟世界的联系断裂了，于是觉得很孤独，一个人如此，一群人也是如此。
    京都提供的“感”，很丰富，尤其是“历史感”，以及“季节感”。
    “历史感”，不只是感觉古老，而是体认人生在时间长流中的短暂，还有盛衰相生的历史轮回。
京都有着千年的“景深”，当你从如此辽阔的时空格局，去看自己当下的处境，多少会感到某种释怀
与了悟。
    “历史感”，也是来自人的风景。
京都是一处历史舞台，从天皇、权臣、武将、高僧，到文人、茶师、画家、艺匠，太多人物在这里搬
演过他们的人生，我们总是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有着类似的人性——好或坏，明或暗——而能够
更深刻地省思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
    而“季节感”，也就是春樱、夏绿、秋枫、冬雪，则让人重新回归到大自然，感受其中生命的力量
。
“季节感”强调的也是“变化”——日照的长短，温度的升降，草木的生长与凋零——都是“变化”
中的一环，也因此，每个季节的京都，甚至是每天的京都，都有不同的风貌。
    即使对京都一无所知，爱上京都也是容易的。
    但是，当我身处京都时，却不禁思考，如果能够从“历史感”和“季节感”切入，再深入了解京都
一点，旅程就不再只是浮光掠影的印象，而会有更多的感觉、感受与感动，而这些点点滴滴的“感”
，其实会为我们带来很大的疗愈力量。
因此，我心中浮现了“品京都”的概念，既是浏览自然风景，也是品味人心的风景，然后，重新问自
己，我们希望这一生，要走在什么样的风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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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樱、夏绿、秋枫、冬雪，四季的流光飞转；浅川、古寺、禅庭、诗境，寄情于山水的心灵风景
。
《品京都》带你品&ldquo;名所&rdquo;：室町将军足利义满，权力、财富如日中天，打造金阁寺彰显
自身荣耀；智仁亲王贵为天皇之弟，虽有壮志，但与权力无缘，只能寄情桂离宫，郁郁而终；
品&ldquo;庭园&rdquo;：梦窗疏石在自然界中开悟而奠定京都庭园的典范，重森三玲从失意画家蜕变
而为枯山水庭园注入新生命；品&ldquo;佛像&rdquo;：广隆寺的微笑弥勒像是朝鲜半岛送给圣德太子
的礼物，东寺的不动明王像是空海从唐朝带回的密教文化；品&ldquo;绘画&rdquo;：智积院，有长谷
川等伯的&ldquo;枫图&rdquo;，藏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南禅寺，有狩野探幽的&ldquo;喝水的
虎&rdquo;，展现狩野家族称霸画坛四百年的实力；品&ldquo;美术馆&rdquo;：从山中桃花源
的&ldquo;MIHO美术馆&rdquo;，到藏在长巷中的河井宽次郎纪念馆，京都不同美术馆的空间与作品，
提供了不同的美感体验。
　　在京都，时间变得缓慢，空间变得透明。
浓淡枯荣，映出千年古都的前世今生。
品京都，是&ldquo;品&rdquo;四季的风景，也是&ldquo;品&rdquo;人心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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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其濬（Vincent H），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英国苏格兰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硕士，曼彻斯特都
会大学视觉传播硕士。
曾经担任媒体记者，并为诸多出版物撰写文字，曾出版《爱，在每个心跳》、《服务，改变世界的力
量》、《浴火小天使：儿童烫伤基金会20周年纪念》等等。
偏爱京都风景，更多关于京都的文字可见于「京都鉴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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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内书院和庭园不准拍照。
在醍醐寺三宝院的庭园入口，看到这样的标示，我愣了一下。
书院内部不准拍照，我可以理解，但是庭园不准拍照，让我十分困惑，难道这水池这石头这树木这花
草会因为拍照而折损？
不过，严禁拍照的规定还真是落实得很彻底。
不仅庭园内处处以标示提醒游客，几个转角处还安排了穿着制服的欧巴桑看守，好像只要一举起相机
，就像是在美术馆伸手去触摸名画，立刻就会警铃大作，手铐上身。
因此，也只好乖乖地遵守规定。
后来发现，醍醐寺三宝院是丰臣秀吉的庭园。
“难怪这么霸道！
”我暗自心想，这庭园可是幕府将军的财产和尊荣，远观已是恩赐，岂容寻常百姓拍照取乐。
当然，丰臣秀吉自己也是从寻常百姓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出身卑微、其貌不扬，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帮主人拿拖鞋，靠着用心做事成为织田信长的心腹。
织田信长死后，他趁势崛起，最后统一日本，完全就是“英雄不问出处”的经典范例。
丰臣秀吉不是头脑简单的武夫，他发展南蛮（西班牙、葡萄牙）贸易，振兴商业，确定税制，而且还
大力鼓励茶道，重用茶师千利休。
千利休后来也的确成为茶道的一代宗师。
丰臣秀吉还有个称号，叫做“普请狂”’。
在日文中，普请，就是营造、大兴土木的意思。
丰臣秀吉不但爱打仗，也很热衷建筑工程，包括战地的工事、都市计划，以及寺院和茶室的建造，对
于后来江户时期的建筑有很大的影响。
在日本历史上，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时代称为“织丰时代”，而两人的军事重镇分别是安
土城和桃山城，所以又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不过，晚节不保是古今中外政治领袖的通病，晚年的丰臣秀吉，作为也颇受争议。
一五九一年，丰臣秀吉五十四岁，死亡的阴霾逐渐笼罩。
长期以来没有子嗣的他，侧室淀殿好不容易为他生了儿子鹤松，才三岁就过世了，而他向来仰赖的弟
弟秀长也在同年过世，母亲大政所病危，一连串的打击仿佛让丰臣秀吉心神大乱，他甚至赐死自己一
手提拔的千利休。
鹤松过世后，他选定外甥秀次作为接班人，但是第二个儿子秀赖出生后，他又想收回继承权，后来便
以谋反的罪名赐死秀次一族。
随着家人、亲信的死去，加上自己年岁渐长，丰臣秀吉也不得不正视死亡的威胁，就像平安时代的藤
原赖通，以及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政，本身就热爱建筑的丰臣秀吉也决定要兴建庭园，打造他心中的“
极乐净土”。
醍醐寺，在京都南部的伏见地区，是春天赏樱景点的首选。
丰臣秀吉是赏樱的狂热分子。
一五九七年三月，他到醍醐寺游览，看见当地樱花极美，触发灵感，于是，来年春天，他就在此举行
千人规模的赏花大会，盛况空前，还成为后来日本人大型“花见”活动的滥觞。
醍醐寺的三宝院早已存在，但受战火波及烧毁，丰臣秀吉便利用这次赏花大会的机会，重新兴建三宝
院，由他自己亲自操刀设计庭园，并搜罗了大量珍贵的奇石，展现“将军级设计师”的手笔和气魄。
丰臣秀吉的庭园是回游式庭园，以水池为中心，而人沿着池畔游览鉴赏。
既然有水，就会呼应海洋和蓬莱岛的概念，池中建有象征长寿的龟岛和鹤岛，龟岛自然是要以石头模
拟乌龟的头、尾和龟甲部分，鹤岛除了用石头表现羽翼，同时还利用石桥拉出仙鹤的脖子线条。
龟岛和鹤岛虽然都是以石为素材，却分别有静寂和跃动两种不同的情韵。
水，不仅有视觉效果，也能营造听觉效果。
三宝院的角落有一处三段式的瀑布，水声淙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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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能拍照，我只好专心地游览庭园，反而更清楚地意识到瀑布声的存在。
随着位置的移动，水声也有强弱的变化，一旦进入了由白砂和青苔组成的枯山水，水声也消失了。
原来，庭园不但“可看”，也“可听”。
这么说来，严禁拍照也未必是件坏事。
醍醐寺的赏花大会，是丰臣秀吉为自己人生安排的最后一场飨宴，半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如果三宝院是他自知死期将近而打造的庭园，那么，当他在这里做最后的巡礼时，眼中究竟看到了什
么样的风景？
一生的起伏跌宕从眼前一闪而逝，而那只是一朵樱花坠落的瞬间。
用文学的类型来形容，我觉得，枯山水像诗。
石头、白砂、青苔的排列组合，简洁、清爽、一目了然，像诗，即使是短短的一句，都可以再三玩味
。
诗，是以有限的文字营造无限的空间，枯山水也是，如此节制地使用视觉元素，反而让人看到了“问
”的存在。
在日本的美学意识中，“间”代表了“无”的状态，接近“空”，用听觉来比喻，等同于沉默，或是
静寂。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当我面对枯山水，总是无言以对。
象征，是创作一首诗的重要技巧，至于枯山水，其实无水，也是以白砂作为水的象征。
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庭园记录出现在飞鸟时代，由当时的政治人物苏我马子在飞鸟川畔作庭。
在这样的传统下，水成为后人作庭时的重要元素，而石头经常用来表现水畔的景色。
平安时代，水的运用以池的形态出现，并发展成庭园设计的核心，称为池泉庭园。
相对于有水的池泉庭园，就有无水的枯山水。
不过，枯山水的技法最初也用于池泉庭园的造景，像梦窗疏石所作的西芳寺，便是采取“两段式”结
构，下层是池泉庭园，上层是枯山水，用来表现生和死的意境。
后来，枯山水自成一格，成为日式庭园的另一种典范。
原因之一，是作庭的便利性，不是每个地方都方便引水，采用枯山水的模式，无水之地也能营造庭园
；原因之二，枯山水是抽象景观，本身就具备“禅味”，室町时代佛教禅宗的兴起自然成为禅寺的“
基本配备”。
看枯山水，必须要发挥想象力才能看出门道，最好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砂与石，通常象征了海和岛，海是东海，岛是蓬莱仙岛，传说中神仙住的地方，所以砂和石所铺排出
来的风景，是人们对极乐世界的向往。
石头，不死不老，也看成是佛的化身。
枯山水中的三尊石组往往代表了佛像，中央最高的立石是阿弥陀如来，两边的立石分别是观音菩萨和
势至菩萨。
即使不做宗教意义的诠释，我觉得，枯山水也是好看的“装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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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品京都》作者感受：四季流转，与古都的每一次邂逅，耳边皆缭绕千年的历史余音。
繁华散尽，留得枯荷听雨声——然后，以平静之心，慢品京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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