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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说”与乡土景观模式 

作者：田宁   发表：景观中国 评论(0) 打印 

摘 要：“风水说”不仅影响了我过古代景观，也对现代景观设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并日益引起了从事房地产、建筑业、装饰

业及设计界人事和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而“风水说”与乡土风水各自包含的内容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

内容。两者都对现代景观有所影响。这种影响又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围绕这一课题，针对乡土景观的风水学，探讨“风水说”对现

代乡土景观模式的影响。 

关键字：景观；模式 

  引言：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始终经受着一种生态上的“精神分裂症”折磨，一方面是对高产值、高物质

享受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其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一有机

会便投身于大自然中去露宿、去遨游，为此又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的，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

理。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手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硬性的协调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试图从哲学、伦理

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寻求医治上述“心理症”的良方。正如中国的气功和针灸对西方世界充满魔力一样，中国古老

的“风水说”也被认为是医治这种“心理症”的魔方，被称为是“驾奴龙的真正的科学”国外的“风水热”对国

内产生了一种“回归效应”，使国内许多敏感的学者也开始对这种长期被斥为“封建迷信”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

传统文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大多数持全面批判态度的人相反，有的给“风水说”以很

高的评价，并认为在现代仍有其实用价值；有人则持折衷态度，认为其整体上属于封建迷信产物，但在某些方面

如对罗盘的应用和对地形分析仍具有科学性。本文将结合理想风水模式及典型事例，着重“风水说”的哲学解释

层次进行探讨，也在这一层次上，它能给现代生态学及环境科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发。  

  一、什么是“风水说”  

  风水源于古代确立城市的外部环境和人们选择建筑地点时，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建筑哲学环

境因素的综合评判。借鉴祖先选地定居的经验，形成了相地术，古称堪舆术，占卜之意。其理论分别着眼于山川

形胜选择（形法）和注重方向及布局（理法）两种。在古代，风水术盛行于全国各地，成了左右人们衣食住行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风水有人斥为伪科学、迷信，诚然，其中不少问题无法说清，是一个重要原因。若从当代建

筑地理环境理论加以剖析，可以透过现象发现其中合理的内核。  

  风水，我们把它分为五个层次来解释：第一个层次，风水的生物遗传层次，古代定义叫风水。气乘风则散，

界水则止，大地中弥漫着一种气，这种气是碰到风就吹散了，遇到水则停下来，所以叫遇水则止。第二个层次叫

文化的积淀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哲学的解释层次，第四个层次是技术的结实层次，第五个层次是民信，民信就是

我们给它赋名的，实际上是大众的民信。  

  那么，什么是生物的遗产层次呢？就是人一生下来就喜欢景观，一生下来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

个人本能的东西，都是天性的。比如说你爱爬树，比如说女的爱穿花衣服，男人喜欢打猎等等，这些天生的即所

谓的人的天性。  

第二个层次，人的天生的东西要去解释，要用一个模式去解释，解释的模式就是一个哲学解释层次。中国人和西

方人各自都有哲学解释体系，这就是一个哲学体系，就是用哲学的方法解释。  

  在此之前，在生物遗传层次和哲学解释层次之间，还有一个层次就是文化的积淀层次。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化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东方人喜欢红色，西方人不喜欢红色，而西方人喜欢绿色。那么，这个红色就带有一种浓

厚的文化层次。红色是激荡人心的，它是在原始社会看到杀了一头牛，然后很兴奋，所以对红色很敏感。只不过

东方人这种敏感是吉祥的，西方人这种敏感是凶的。所以我们看到过街的红绿灯是红色代表凶的，是禁止通行

的，绿色是通行的，这也是从西方符号引进来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符号有东西文化的差异。哪儿如何来解释这套

差异，那就是哲学的解释层次。  

  东方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化始化机化成，一个阴阳的解释体系。所谓的化始，就是万物始于阴阳，万物都是从

混沌开始的。一个大地，然后开始有阴阳，开始有分化，分化出来人，分化出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所以又叫阴阳

哲学。所谓化机，其过程就是阴阳的这种弥漫的气，太虚无形，那么这是整个太虚的阴阳，宇宙是有阴阳组成

的，这种气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下沉以后就成了大地上的东西。在天，上去以后变成天象，无形之气在天成

象，明星辰，罡气上腾，那么地下是娄气，无形之下在地成形。山川草木娄气下来就形成山川草木、河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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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植物。那么这两个气，罡气也是阳气，加上娄气，两个气交织在一起，为风雨为风雪。下雨、下雹、下雪就

是罡气和娄气两者相遇变成的。这两种气将来会停到什么地方呢？这就是阴阳冲合之穴，就是两个平衡的穴位，

这个穴位叫阴阳相间，福禄永增，万事得以畅顺，这就是化成。  

  化机是整个及至流动的过程和交汇的过程。化成，集大成，有果实。当一个人看中了一个地形的走向，通过

天象找到了一个阴阳冲合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做下来的，就又回到了哲学上讲的。要与大自然融为一

体，这样就可以阴阳冲合，化成了，万物就会得以昌盛。即所谓好风水，就是藏风聚气。  

  二、什么是乡土风水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就是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

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就有了很明显的“乡土性的

环境选择”倾向。其表现主要有：（1）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用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2）位于

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3）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4）一般位

于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颇具启发意思的是，这些村落多

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迭压，如河南洪水沿岸某一段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

址。甘肃渭河沿岸70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69处遗址。可见，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聚落选址因素的考虑很是讲

究。从上古文化遗址中，墓地被安排在居民区之外，居民区与墓葬区的有意识的分离，成为后来区分阳宅、阴宅

的前兆。新石器时代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反映了人们随环境而变化的适应能力，对原始聚落的位置选择，

也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总之，人们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开始了能动的选择环

境。  

  再则，乡土风水学中以河曲之内为吉地，河曲之外则为凶地。《堪舆泄密》曰：“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

可下。”《龙经》亦认为，凡“反飞水，”“反跳水”、“重返水”、“反弓水”一类的地形均为凶地，不利于

生养居住。所谓“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水乃龙之接脉，忌乎冲射反弓。”显然，这是古代先民在对河流

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城乡建筑之类关系作了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得出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关于河曲的变

化规律是相吻合的。换而言之，古代建筑风水学中总结的“水抱有情为吉”的观点，就是根源于此科学认识的基

础之上。  

  三、乡土性与“风水说”的关系  

  3.1房屋选址  

  从选址上看，风水学总结了农牧社会时期人们择居的经验。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模

式—背山面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种较封闭的环境。并认为此地是风水宝地，是人们生产

和生活条件最优越的地方。而且很多的帝王将相的居所和坟墓多居于此。而此地的自然条件是否比其他获得更多

的利益?首先，从总的地形起伏看，此地处于山麓地和坝地，它被一条山脉（龙脉分支出的两条支脉（青龙、白

虎—左右护砂）左后包围着。其后是高大的山脉（玄武），前有较低矮的案山（朱雀），由于地处于山地阳坡地

前方，光热条件比较好，而且北方、东北均为山地环抱，对阻挡冬季干寒的西北季风侵入明堂有很大作用，可较

好地防御霜冻的威胁。同时，朝南的开口让夏季湿热的东南季风顺利进入，从而带来充足的降水。其次，土层深

厚，土壤非常肥沃也是特点之一。这里处于山麓堆积地带，三面环山，流水把山上的表土不断冲到这里堆积下

来，而且在此地的开口前方有小丘，使从山上冲下来的土壤不致被冲走。看来风水学对乡土性的影响是很大的。

风水学所说的风水宝地对于生产活动无疑是有利的。  

  3.2乡土生态建筑与乡土风水  

  具有乡土性的生态建筑一方面把自然生态视为一个具体建筑结构和人类产生影响力的有机系统。因而要求人

类在建筑规划选址时，应考虑其自身生态环境的结构功能和人类的各种影响，从而合理利用调整和顺应其建筑生

态环境。  

  风水学强调城市与建筑的“面南朝阳”，这既有其身后的文化背景，又有着非常合理科学依据。从文化的角

度来看，这与《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后世人谓帝王统治国家的方略为“南面之术”，即源于

此。此外，中国的天文星图是以南面而立仰天象而绘制的。地图是以南面而立俯视地理方法绘制的。所以，中国

古代的方位观念也很独特：前面后北，左东右西，而与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源自西方的方位观念（上南下北）恰

好相反。这种“面南朝阳”的思想的产生，又是由它特定的乡土性特点决定的。例如，因中国处在北半球中，阳

光大多数时间都是从南面照射过来，人们的生活，生产是以直接获得阳光为前提的，这就是决定了人们采光的朝

向必然是南向的。再者，面南而居的选择亦与季节风向有关，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冬季盛行的是寒冷的偏北风，

而夏季盛行的是暖湿的偏南风，这就决定了中国风水的环境模式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坐北朝南，其西、北、东三面

多有环山，以抵挡寒冷的冬季风，南面略显开阔，以迎纳暖湿的夏季风。  

从房屋选址中所讲的风水宝地，其构成不仅要求“四象必备”（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

并且还要讲究来龙、案砂、明堂、水口、立向等。《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

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初要。”“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或从山居或平

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后有路亦如然。”“更须水口收拾紧，不宜太迫成小器。星辰近案明堂宽，案近明摊非

窄势。此言住基不局面，别有奇特兮等第。”这是一种从大环境而言的风水宝地模式：即要求北面有绵延不绝的



群山峻岭，南方有远近呼应的低山水丘，左右两侧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间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

曲流水环抱，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风水宝地。  

  3.3关中盆地：作为“理想风水景观模式乡土的”满意生态环境  

  对处在狩猎和采集社会向农耕和牧畜社会过渡时期的周民族来说，原始人类生态意义上的“满意环境”仍具

有很大的魅力。事实上，早期周民族之所以能稳定地发展并最终成为战胜大国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关中盆

地这样一个“满意的生态环境”。这里，周背倚西南、南及东南一侧的秦岭山地，半月形的秦岭山脉及两侧相邻

山脉呈环抱之势，前临渭河平原，西北侧为黄河进入华北平原，从而形成了多个与外界联系得豁口走廊。可见，

整体结构上它与原始人类的“满意生态环境”相似，只是由于部落成员的增加和整体活动能力的增强而使空间的

尺度相应的放大了。同样，对周人类来说，这一环境具有边缘效应，闭合及尺度效应和豁口及走廊效应。如前所

述，这种“满意生态环境”正式理想风水模式的原形。  

  四、乡土景观模式对现代景观建设的影响  

  现代风水学的内涵与使命之一就是要将传统风水学的合理内涵与现代景观建筑学相融合，既研究现代景观建

筑的方位、形态、材料色彩等等对于不同人的身心健康与事业发展的正负效应，也研究景观的种种要素组合格局

对于大自然生态的正反影响，掌握对建筑要素及其格局的调整、优化，使之与人体生命信息和整个自然生态更协

调，更同步，以更有利的科学方法，探索建筑物、自然、生态三位一体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  

  景观模式的探索可以有很多条途径，其中包括神话与宗教中的景观理想，如中国古代神话之神仙仙境、道教

之洞天福地、西方之极乐世界；艺术家所表达的景观理想，如山水画、山水诗及园林艺术中的景观、乡土景观模

式中的风水学融宗教及民间信仰、神话与日常行为与一体，故能综合体现上述各种景观模式。这种模式深藏于每

个人、每个民族或每一种文化之中，往往心照不宣地引导着人们对现代景观的设计和改造。  

  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上看，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系统。每一地域都有它特点的岩

性、构造、气候、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区各种综合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

环境内的“气”顺畅活泼，充满生机活力，从而造就理想的“风水宝地”—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中国

常见的背山面水的城市、村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典型环境。其科学价值是：背后的靠山，有

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面朝流水，即能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享有灌溉、舟楫、养殖之利；朝阳之势，

便于得到良好的日照；缓坡阶地，则可避免淹涝之灾；周围植被郁郁，即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

候，获得一些新柴。这些不同特征的环境因素综合一起，便造就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即现代景观建设模式。

整个富有生态意象，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或城镇，也就是乡土景观模式中始终追求的风水宝地。  

  就中国而言，所有中国的门到中国的南方园子去看看，都是一个个葫芦，门都是葫芦叫一葫天地。乾隆爷知

道，包括在圆明园有一个一葫天地，五岭胜景一葫天地，就是这么一个模式，这就是理想中国。中国人的理想都

是这样的，从风水到艺术家的理想，无非都是如此。中国人从山地气候、山地环境，从两百多年以前开始就培育

了这种偏好，培育了这种理想，是一种领地意识。邻里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么引起的，这是最基本的人性方面。实

际上单栋楼甚至十房间的选址都可以从整个角度去认识，也就是说当你抛开一些文化的非所求的东西，比如说现

代你追求大房子、大空间，你想想看这个房屋这么大对你有什么用处？有没有用？认识一个领地动物，也是有领

域的，这个领域太大了以后，就会感到不安全，领地就控制不了，就没有安全感，这就是本质的东西。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山地怎么做住宅。这个例子是在成都青城山脚下，到成都只有20分钟的路程，这块地

是800多亩的山地，那么这从中国理想环境来说就是理想的风水的场地，然后和中国住宅的一些关系分析、现状的

评价，这块草地一定要保留原有的树，原有的植被，充分认识这个植被对这个场地的重要性。首先必须对这块地

进行改造，第一就是充分的尊重这块地，这就是我们天地人神的设计理念。把这块场地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要给给

予重视，这个场地是有灵气的，所以不要随去动土。地形、三维地形的模拟，每一块水流都进行分析，地表径流

的分析，排水就要根据这块场地原有的特色进行排水，也就是用最小的投资可以发挥最好的价值。如果不从风水

的角度来讲，这个地方是符合人最理想的。不要一下子清平，要先请设计师来研究，然后再动。必须在这块地买

下来的时候，来进行设计。如果进行了设计，这块土地可以成倍的增值。像这种有特色的景观，要充分利用。然

后再考虑总体布局规划，再进行西部的总体布局，这是响水源。这就是土地适宜性评价。每个场地都有他的特

质，没有一块土地是丑陋的，没有一块土地是不能用的，关键是怎么用地。这就是一个整体，从场地分析开始，

然后根据场地的适宜性，进行布局，规划设计。  

  由此可见，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的建设有着建设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关于“风水说”的讨论实际

多在风水意识的表层结构上进行，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封建迷信，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的。如果我们能深入讨论中

国人景观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分析“风水模式”的深层意义由此找出乡土景观模式与“乡土风水”的关系，

必将有意于现代景观建设的发展，使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更高层次上进行，这样的对“风水说”的研究而言的，也

是对中华民族其它文化遗产的研究而言的。  

  因此，在论及风水界时，我们既要充分理解和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认为：

风水学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一种有关

阳宅与阴宅的理论与实践系统的理论，是人们长期实践经验的积淀。从现代科学理论来着，风水学是地球物理

学，水文地质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宇宙星体学、地球磁场方位学、气象学和人体信息学合一的综合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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