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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周围的环境。
地理环境在地表分布千差万别，它具有不平衡性。
因此，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
也有相对而言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
人们本能地要选择、建设、创造自己周围的环境。
这就包括了建设创造城市、村落、和住宿的宅屋。
选择和建设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美丽、舒适、祥和、吉利的生活空间。
    《中国古代风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从考古发现的风水起源，介绍了古人对风水与建筑及其选址之
间密不可分关系的认识，昭示了风水与易经、八卦、历法以及阴阳变易、天人合一、五行循环、大地
经络诸多领域之间的互补关系；展现风水用于古都（北京、南京、长安、洛阳等）选址、城镇布局、
村落聚散、民宅（阴宅、阳宅）营建等方面的方法、手段和重要影响。
最后简述古今著名学者论风水及国际研究与学术活动等。
是有关中国风水理论与实践最完整的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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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希贤：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国内著名风水大师。
于希贤1940年7月出生在云南昆明一个世代中医的书香世家。
他几十年从事地理研究（中国古代风水也称堪舆或地理），曾任国际地理学会地理学思想专业委员会
委员。
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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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　　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汹涌澎湃高潮之时，是上个世纪之初。
那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撞击的一个高潮期。
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及地理学、建筑学传入中国。
当时潮动的方向，对中国传统文化大都借助西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凡与西方传统学术概念相抵悟的中
国传统学术，包括中医、中药与建筑文化风水地理在内，往往被蔑视，甚至笼统简单地一概斥之为“
迷信”。
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提出“只有彻底打倒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全盘西化”、“阴阳五行
学说是封建迷信、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科学不会说中国话”、“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更没有科
学思想”等等，这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时髦口号。
当时北洋政府在世风的影响下明令禁止中医、中药和风水。
风水，这一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的建筑文化，就被作为“封建迷信”、“宿命论”而不能登学
术大雅之堂了。
殊不知，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到“封建社会”之前几千年，青龙、白虎的风水已存在了。
用西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学术思维方式，正像过去的《马氏文通》，用英语语
法的原则来衡量汉语的语言句子，认为“汉语不合语法”、“汉语不通”，同样是“汉人学得胡儿语
，争向城头骂汉人”。
　　在过去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以“改造自然”、“人定胜天”为口号，这与风水“尊重自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尊重人的生理和心理的个性，追求人与环境和谐吉祥的目标格格不入。
在“彻底清除旧社会物质文化”的口号之下，拆除大量古城墙、古建筑、历史名人宅居。
这对中国古老的建筑，以及对这些建筑规划之中深层次的建筑文化的极大破坏，更是不言而喻的。
以拆除北京旧城为榜样的全国拆城之风，越演越烈。
而代之而起的是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泛滥着克隆外国的垃圾建筑，以“洋”为荣，盲目的把外国的东
西放到自己的祖先牌位上，致使千城一面，缺乏地方个性、民族个性和文化内涵的建筑，比比皆是。
　　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汹涌澎湃之日，是考验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中医、中药、风水等一
系列与西方纯理性科学所不同的东方学术之时。
东方的学术能否被世界学术之林接纳，而成为世界学术文化之林万紫千红的一个部分？
如果不能，它就必然会丧失自身的生存权利。
那么大量的古代中国的绘画、棋艺、中医、中药、风水等著述，只能落得任其放在图书馆古籍部尘封
音绝的命运。
就在此时，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罗庸教授1942年说：“中国建筑在中国文化上
有着极重要之地位，如看西洋中世纪以前建筑(如罗马教堂)，往往使人感觉宗教之崇高而自己的渺小
，至近代纽约建筑则与人以压迫的感觉。
中国建筑反之，中国建筑予人之感觉则以人为主。
物则为宾。
任何建筑似均可玩之于掌上者，尤以色泽之调和，富艺术之价值，如故都宫殿，墙基白色，上为红墙
，再上为红柱黄瓦，给予人玲珑美丽之感。
中国建筑不亡，则中国本位文化亦必不亡，且进而将影响西人之建筑”。
　　罗庸先生把中国建筑文化存亡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运关联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视之共同
存亡；或者说中国建筑文化的存亡是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一个指示器，这多么明确、多么深刻。
这一段话是写在六十多年之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至今读起来仍令人佩服其先见之明。
　　　　　　　　　　　　　　　　P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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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禄、荣、寿人所向往；艰、难、危、困人所趋避；饥、寒、贫、苦人所难忍。
趋利避害之心，是人群本能的反应，人皆有之。
于是，在中国，东方文明的发祥地，逐渐形成了依古代社会意识而形成的系统的建筑与景观规划体系
。
《中国古代风水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古代风水的再认识(上下)》从考古发现的风水起源，介绍了古人
对风水与建筑及其选址之间密不可分关系的认识，简述了古今著名学者的风水言论，以及作者多年来
关于风水的见解。
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中国风水理论与实践最完整的权威著作。
　　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周围的环境。
地理环境在地表分布千差万别，它具有不平衡性。
因此，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
也有相对而言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
人们本能地要选择、建设、创造自己周围的环境。
这就包括了建设创造城市、村落、和住宿的宅屋。
选择和建设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美丽、舒适、祥和、吉利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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