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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E_86_E5_8F_B2_E7_c57_451175.htm 一切事物都在发展、

变化，建筑风水也不例外。建筑风水可分为有形的建筑（自

然观）和以主要用来指导理念的思想观（人文观），其自然

观部分集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美学等于一体

，是中国古建筑理论精华；其人文观部分含有许多不合理的

因素，如吉凶、寿夭等应该祛除，同时阴宅也应该坚决祛除

。批评者以阴宅"气"的原理为依据，进而推广批判城市、园

林和民居等建筑风水，没有抓住二者的根本区别，显得牵强

附会。 建筑风水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古建筑；其许多实例有许

多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展示在世人面前，如明孝陵、故

宫、平遥等。世界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所以我们认识应该

用发展的、科学的观点重新建筑风水。这里需特别强调的是

，我所说的建筑风水是以风水理念为基础的古都城、城市、

园林和民居等建筑，而不是指阴宅。 谈起建筑风水，大家想

得最多的肯定是其"迷信"成分，这从古今历史中可以找出许

多否定的，但也有许多肯定的。但无论对与错，建筑风水在

封建王朝之前一直在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看看否定与肯定者的主要观点就明白了。如下是批评

者的主要观点： "风水"是宋代一本托名晋代郭璞的《葬书》

中新提出的巫术,其核心内容是所谓"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即

认为葬地中的"吉气"或者"凶气"可以进入死者的尸骨之中,由于

气类感应的机制,可给其家人带来福佑或危害。比如将先人遗

骸葬在"风水宝地",子孙便可以升官发财。这完全是一种幻想



出来的巫术迷信 "风水"中所说的"风"和"水",指的不是建筑学上

的风和水,而是能够使"吉气"不散的风,使"吉气"集聚的水。其

地形要求也不是背风向阳、依山傍水,而是所谓"青龙""白虎""

仰刀""卧剑"之类的地形。"风水"一直是选择葬地的巫术,"风水

先生"是选择葬地巫师代名词。"风水"和建筑学完全没有关系,

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特定内容的巫术概念。因此,我们党的各

种有关文件,与学术界出版有关权威辞书,都把风水认定为迷信

。这是完全正确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批评者是以晋代郭

璞的《葬书》为理由，而其反对的主要对象是阴宅，而对于

以都市、城市、园林和民居等为基础的建筑风水就显得苍白

无力，其批判的理由是由此及彼，但是真的能引申吗？从地

下到地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阴宅与建筑风水有本质区别的。 

对阴宅我不想多说，我也持批评态度；但我对批评者找出的

理由无力而感不可理解：其主要是通过地质考察得出的观点

，如"我的老师李文达,擅长也喜欢写科普文章,1948年他在三

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风水新谈》,是用地质学的知识去

破除风水迷信"，但古人真的那样认为吗？显然不是那样的，

古人最明显感到的是地磁场/微波的生气，中国四大发明的"

指南针"，正为其找出方位提供了方便。如果要批评，最好找

出古人选择那样特点地形的地磁场/微波分布，以及判地磁

场/微波大小的生物作用与危害，这样才有说服力。地磁场/

微波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那才是产生永久"生气"的本源

，也就是常说的"神秘之气"，光凭地质学能说明白吗？ 我们

看批评者如何对建筑风水的理解，"建筑住宅也讲风水,可以和

生存环境挂上钩了,但其追求的目的仍是福、禄、寿三星高照,

要找的是那种存得住"气"的场所。帝王的都城、皇宫更要求



建在有"王气""天子气"的地方"。 追求"福、禄、寿"本无可厚非

，现在大多数人也不会住在环境差的地方。但批评者认为建

筑风水之气就是阴宅的"气"，那显然是偷换概念，没有做深

入研究得出的结论。阴宅的弹丸之地和建筑风水的大面积地

域，其气还会是一样吗？比如，地质之气在大面积的建筑风

水中还起主要作用吗？显然是不起很大作用的。而代之而起

的是山清水秀、山环水抱适合人住居的最佳建筑风水，其结

果必然体现出支持者的观点"风水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

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

很强的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1]，其气更主要的是指自然之

气包括"空气、水气"和无形之气包括"温度场，天空中的电磁

场/微波等"等。但反对者仍停留在古老阴宅的"气"和"福、禄

、寿"等理念上批判建筑风水，就显得力不从心，自然就形成

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对立，各有各的道理。 批评者以阴宅的"

气"，经过类推而批建筑风水，显然是站不脚的；其以"福、

禄、寿"为目的，阴阳、五行等理念的建筑风水，其产生的许

多非合理因素，这才是批判的核心。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

以看出，建筑风水虽然地域结构特点与阴宅相似，但实际上

是本质的有别。山清水秀，山环水抱的地域结构特点是建筑

风水的核心，是有形的实体，这就是我称之为"建筑风水的自

然观"；支持建筑风水的大多学者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也是

古人所谓的"地人合一"的简单叫法。 其实与建筑风水的自然

观有关的许多东西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进行阐释的，建

筑风水学中的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如"反弓水/风和两高楼之

间的天斩煞"，经江湖风水说的多么可怕，其实就是强风、水

的凉气对人的冲击。这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一定湿度



、温度、强度的风对人的健康长期影响如何？有没有一定的

标准，这也是现代家居建筑应该考虑的。 所以批判者要跟上

建筑风水的发展，不要以不变的"阴宅之气"来批建筑风水的"

气"；建筑风水的"气"实际上是批判者类比引出的气，不是建

筑风水所特别强调的。如果批判者应要把二者说到一起，那

承认二者有共同点，即我认为的"空气、水气"等自然之气和"

温度场，天空中的电磁场/微波等"等无形之气，因为它们在

空间和地下都一定程度存在，难道还有什么另外之气？ 建筑

风水的发展更注重的是山形与水的大小、分布等，"山管人丁

、水管财"是其主要的设计理念，这可以许多书中找到答案，

其理念是以易经的阴阳、五行和先天/后天八卦等为基础的。

这个时期，由于引入了时间观念即"风水轮流转"，使建筑风

水从空间概念转变为空间、时间等概念而更加完善。这方面

的情况较为复杂，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展开谈论。 所以，风水

的概念虽然由阴宅引入，但与发展中的建筑风水的"风水"概

念是本质不同的。阴宅"风水"重"气"，建筑"风水"重"人丁与财

即人员兴旺与财源滚滚。所以，批评者以批阴宅的方法和理

论来批建筑风水，往往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引起不必要的争

论。 正如"把古老的生气比喻为中国发明的火药"，以火药为

基础发展了"枪炮、火箭"；建筑风水的发展也一样，虽然经

过"生气火药"的发展过程，但经过唐宋，建筑风水就如"枪炮"

一样从本质上经历了大发展；以至于其后来和早期的概念有

根本区别的"火箭"式发展。如果要找出其迷信成分，此时不

是从火药里找而是要从火箭里找，虽然火箭里含有火药，这

样才能抓住本质。但阴宅风水确实变化不大，只不过火药的

成分、强度变化罢了。 所以，批评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精



通易经、古建筑、地理、环境、物理、化学等才可能把建筑

风水根本上批倒，才能象批"阴宅风水"那样批臭，才能把中

国古建筑风水理念批下去，重振西方的科学建筑。其实，批

建筑风水再怎么厉害，至多是把其人文观批倒，建筑风水的

自然观部分大部分都成文化保护遗产了；总不会象八国联军

一把火把圆明园烧掉那样把建筑风水的自然观部分也烧了吧

。 如果进一步思考，科学的定义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建筑风

水的自然观部分很大程度和现代科学相符合，这在我的"建筑

风水与现代科学"中有简单的阐述；建筑风水的人文观部分是

其设计的理念和魂魄，总不能苛求古人和现代人一样，且古

人和我们现代建筑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即追求的目标是不一

样的，现代人更多的是满足居住，而古人在满足居住的同时

还要人丁与财源兴旺，所以古建筑风水才有自己的特色、对

山、水有特殊的要求，才显得那么复杂。 综上所述，建筑风

水广义上可分为有形的建筑（称之自然观）和以主要指导理

念的思想观（称之人文观）。现代建筑也不例外的分为自然

观和人文观两个部分，只不过其人文观主要是以科学理念为

基础，考虑更多的是客观需要；建筑风水自然观和人文观考

虑的更多是人的需求，所以二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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