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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风水术是一种从古代沿袭至今的择吉避凶的术数。
中国人笃信风水，每逢婚丧嫁娶，建房修灶，挖井，选坟地乃至修桥筑路等，都请风水先生勘地利，
看风水，择良辰吉日。
这种风俗经久不衰，无论认为他是科学还是迷信，或二者兼而有之，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一种广
泛流传的民俗，一种趋吉避害的术数，一种有关人与环境的学问，一种调整和改造命运的最高玄学，
直到二十一世纪仍然散发着神秘的幽光。
风水雅称堪舆，“堪，天道也；舆，地道也。
”风水学乃天地之学也。
纵观中国风水的发展，早在六千年前，先人们在与残酷自然搏斗中，为了生存、繁衍，探索出一套择
地而居的经验——相地术。
易经产生以后，相地占卜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尤其阴阳五行、四神兽、八卦方位、鬼神以及
儒、释、道等思想逐渐渗入，使朴素的相地术逐渐演变为风水术。
由于鬼神思想的渗入，使本来朴素的相地术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撕下这神秘的外衣，风水术实质上是
地理环境的学问。
揭开风水神秘的面纱，首先区别风水与风水术。
风水是客观存在，本体是自然；风水术是人对客观存在的认识，本体是人。
风水术大量吸收了《周易》哲学原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如风水中“辨方位”、“察阴阳”，建筑物
要“背山、面水、向阳”，“前要照，后要靠”，“凡宅不居草木不生处”等思想，在今天看来，仍
有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风水学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文化，我们应当以严谨的态度，认真、系统、全面的深
入研究。
不经过认真研究就下结论是不科学、不公正的，也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
中国风水流传几千年，有近千种文献，对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不做批判继承，实在可惜啊。
那么最科学而又公正的办法是：让对此感兴趣的学者进行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风水学中科学内涵和
迷信的成分，真正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发掘其科学性的精华。
风水之学其易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涉及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都城等各个方面，对
此研究，真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其中有关墓葬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则统称为“阳宅”。
这充分反映了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渴望自身和谐统一于自然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朴素
的科学成分。
人们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学习，五积德。
命者，人初生的时间、地点也。
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表示，许称“八字”，是先天不变的“定数”。
运者，一个人的行运轨迹也。
是后天可以加减的“变数”，“定数”和“变数”的结合，命运也。
“命运”乃是衡量一个人富贵、贫贱、寿夭、善恶的“标尺”。
改变人的命运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风水。
风水者，是把自然山水为人所用也。
风水既可催财、催官、催人丁，又可解人急难，助人成功。
诚如《宅经》云：“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
”故此，风水具有改运助命之效应。
撰写此书，旨在将风水通过现代诠释，批判性地吸收其合理内涵，摒弃其封建性糟粕，恢复其人居环
境的原本之义，为人居环境的选择、规划、营造、以及人与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的协调服务。
本书内容共三编：上编理论篇，主要介绍风水的起源、演变及性质；风水理论的基石：阴阳、五行学
说；风水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勘察风水的基本原则；风水小常识：八卦、河图、洛书、干支、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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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阳宅篇，主要讲述阳宅的风水效应；宅址的选择；阳宅设计、布局及装修、装饰的风水要求。
下编阴宅篇，主要介绍传统风水中龙、砂、水、穴、向等基本常识和公墓的规划、选址及其设立的意
义。
研究风水的目的，合理发掘传统风水中的精华，不是复古，更不能让沉渣泛起广毒害现代社会，要让
风水学说与时俱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将那些与现代社会不适应的内容去掉，保留、继承那
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
我将此书献给对这一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愿与大家一道共同把这一传统文化弘扬光大。
肖汇洋于颖州庚寅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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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读周易风水理论与实践》由肖汇洋所著，风水的雅称堪舆。
《淮南子&middot;天文训》日：&ldquo;堪舆行雄以知雌。
&rdquo;许慎注云：&ldquo;堪，天道也；舆，地道也。
&rdquo;风水学乃天地之学也。
风水一词最早见于晋代的郭璞《葬书》，《葬书》日：&ldquo;葬者，乘生气也。
气乘风是散，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rdquo;传统风水主要关乎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都城的选址、座相、建设等方法及原则，
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学问，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从现代科学观念来看，风水学其实质就是人居环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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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四、店铺与店主命相相配第七章 论宅内布局风水第一节 玄关风水一、玄关的概念二、玄关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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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与庭院风水一、阳台风水（一）阳台的方位（二）阳台的宜忌（三）阳台装饰的风水要求（四）
阳台植物（五）阳台风水吉祥饰物二、庭院风水（一）庭院的方位与格局（二）庭院内宜忌（三）庭
院围墙要美观实用（四）庭院大门宜忌（五）庭院植物第八章 论阳宅之吉凶第一节 图解阳宅风水第
二节 论宅之四兽一、四兽由来（1）朱雀（2）玄武（3）青龙（4）白虎二、宅之四兽三、宅之明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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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气煞及化解方法（三）常见光煞及化解方法（四）常见风煞及化解方法（五）常见声煞及化解
方法（六）常见味煞及化解方法第八节 论宅相一、八卦配宅、人二、人配宅下编 阴宅篇第九章 论阴
宅第一节 阴宅的风水效应第二节 龙法一、龙脉二、龙之体三、龙之行止四、龙之宾主五、龙之干枝
六、龙之格七、龙法十要（《龙穴全书》）第三节 水法一、水之阴阳二、水乃龙之血脉三、水之性情
（一）从水势上看：水本无吉凶，依水势而言吉凶（二）从堂局上看：堂者，穴前空地也四、水之格
局一、朝水局（逆水局）二、横水局三、据水局四、顺水局（亦名去水局）五、无水局（亦名旱龙局
）第四节 砂法一、砂的概念二、砂的作用三、砂的类别1、朱雀砂2、玄武砂3、龙虎砂4、案砂5、朝
砂6、印砂7、侍砂8、迎砂9、人丁砂10、水口砂11、禽兽砂12、鬼砂13、官砂14、曜砂四、砂之吉凶
五、看砂法第五节 向法一、向的概念二、向的作用三、立向的方法（一）玄空派立向法（二）杨公派
立向法四、图解部分吉凶向格局一、河图八向格（《入地眼全书》）二、洛书四向格（《入地眼全书
》）三、先天四合局向格（《入地眼全书》）四、后天四合局向格（《入地眼全书》）五、天干六合
局向格（《入地眼全书》）六、地支三合向格（《入地眼全书》）第六节 穴法一、穴之义二、穴之星
体三、穴星之格四、穴之情（《龙穴全书》）五、取穴之道六、点穴之法七、杨公风水证穴法第七节 
公墓风水一、公墓的概念二、公墓类型三、公墓的意义四、公墓风水的重要性一、城市公墓的选址二
、公墓穴位的选择五、公墓风水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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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什么是风水？
简而言之，风即流动的空气；水即自然界中泉水、河流、大江、大河。
历史上最早给风水定义的是晋代的郭璞，他在《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
气乘风是散，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风法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故此，后人称郭璞为风水之鼻祖。
清人范宜宾在为《葬书》作注时进一步说明：“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
为地学之最，而其中的得水之地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
”风水的雅称堪舆。
《淮南子·天文训》日：“堪舆行雄以知雌。
”许慎注云：“堪，天道也。
舆，地道也。
”清人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云：“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也。
”堪的本义是凸地。
《说文·土部》曰：“堪，地突也。
”舆的本义是车箱，引申为地。
堪舆含义有二：一是堪即天，舆即地，堪舆学即天地之学；二是“堪”通“勘”，又有勘测地理之义
。
《现代汉语词典》：“风水指住宅基地、坟地等地理形势，如山脉，山水的方向等。
迷信的人认为风水的好坏可以影响其家族子孙的盛衰吉凶。
”《辞海》：“风水是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的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的方向等形势，能招
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
”新一代新西兰人文化经济学家也对中国风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中国风水是寻找建筑之间的协同
，这种协同不能说是科学的，也不能说是迷信的，因为他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
《运程学》认为：中国风水是以阴阳五行和周易原则为理论依据，寻求与人类生息相适宜的最佳地点
及综合评价。
尹弘基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学说，它是中国
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
”英国的李约瑟在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说：“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
虽然在其它一些方面当然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及中国的田园、住宅、村镇之
美不可胜收，都可由此得到说明。
”这对于传统风水术无疑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笔者认为：风水不是单纯的科学文化，而是属于占卜一类的风俗文化。
我们既不能排除风水中科学的内涵，也不能回避风水中迷信的成分。
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风水学说中科学内涵和迷信成分，真正做到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发掘其科学性的
精华，进一步把风水文化弘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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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周易风水理论与实践》由肖汇洋所著，风水的雅称堪舆。
《淮南子·天文训》日：“堪舆行雄以知雌。
”许慎注云：“堪，天道也；舆，地道也。
”风水学乃天地之学也。
风水一词最早见于晋代的郭璞《葬书》，《葬书》日：“葬者，乘生气也。
气乘风是散，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传统风水主要关乎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都城的选址、座相、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
是选择合适的地方学问，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从现代科学观念来看，风水学其实质就是人居环境学。
采日月之精华，纳阴阳之真气，调五行之平衡，还宇宙之根本。
三十余年易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二十余年讲解周易的精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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