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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师能否成为正当职业当民间风水师遇到学者风水师，会

出现怎样的情况？由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

所开办的国内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最近玩了一次PK

，一批“学院派”公开挑战“民间派”。学者风水师和民间

风水师有何区别？“国字号”的机构为何要和“风水”挂钩

？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采访。记者暗访民间风水师出

场费1500元在“香火”颇旺的雍和宫大街，不少小店挂出“

起名、策划”的牌子，所谓策划，也就是“看风水”。记者

以看地基为由，找到一位自称姓雷的师傅，他告诉记者，他

从十多岁起就在福建学习看风水，现在常帮房地产开发商搞

“策划”。按照他的说法，前来咨询的人首先要说明开发项

目的大体方位、事主的生辰八字，然后再亲临现常“测风水

有专门的程序和工具。”雷师傅拿出一个罗盘，解释说，如

果罗盘现场显示“主凶”，他会打一卦，采取相应措施。另

一位师傅则指出：“左青龙右白虎，你们的门要开对方向，

否则大凶，影响楼盘销售。”听到记者声称地基正北面有一

条河，这位师傅表示，“这条河会挡住财运，一定要找师傅

好好卜一卦。”两名师傅都声称生意很好，每天最多要看4

到5家，看普通住宅楼盘，一次出场费大约1500元，如果是高

档住宅或写字楼，一次收费可高达万元以上。风水师对决学

院派PK民间派风水说辞多不科学“建筑风水培训班”的授课

教师是否认同街头民间风水师的说辞？记者拿着这些问题咨



询了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南京招生处的于教授。朝向主吉凶：

不科学●专家：这是祖先的生活经验“我们主要讲生态环境

，民间风水师最大的问题是把简单事物复杂化、符号化。”

于教授举例说，风水师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本意是以

“坐北朝南”达到冬暖夏凉的目的。“这些本来是老祖宗总

结的生活经验，却被一些人演绎成吉凶，明显是不科学的。

”罗盘测吉凶：不科学●专家：地磁影响身体健康于教授强

调，测风水一定要到现场勘测，用罗盘主要是测地磁。“比

如下面有暗河、金属矿的地方，罗盘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而人如果长期居住也可能会影响健康，但这主要是从健康来

说，和街头风水师口中的‘吉凶’无关。”河流阻挡财运：

错误●专家：河流环抱能净化空气“河流在北面就会阻挡财

运肯定不准确，相反，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是河流环抱，能

保证气场的稳定性，也能过滤空气，未必是坏事。” 风水班

现状面对媒体炮轰风水班悄然变脸9月19日15时，风水师培训

班按照计划截止报名，但当记者采访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副秘

书长徐韶杉时，却得知，除了坚持“风水”这个名字，培训

班出现了两大变动。专业班变成普及班●原因：专业班收费

过高，涉嫌商业牟利此前有媒体报道，该班将于10月1日开班

，共10天，分为普及班和专业班。普及班培训一周，考试

费5800元、认证费580元；专业班实行导师制，学员考核合格

后需做建筑风水文化测评报告，考试费18800元、认证费880

元。但在9月19日的采访中，徐韶杉告诉记者，由于此前很多

媒体对专业班的高收费提出质疑，认为有“追求商业利益之

嫌”。面对压力，10月1日只准备开一个普及班，统称“建筑

风水文化研习班”。“根据目前统计，来咨询的有4000多人



，我们这次大约只招100人。学员包括搞房地产的、爱好建筑

的和在校学生，学员几乎国内各省都有，还有从美国、新加

坡来的。”资格培训变成研习●原因：没有资格发培训证书

，更无法进行认证在此之前，媒体报道说：该班由中国建设

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合办，学员考试

合格将由中心颁发“建筑风水文化执行官(师)”培训证书。

而授课教师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所长李书有也曾表示，希望

通过行业管理把建筑风水师由隐形行业，逐步变成可以管理

认证的职业。对此，建筑文化中心学术部主任刘穗池给予了

明确否定：“我们只是一个研习班，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发

培训证书，更无法进行认证。因此，建筑风水师现阶段无法

成为一个得到管理认证的正当职业。”但他表示，最后会给

学员发一个学习合格证。记者还从徐韶杉处得知，原定的授

课老师也出现了变化，原因是“部分老教授年纪大，到南京

路途太远”。目前定下来的教授有20多位，其中包括新增的

天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风水班

坚决不改名●原因：要“纠正大家对风水的负面看法”按照

课程设定，所学内容主要有易学(风水的哲学基础)、建筑风

水学、古天文学(风水的天文学基础)、建筑风水与环境、建

筑风水与建筑规划等，授课老师均为知名高校教授。但在此

期间，“风水”二字不断受到媒体和社会的质疑，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锦秋干脆指出“‘风水’是环境学，建筑风水就是

生态环境学”，也有人提出可以叫做“地理顾问”。既然有

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称，为什么还非要顶着“风水师”的

帽子呢？刘穗池坦言，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人主张改用以

上的名称，但他们认为，开课的目的就是“纠正大家对风水



的负面看法”，没有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就执意

把“风水”叫到底了。风水班争论迷信还是国粹两派学界名

流唇枪舌剑从有媒体爆出风水班开课的消息到现在，不过半

月，却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风水到底是国粹还是迷信，

一批鼎鼎有名的学界人物由此展开了舌战。支持方：现代建

筑缺乏风水理念支持方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等人认为，风水

属于国粹。“风水讲究城市整体布局，整体协调，强调建筑

之间的合理间距，强调人住在其中要舒适自在，这都是现代

建筑最缺乏的东西。”北京建工学院韩增禄认为，自上个世

纪西方建筑理念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一下子从

过去对古建筑的自傲跌入自卑，基本上丢掉了我们自己的风

水建筑，全盘接受了另一个思想体系的西方建筑。韩增禄说

：“现在，我们城市中的楼房比高比大，出现了严重的‘千

城一面’现象，看了一个城市等于看了全国的。”反对方：

风水阻碍中国发展科学此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顾问、中国

地质大学?穴北京?雪图书馆原馆长陶世龙曾对天津大学王其

亨教授、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等人将风水视为科学的行为予

以公开批评，提出“警惕学院派的风水大师”。陶世龙称，

风水这种“迷信”正在假借科学之名死灰复燃，与他持相近

观点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他认为风水之说绝对不是

科学，而是阻碍中国人发展科学的祸害。对此，于希贤承认

，风水发展至汉以后，被加入了生辰八字、命理等一些无稽

之谈，还发展了阴宅风水，具有迷信的成分。另外，从业人

员鱼龙混杂也是导致风水被视为迷信的重要原因。据了解，

上世纪90年代初，于希贤就在北大开了风水学的选修课，每

次都有100多名学生来听，同期，北京建工学院韩增禄老师、



东南大学物理系的李仕澄老师等人也分别在校内开设了与建

筑风水有关的选修课程。●名词解释风水就是地理形势风水

，“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

等”。《现代汉语词典》●新闻回放风水班开办一波三折8月

底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签订委托合同，

委托该所代表中心开展“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9

月5日南京《金陵晚报》率先披露此事，并把南京大学和该校

易学研究所教授李书有推到聚光灯下。9月8日频频接到咨询

电话的南大校方终于公开表态：“南京大学自始至终没有参

与此事。”对于易学研究所和中国建筑文化中心签订的合同

，南大回应：易学研究所不是独立法人单位，没有权利代表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也没有在合同上盖章。9月8日面对媒体

上出现的一片质疑之声，徐韶杉将其招生办公室门上的“南

京大学易学研究所”字样抠掉。“回到北京后，周围朋友说

两个词在我身上流行起来，一个是‘忽悠’，一个是‘黯然

’。”9月19日，徐韶杉告诉记者说。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