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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阳宅堪舆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堪舆是中国古代环境和建筑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
象，它结合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观，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居处
的独特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住宅堪舆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狩猎时期，远古先民就已知选择避风向阳的洞穴作为
住所，有利于保温、防潮、防兽、防火。
到了原始农业时期，人类开始定居，逐渐对住宅环境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讲究坐北向南、背山近水，
进行合理的设计和布局。
　　自古以来人们建房筑屋，都希望选择最佳地利，让房屋处于最佳环境之中，与大自然构成天人合
一的和谐状态。
择势而居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具体演绎。
《管子&middot;乘马》说：&ldquo;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rdquo;《管子&middot;度地》又说：&ldquo;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形之肥饶者。
&rdquo;先哲更是主张综合考察阳宅基址。
《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楚苏掩提出。
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
&ldquo;　　先哲们对居住和环境的重视，逐渐地将&rdquo;天人合一&ldquo;的思想演变成传统文化的
重要支脉--堪舆文化，即风水之术。
风水术真正兴起于汉代，民间开始流行风水吉凶的说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风水术开始盛行，出现
了管辂、郭璞等风水大师，到唐宋时代已渗透到民间，明清时期则已在民间广为流行了。
　　虽然堪舆在其发展过程中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内容，但透过现代文明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时，我们
仍然能发现蕴含其中的文化精髓，而这些文化精髓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沉淀，这正是需要我们去
传承的部分。
　　住宅堪舆在中国古代的兴盛与每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制度逐渐成熟，堪舆术利用普通人对自己命运变化莫测的好奇和关注，再配备
一套神秘而复杂的学说，使人们更加坚信命卦与凶煞等理论，甚至借用一些毫无科学道理的镇宅术，
试图改变不利现状，进而放弃自身的努力，安于压迫而不敢反抗。
因此，除了确实有对堪舆学术迷信的部分人群之外，进行思想专制是堪舆术在封建历史时期盛行的重
要原因。
　　纵观住宅堪舆的理论体系，虽然蕴涵了地理学、建筑学、环境学、心理学等基本理论，但书中的
神秘色彩很浓，以八卦、五行、干支、煞、气、游年、三元九运等概念把很简单的道理搅很复杂难懂
，以至平民百姓不易读懂，而堪舆师却借以任意解释，造成很大的欺骗性。
譬如，附加了诸如阴阳、游年、形煞吉凶等众多无根据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论；由于对宅形
汇总复杂凌乱，对吉凶的论断也常常自相矛盾。
而且，虽有部分正确理论，但因其历史悠久，代代相传，也不乏有夸大其词、故弄玄虚者，从而形成
封建迷信，陷入谬论，误导世人。
　　《阳宅十书》不仅讲形胜，还讲卦理，重在大游年理论，忌讳颇多。
　　因此，对于这本书还是要本着批判怀疑精神进行研究，不要为其中的糟粕思想所束缚。
　　《阳宅十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由王君荣编著而成，他精选了当时最盛行的堪舆学术著述，将其汇
总而成。
原著有如下三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一是内容丰富，与其他几千字一本的堪舆书籍比较，《阳宅十书》
堪称是一本中国古代住宅堪舆的集成之作。
二是内容针对性强，此书集中叙述阳宅堪舆，内容涉及房屋从建造到布局的方方面面。
三是理论完备，本书中涉及包括元运、卦例、星命等较多的阳宅堪舆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
　　虽然堪舆学相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实质为唯心主义，但也具备某些传承自易经的中国传统文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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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深入认识堪舆学，就可以发现，堪舆学不仅对于现代建筑学、环境学、心理学等学说有宝贵的参考价
值，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为了保存、整理传统国学中的古籍经典，我们以明代王君荣10卷《阳宅十书》为底本，并以独特
易懂的编辑方式对原书进行了适当的加工，本书体例如下：　　1、【原文】：本书以清代编纂的《
古今图书集成》版本为底本，进行了精心的点校、编辑。
并根据原文内容进行适当的分段分节整理，力求在完全尊重原书内容的基础上，更方便读者阅读。
　　2、【白话提要】：以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对原书内容进行了翻译与解释，以方便读者更好的
理解原文。
　　3、【白话图解】：本书采用了图解这种现代化的编辑方法，以数百个图解，表格将一些重要理
论方法和难以理解的文字进行了生动易懂的图解分析和汇总，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古文阅读体验。
中载有约两百幅古代房宅形势示意图，对这些难懂的古图我们进行了重新绘制，以富有立体感的现代
绘图让读者一目了然读懂原书古图。
　　4、【插图】：本书还从原书和其他古籍中，选入众多珍贵的插图，并配以生动、详细的图说，
进一步扩展本书的阅读内容。
　　《阳宅十书》是专论住宅堪舆的集大成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
其内容博杂艰深，历代注解各异，由于编者能力学识之限，《图解阳宅十书》中白话提要、图解部分
仅作阅读参考，若有错误之处，均表歉意，还望读者予以指正。
　　编者谨识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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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解阳宅十书（白话详解图解本）》是中国古代最庞大的一部官修百科丛书，清康熙时代至雍
正时代历时二十八载编修而成，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
共设立汇编、典、部三级类目，其特点在于彻底贯彻&ldquo;以类聚事&rdquo;的原则，收录了从上古
到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献资料，内容涵盖了我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保存了几乎所有学科的
源头和血脉。
　　《古今图书集成白话图解》丛书精选《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录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过数年的
精心校勘、白话评注、生动图解编撰而成。
该丛书简体横排，体例完备，通俗易懂；此外，还辑录了大量古代珍贵图版，精心绘制了手绘图、表
格、图表，用现代编辑手法大大增强了其可读性，同时兼具较大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
该丛书的出版，是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一个侧面的全新梳理，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古代住宅风水的典范之作；200多幅现代立体绘图，解读堪舆文化古图密码；100多个知识点汇总
图表，130个名词解释，全面掌握堪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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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与中国古代住宅文化（一）紫禁城与中国古代住宅文化（二）罗盘的结构《古今图书集成白话
图解》丛书总序编者序：中国古代阳宅堪舆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目录本书内容导航导读一 风水与中国古
代环境文化1. 风水的源起：风水的历史发展2. 风水的基本流派：形势派与理气派3. 风水的哲学基础（1
）：阴阳观念4. 风水的哲学基础（2）：五行学说5. 风水的方法来源：八卦与六爻6. 经天纬地的符号系
统：天干地支7. 风水对于天文概念的借用：九星8. 对风水的应用与理性认识：风水的应用导读二 风水
中的常用概念与基本工具1. 风水的常用概念：阳宅基本术语2. 风水的基本工具：罗盘上卷 阳宅外形与
定宅法第一章论宅外形：住宅外形与居住者的关系1. 宅形吉凶推断：民间常见吉凶宅形2. 八方坑坎歌
：坑坎方位断吉凶3. 何知经：根据现状断宅形4. 宅忌架桥梁歌：架设桥梁吉凶5. 阳宅外形吉凶图说：
看宅形断吉凶第二章论福元：家庭成员与命卦方位1. 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2. 福元说：元运推
算命卦3. 福元入掌纹起例说：推算男女福元4. 野马跳涧诀：推算福元的方法5. 起男女上中下元诀：男
女福元推算步骤6. 三元甲子福德宫定局：男女各元运吉凶方位7. 东四位宅图说并东四位生人用例：东
四位生人应居东四位8. 东四位坎宫相生人：布局方位宜忌9. 东四位离宫相生人：布局方位宜忌10. 东四
位震宫相生人：布局方位宜忌11. 东四位巽宫相生人：布局方位宜忌12. 西四位宅图说并西四位生人用
例：西四位生人应住西四位13. 西四位乾宫相生人：布局方位宜忌14. 西四位坤宫相生人：布局方位宜
忌15. 西四位艮宫相生人：布局方位宜忌16. 西四位兑宫相生人：布局方位宜忌第三章论大游年：命卦
吉凶方位1. 九星与九宫：司掌人间祸福2. 吉星三：贪狼、武曲、巨门3. 凶星五：禄存、文曲、廉贞、
破军、辅弼4. 兴废年：九星兴废之年5. 大游年方位十二宅图说：住宅分类6. 九星祸福诀：九星吉凶与
祸福7. 摇鞭断宅诀：八卦五行属性推断家人吉凶方位8. 五鬼制爻：五鬼入九宫吉凶爻相9. 五鬼点头：
五鬼与九宫相生相克10. 五鬼穿宫：廉贞星入八卦方位11. 破军凶煞：破军入各宫吉凶12. 九星断宅：九
星吉凶所致福祸13. 九星明断诀：九星所主吉凶14. 五行生克诀：五行与星宫关系第四章论穿宫九星：
大游年主方位和层数1. 方位与层数：吉方宜高大，凶方宜矮小2. 截路分房说：以门或墙分隔宅院3. 穿
宫十二宅图：各种宅院穿宫法第五章论元空装卦诀1. 装卦爻福祸预兆2. 元空装卦诀3. 黄石公竹节赋下
卷 阳宅内形与布局方法第六章论开门修造：门的重要性及运用法则1. 气口：安门的尺度、方位和月
日2. 修门杂忌：安门修门择日宜忌3. 门光星起例诀：安门修门适宜用门光星4. 门光星吉日定局：安门
修门的吉凶日5. 门户歌：宅门的八个方位6. 用门尺法：门尺的由来及用法第七章论放水：住宅内放水
的吉凶方位1. 宅以水法而取效：放水吉凶方位2. 放水歌：放水方位宜忌3. 九星水法吉凶断例：放水吉
凶推断4. 阴阳山水法：阳山放阳水，阴山放阴水5. 阴阳山水歌：阴阳山水吉凶6. 四路水法：四路黄
泉7. 四路水法歌：辰戌丑未位放水吉凶8. 黄泉煞诀：黄泉位放水凶煞9. 九星来朝：九星方位来去水10. 
二十四山放水定局：二十四山放水吉凶征兆11. 阴阳生命说：出生年份论阴阳命卦第八章论宅内形：住
宅内形与居住者的关系1. 住宅内形吉凶征兆：住宅吉形煞形2. 内形篇：建造次序和布局3. 火说：论厨
房的吉凶方位4. 火歌：各宫位生人吉凶方位5. 火路吉凶歌：厨房吉凶方位主福祸6. 阳宅内形吉凶图说
：运用图示解释宅内形吉凶第九章论选择：根据出生年份选择吉日1. 选择的方法：先起命前五神2. 五
神：青龙明喜仓库盗贼白虎3. 命前五神定局：五神方位的确定4. 五虎遁诀：五虎遁起的方位5. 九宫建
宅：定生宫而后游年变宅6. 游年变宅：方法步骤7. 行年建宅：通年宜修建，凶年要忌讳8. 起宅上运例
法：男女上运时的行年数法9. 起工动土：选择房屋起土动工的吉日10. 造地基：选择打造房屋地基的吉
日11. 起工破土：选择房屋起工破土的吉日12. 定磉扇架：选择建造柱基门扇的吉日13. 竖柱：选择房屋
竖柱的吉日14. 上梁：选择房屋上梁的吉日15. 盖屋：选择修盖房屋的吉日16. 泥屋：选择修补房屋的吉
日第十章论符镇：镇宅辟邪的符或物品1. 符镇保平安：符镇可逢凶化吉2. 黄石公安宅护救符镇法：法
术与符镇3. 五岳镇宅符：家不安定的符镇4. 镇宅十二年土府神杀：误犯土凶神的符镇5. 镇四方土禁并
退方神符：误犯三杀凶神的符镇6. 镇命元建宅有犯凶神：误犯本命卦的符镇7. 镇行年建宅神符：误犯
行年凶星的符镇8. 三教救宅神符：凶星处建宅的符镇9. 镇多年老宅祸患不止：破旧房屋的符镇10. 镇八
位卦爻反逆：冲犯命卦方位的符镇11. 镇年月日时相克：建宅日期与方位相克的符镇12. 镇分房相克：
分房分宿不利的符镇13. 镇元空装卦未顺：元空装卦不顺的符镇14. 六甲符咒：与天地日月相克的符
镇15. 修造预镇神符：住宅修造前的符镇16. 镇火庵远近布爻不成：厨房位置不利的符镇17. 镇八宅不成
卦爻拆改：八宅吉凶星误盖的符镇18. 镇宅内移徙出火修造方道：移居出火的符镇19. 移徙预镇神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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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年月方位不利的符镇20. 镇宅内误犯二十四位凶神：误犯二十四凶神的符镇21. 镇外形冲射：凶煞
冲犯住宅的符镇22. 镇四邻起土修造误犯我家土府凶神23. 镇四季误犯土王杀：误犯土王的符镇24. 镇穿
井不在利方：穿井与福德不利的符镇25. 镇宅中邪气妖鬼作怪：家遭妖鬼作怪的符镇26. 镇宅内被人暗
埋压镇：宅内被人暗埋镇物的符镇27. 镇府州县衙门不利：官路不顺的符镇28. 镇儒学不利：学途不顺
的符镇29. 镇寺观不存僧道：寺庙无僧人的符镇30. 武帝应用灵符：变凶为吉，天人感应31. 时命与吉凶
：阳宅十书之大义后记 正确认识风水附录1：《黄帝宅经》全文（四库全书版）附录2：三元九运下卦
飞星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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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风水的源起　　风水的历史发展　　风水术产生于原始时期，并一直流传至今，每段历史时期
都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而有不同程度的传播。
　　先秦：风水思想的萌芽时期　　风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狩猎时期，但当时严格意义
上的风水术还没有产生，只是出现了与风水术相关的相地知识，为后来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人们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知道择地而居。
如《墨子&middot;　　辞过》中说道：&ldquo;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
&rdquo;这与后世风水师提倡的&ldquo;近水而居&rdquo;的原则相吻合。
　　先秦时就有相宅活动，包括相阳宅和相阴宅，先后有盘庚、公刘、周公等人在相地实践中都作过
贡献。
但当时看宅没有什么禁忌，还没有发展成一种术数。
　　秦汉：风水术的酝酿时期　　秦代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地脉观念。
讲究风水地脉的习气无论是在朝廷还是民间都很盛行。
　　汉代时，风水理论开始逐步成形。
当时，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了先哲对宇宙的总体认识构架。
这些理论对风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奠定了风水最初的理论基础。
此外，对墓葬、住宅也开始讲究，期间出现了《移迁法》、《图宅术》、《堪舆金匮》、《宫宅地形
》、《禹贡》等有关书籍。
　　魏晋南北朝：风水术的传播时期　　风水术在魏晋流传很广，产生了像管辂、郭璞这样的风水宗
师，管辂是三国时的平原术士，以占墓有验而闻名天下，现在流传的《管氏地理指蒙》就是其经典之
作。
晋朝郭璞著《葬书》是风水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本书专论阴宅，而且几乎是所有的后世风水
学者必学之书。
虽然对于阴宅的研究晚于阳宅，但发展迅猛并反过来影响阳宅理论的发展。
自晋以来，风水学在我国，特别是东南地区开始传播。
　　另外民间也出现很多擅长风水术的无名隐逸之士，流传着很多有关风水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当时
整个社会对风水术的接受和传播情况。
　　隋唐五代：风水术的漫延时期　　隋朝时，流行卜占葬日与推断葬地吉凶的做法，出现了有名的
相地师萧吉，著有《相地要录》、《宅经》、《葬经》、《五行大义》等书，很为后人景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各种学术广泛兴起。
风水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葬书》的流行以及罗盘的广泛使用，并且作为一种理论日益成熟。
当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出现了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一
大批名师。
并且新的风水理论层出不穷，尤以东南地区发展最快，以江西派为代表形成了形势派或峦头派，以福
建派为代表形成了理气派，大大丰富了风水学理论体系。
　　五代十国，因袭唐代兴盛的风水观，各代皇帝都信风水，到了后周时期，风水术将民间阴曹地府
的信仰纳入系统之内，使得原本属地理学之风水学蒙上更迷信之色彩，使人真假难辨。
　　宋代：风水术的盛行时期　　宋代时期，风水术盛行，出现了许多名师和典著。
宋代最著名之相地大师赖文俊，著有《催官评龙篇》、《理气穴法》、《天星篇》等经典之作。
但是宋代的皇帝，对风水的态度差别则很大，有的很信风水，有的反对风水，有的则持怀疑态度。
　　宋代的风水大师很多，有赖文俊、傅伯通、张鬼灵、蔡元定、徐仁旺等，但宋代记载的风水文献
并不是出自风水师之手，而是由当时很&ldquo;正统&rdquo;的学者撰写的。
如高似孙、洪迈、袁采等人，可见当时的风水理论已相当完备了。
　　明清：风水术的泛滥时期　　明清时期，我国风水学发展到了极点。
风水学出现了的一个重要支脉--玄空学，当时产生了两位风水学巨匠，一位是明末清初的蒋大鸿，著
有《地理辩正》，但唯恐天机不可泄露，辞隐意晦，后人难以通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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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将玄空风水传之干世的是清朝的沈竹先生，清末民清以后他的后人及弟子根据他的理论著《沈氏
玄空学》及《宅运新案》，这两本书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时期之前很多人主张理法与形法相互对抗，如《山洋指迷》中认为只有峦头派才能解决问题。
但明清之后有很多的人开始主张二者合而用之，大大完善了风学水的理论。
风水著作较著名的有《阳宅指南》、《相地指迷》、《水龙经》、本书《阳宅十书》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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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阳宅十书（白话详解图解本）》是明代一部专论住宅堪舆的典范之作.精选当时最盛行的堪
舆著述.汇总而成。
原著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对房宅的外部地形、内部结构、元运宜忌等都有十分详细、实用的介绍，因
此清代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将其收入丛书之中。
　　住宅堪舆是中国古代关于建筑环境规划和设计的一门学问，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从古至今.人们都把选址作为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其本质就是选择生气旺盛的风水宝地.使得天、地
、人三才合一，和谐相处.安居立业。
虽然在现在看来.堪舆术存在其历史局限，甚至被一些江湖中人作为欺骗钱财的工具。
但是作为流传近千年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文明遗产，它仍然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以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
　　《图解阳宅十书（白话详解图解本）》以《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录的《阳宅十书》全本为底本，
进行了精心的点校和编辑，以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对原书内容进行了翻译与解释.并根据原文内容进
行适当的分段分节整理。
又以立体、形象的绘画对原书近200幅古图进行了全新的、现代化的解读.使读者轻松读懂这本经典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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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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