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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部门：世田谷区生活据点维护责任部二子玉川设施维护科



  清晨的时雨亭外，逆来的朝阳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正午，从

旧清水邸书院远眺，多摩川的水景尽收眼底。日落前沉醉的河畔，小富

士与富士见台隐约可见。梅雨期，庭石的青苔得益于雨水的滋润而更为

妩媚。强风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

  一人闲庭信步，两人道旁私语，老人漫步在暖风送香中，孩子侧耳

倾听叮咚的水声。掌心抚摸着柔软的苔藓，指端感受着异石的嶙峋。

  以多摩川、富士山、国分寺悬崖线为主题的日本庭园，多一丝体味，

定会平添一分愉悦、轻松。

  日本庭园的园名是庭园的理想与目标的展现。归真园的真意，英文

是“Return to Nature”，即回归自然。真形，或许可以称为重返日本文

化的源头。

  从水源林的雅称、玉川、奥多摩至河口六乡川，绵长的多摩川长达

138 公里。世田谷校园的校歌中，咏唱着“清流多摩川，密林五藏野，高

岭富士山，四季尽生辉”。现代日本庭园的归真园为回报得天独厚的自然

而倾力于环境保护，成为与自然共生的世田谷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作为文化空间的塑造，归真园将成为上至老人下至孩童都能体验鲜

花绿水，学习日本文化和世田谷的地域特性，进行国际交流的综合性园林。

  让我们携手努力，使归真园成长为 21 世纪的名园。   

  二子玉川，一直被誉为东京西部的门户。其发展的目标，是集高

水准的商业、办公、文化设施于一身，创建发挥地域个性的“繁华据点”。

另外，国分寺悬崖线的“绿”同多摩川的“水”交相辉映，区内绝无

仅有的自然景观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景胜之地。本地区内有江户时代历

史性的神社、寺庙；明治、大正时代财政界人士的别墅；昭和时代的

游园地，在东京休闲娱乐性区域的发展进程中，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化。

  作为第一个世田谷区区立的周游式日本庭园，归真园成为二子玉

川公园的核心设施。她以丰富的自然文化要素为底蕴，在市民的环境

福利、儿童的文化教育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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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﨑康隆（设计：株式会社戸田芳树风景计画）：作 庭 家

世田谷的自然与文化的据点

世田谷区立二子玉川公园内、归真园 指南

归真园的情趣

归真园的取向与真意 监修者  进士五十八

（日本造园学会奖获奖作家)

（致力于日本庭园研究并获紫绶奖章）

作庭家    高﨑康隆

（３月至１０月）

旧清水邸开馆时间：周日，节假日，每月第2个周一 (每逢节假日开馆 )

咨询处：二子玉川公园客服中心　☎03-3700-2735

　　　　玉川公园管理事务所　　☎03-3704-4972

上午９点～下午４点（１１月至２月）

上午９点～下午４点３０分  （１１月至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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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真园作为典型的缩景庭园，将多摩川源头至本地的风景尽收园中。翻山过海的景致变换，符合地形的园路，园外可以举目远

眺的小富士和富士见台等，丰富的景点令人流连忘返。

旧清水邸书院

面 向 万 民 的 通 用 设 计

  归真园的园路宽度和斜坡，采用了方便

任何人通过的设计。

  园路的沿途布置了芳香浓郁的花草，行

动不自由的人可以坐在轮椅上轻抚花草的花

坛“万人花席”，供游客随意使用的露地“万

人座”，亲水性强的假山，台阶两旁可以用

手触摸的岩石等独特的园林设施。

  另外，庭园的中心处设置的“相生桥”，

名字中更蕴含了男与女，人与自然共生互惠

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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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真园的构成、周遊路

无高低差便于利用的园路
(无障碍设计 )

  “水景”：多摩的水干、鸽子窝、悬崖线的流水、八筋瀑布、鼓洲、河岸、川边

  “绿景”：奥多摩的森林、红叶林、米槠、苔庭、花席、竹林

  “路景”：踏古之道、大山道、筏道、六乡道、二子坡、二十坡

  其他的必看之处，如作庭家倾力布置的露地庭、万人座、时雨亭、相生桥等，可欣赏到现代的设计风格。

  核心建筑旧清水邸书院是纯日式的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不但可以参观到日本风格的壁龛、榻榻米、与外部庭园衔接的边线、脱履石，更能体验茶道、插花等日本的文化。此外，

曾建在世田谷区濑田的清水组副社长的宅院的古木材被重新利用到书院中。清水建设株式会社为了回报社会，回报世田谷区，无偿负责了一切设计施工监督的业务。



悬崖线的水与绿

多摩川的清流

文物单位的保护与历史传承

世田谷的文化与体验

日本庭园的传统技术

远眺富士山
  庭园内的水景起始于多摩川源头的“笠取山的水干”，经过

水流湍急的“鸽子窝溪谷”，溪流盘根错节般分成多个支流，

跌下时形成了“八筋瀑布”，最终流进多摩川内。

  昔日，奥多摩地区的木材是通过多摩川来搬运的。如今筏

道的地名仍存，若沿着多摩川下去，在古道中漫步，还可以探

访到旧时的风情。

  归真园中常绿树和落

叶阔叶树的交织分布，展

现出国分寺悬崖线的风景。

在地被方面，草花的四季

变化则令游客陶醉其中。

  造型独特的伞状“时

雨亭”象征了自然恩赐给

大地雨水，奥多摩森林中

的雨水汇成了悬崖线的溪

流，最终重新返回到地表

层中。在悬崖线地形中对

水循环的深刻理解，更加

让人感受到多摩地区自然

环境的重要。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旧清水邸书院

的重建，从根本上推动了地域资源的

有效利用及历史文化的传承。

  归真园的池底采用了本地收集的

玉川砂砾，再现了往日多摩川的风采。

同二子玉川因缘较深的若山牧水氏的

歌赋中，根据“多摩川砂地丁黄，何

日伊人偎身旁”的诗句，将书院旁池

中浮现的小岛命名为“鼓洲”。黄花

地丁（蒲公英）的古名为“鼓草”，

因此岛名中取了其中的“鼓”字。

  另外，池泉内设置的西屋型灯笼

和分散在庭园内的若干景石，由区内

的五岛美术馆捐赠。

  归真园中活用了闻名于世的日本传统技术。

  各式各样的竹篱，守护旧清水邸书院的青栲

绿篱，土垒的营造等传统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收集伊豆、北关东等地约 1200 吨的石材，营造

出不同于京都庭园的氛围。

  在这里，可以领略到作庭家独自的筑山和设

计的韵味。

  位于归真园西侧的小山

丘，是可以眺望到富士山的

富士见台。

  富士山自古以来就是日

本的象征。江户时代描绘多

摩川流域风景的《武阳玉川

八景之图》，中央有模仿富

士山的玉川富士。归真园的

小富士正代表了其中的关

联。经登山道二子坡，登上

富士见台，将多摩川尽收眼

底，更远望到真正的富士山。

  世田谷区中不但分布着美景，由其

孕育出的文化更得到了不断的沉淀。

  “踏古之道”、“大山道”、“筏道”、“六

乡道”的名称全部源自世田谷。

  由《武阳玉川八景之图》的《二子

归帆》而得名的“二子归帆河岸”，则成

为归真园广阔空间中展望全园的绝佳的

观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