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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风水”一词的出现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远古伏羲时代，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八卦图的
前名），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有记载：“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
缺水，九无水。
”这里的风水所指的应是风水的原义。
    至于世俗流行的风水名称来源，一般公认语出晋人郭璞所著古本《葬经》，其经文载：“夫阴阳之
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气之盛虽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
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
古人聚之使不散。
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今风水一词大致有两种解释。
一种比较广义，泛指空间、山、水、树木、花草等自然环境。
比如有人称赞某个地方风水真好，真是一块风水宝地等。
另一种比较狭义，专指阴宅（祖坟）和阳宅（住房），例如说做风水，谁家有好风水等等。
    天文学、地理学、人体科学是中国风水学的三大支柱。
天、地、人合而为一是中国风水学里的最高原则。
中国的古代科学家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又经上下五千年的实践、探索、研
究、归纳和感悟，最后形成了著称于世界的神秘的东方科学——中国风水学。
    中国古代科技理论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皆由三部分组成，即气、数和象。
按照现代科学观点，它们分别是能量，信息和态势或形式。
三者共生共存，不可分割，但是同时又界限分明。
气，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按照现代科学观点可假定其为能量。
数，是宇宙一切事物存在的程序或逻辑，按照现代科学观点可假定为信息。
象，是气根据数而存在的形式或变化的态势，按照现代科学观点可将其概括为：能量依据信息程序而
存在的态势。
    宇宙的一切事物有信息就会有能量，就有令它们存在的态势；同样道理，有能量也必定有它的信息
和态势，有了态势也必定有信息作为指令，能量作为其基础。
宇宙万事万物的存在，正是由于气、数和象的不可分割性，才是实在的，具体的。
具体来说，就是信息“数”指导能量“气”按一定态势“象”存在，能量“气”依照信息“数”的指
令，构成一定的存在态势“象”，存在态势“象”受信息“数”指挥，以能量“气”为基础。
    数、气、象即为信息、能量、态势，也就是天人合一的那个“神”，在西方哲学称其为宇宙万物的
“本体”，也就是其功能。
《周易·系辞》记载：“神无方而易无体”。
神无方的“方”，在古文中亦称“方所”，即是方位，若说无方就是没有位置，无所在，亦无所不在
。
也可理解为中国易经和佛经所说的精、气、神。
圣人孔子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这里游魂就是神，就是构象。
    何为精？
中国古代先圣又称其为玄，道、元、一、水。
称其为精，是因为人体信息源自于父精母卵；称其为玄，是因为信息之难以观测，变幻无穷；称其为
道，是因为信息决定了宇宙万事万物生化的必由之路；称其为元，是因为信息在有形质宇宙之始端；
称其为一，是因为一为自然数之开始，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称其为水，
是因为地球生物都发源于水。
    在中国古科技理论中所记：“理”是专门研究数、气、象的能变、所变和不变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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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人们所确认的能量存在形式，简称为构象，或称为能场。
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别。
理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西方科学赖以发覆的演绎推理法；第二种是中国及东方科技来源于类比
归纳法。
    在这两种方法中，演绎推理法适用于有限数理范围，而类比归纳法适用于无限数理范围。
人可以通过象认识气和数，但象有“无”和“有”之分别。
人体的各种感官或借助仪器能够感知的客观存在称为有；反之，则称其为无。
而不能用语言表达出其象的客观存在称为常，或恒；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意不尽道，言不尽意
，书不尽言。
”那么可以用语言表达其象的客观存在则称其为特化，《老子》有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即所有具体的道、名、气，数都是特化的。
    由此，中国的先圣们认为：物质就是能量（气）的一种较为稳固的特化形态。
这一点，现代高能物理已经证明：物质和能量是相互转化的。
宇宙的最初只有能，即气，而没有物质。
所说的宇宙，包括太阳系皆由气形成。
而生成宇宙的“气”，现代科学认为其源于黑洞，在中国古科技理论中称其为无极、无为。
“气，在我们这里可以称为‘以太’，因为物质在最初完全是流动的，且毫无硬度、无间断、无终止
，不能分割成为两部分。
这是人们所想象到的最稀薄的物体。
”    但在自然科学里的“以太”，只能作为传递物质间相互作用力的一种人们假想的介质而存在，所
以“以太”和实物仿佛是隔绝的，但张载和王夫之却认为“气”和“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他
们所提出的“气”，与其说其接近于以太，不如说其更接近于现代科学所说的场。
    西方人在惊叹之余往往大呼“My God！
”，就是“我的上帝！
”；而中国人则喜狂呼“我的天呀！
”。
这其中有何不同呢？
因为中国古代先民，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人为地创造了一个万能的“上帝”，而是认为主宰天、地、人
、万事万物的那个神秘东西是“天”，是“气”，是“场”，是宇宙里的“精气神”或“数气象”，
亦称是宇宙规律，并由此把天上地下的一切东西都“人世化”，在天上有统治三界的玉皇大帝，在地
下有阎王。
且天地人是一体的，是全息的，也就是说天上所具有的，人间必然有，同理，地下当然也有。
    总而言之，整个宇宙是由能量（气）、信息（数）和态势（象）三个部分所组成。
如果基于这种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说中国风水学源自于中国古天文学、地理学和人体科学的科学
内涵。
在过去，中国风水学将天、地、人纳入一个大系统中对其综合考虑，在很长时间里，曾一直备受诋毁
和诘难，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对风水学研究的深入，中国风水学才再次被认识和发现，并
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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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受用一生的14堂实用风水课》以阴阳宅为主要对象，从事业、爱情、姓名、装修等方面着手，
由浅入深，去伪存真，不但将风水学的科学基理讲述透彻，同时也使读者能够参考《受用一生的14堂
实用风水课》为自己布局开运，从而获得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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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原始社会还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从而对人提出了生存挑战
，又值逢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要“择地而居”，选择那种“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
的地方。
这可以说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
《墨子·辞过》有云：“古之民，未知为富室时，就陵阜而居，允而处。
”所谓陵阜，就是指河流的台阶地带，现在发掘的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水边的土坡上，我们的远古先
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就不易受到洪水淹没的危险，并且容易取水和捕鱼获得食物，这就是后来的“
近水而居”的原则。
根据考古发现的住宅来看，在新石器时代几乎所有房屋都是坐南朝北的，因为这样可以取得冬暖夏凉
的效果，这便是“子午向”。
在远古时代，记载有巢氏发明了巢居，所谓巢居就是人们依树而居的生活方式，到后来发展为干栏居
。
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民族和地区在使用这种较为原始的居住方式。
再后来轩辕氏发明了穴居，就是在地势高或在寒冷的地区或季节，选择适于生活的天然洞穴作为他们
的居所。
而这些居住方式都在选择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要躲避自然灾害、野兽攻击、适应气候变化、光照条件
等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正是中国风水学的原始观点。
当人类发展到氏族社会的时候，人们开始过着群居的生活，又从原来动荡不安的游猎、采集圣火的生
产生活方式，发展成为较为稳定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
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顺利和发展，人类就必须“择地而居”。
据相关考证，在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人类已经从居住的山岭高地慢慢地向平原地区过渡，选择了在那
种天然条件比较好的河旁台地居住生活。
当时人类的那种迁移因素，应该解释为是因为人类已经可以靠自身条件去改变天然居所的时候，以及
人类进入氏族部落社会后，为缓解逐渐增加的人口压力的因素存在。
唐户遗址、平乐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文化或者龙山文化的原始建设，不管其当初的构思为何，皆都
离不开原始部落的集体建设方式，且这些也都可以证明人类已经走出了巢居和穴居的原始居住场所，
并且已能够利用周围天然的环境地势来营建原始的部落社会的活动地带。
在黄帝时代，人们为了农耕渔猎的需要，进行生产生活的行动须观天时，就是对天象有所观察，而悬
象莫大于日月，日月出没、周叶明晦，人对其的感受是最直接的，由此而观察天象，指导生产生活，
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虽然原始社会的人类对于各种自然现象没有理性上的认识，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生活在那种气候
及水土比较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而这个适应性选择其实就是最原始、最
朴素的风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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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受用一生的14堂实用风水课》风水之学，是中华民族之独创，上下五千年，厚积而薄发，实是中国
先民伟大智慧之结晶，世事变幻，几经压制和蹂躏，终不能使之光芒褪色，而今远播西方，遍及全球
。
风水之学，是天地之学，堪天道，堪地道，堪人道，无博学之基础，无广泛之学识，无虚心之向学，
无悟道之灵性，不能获知易理玄机，不能参透风水奥秘。
探风解水，藏气觅龙，终使人事通达，百事顺遂，贡献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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