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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大地写下自己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几个英国人因为意外走进了香格里拉。
这里没有邪恶和悲伤，没有自私与争斗，这是和平幸福的秘境，更是每个人心中遍寻不得见的福地。
    更久以前，中国人为了寻找同一片福地费尽心血。
有的人找到了，就写下找寻的方法。
有的人没有找到，于是按前人的方法与创造。
一代一代过去了，时间一去不回，可是寻找福地的法门沉淀成博大精深的风水学。
英国人找不到进入香格里拉的路，华人却有一份厚厚的地理指南——风水。
    多年以来，我以风水的名义不停地爬山涉水，我曾经认为，这些努力是为了寻找能为天下人和自己
带来幸福的龙。
一次次登高履险、饥餐渴饮，随着山脉起伏河流曲折带给尘世的兴衰成败、悲欢离合而狂喜痛哭，日
晒雨淋中所见的风水堂局，慢慢在心田中连成一片广阔大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出静止的大地原来活力奔腾，山川河流平源湖泊生机勃勃，环境在我眼中不再是麻
木死物，这是个息息相关的有情世界。
山是金龙，水是血脉，平原是肚腹，山谷是怀抱。
我找到了龙脉，却没有找到属于全人类的福地，但是我对此有绝对的信心，因为我终于看到大地发出
的声音，尽管无法用语言文字去表达。
    大地记录着历史，人类在大地上写自己的故事。
大地向我们诉说早在人类文明之前就存在的天道，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却一直苦苦思索。
那时，生活幸福的人尊重大地，在痛苦中挣扎的人向大地求助。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风水经典的记载总是能让人实现愿望。
但是当我按图索骥去寻找，去发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间的痛苦和苦难是如此之多，命
运是如何无可奈何，这片大地真的有照顾过我们吗？
    其实这就是天道，只是我们无法读懂，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与道之间隔着天与地，人要走近道，那就让我们向着养育生命的大地来一起学习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每天设计新生活>>

内容概要

　　2500年前，老子倾注毕生心血写成《道德经》，却在当时无力实行自己的理想。
如今，正像老子在世时一样，他倡导的道依旧少有人能真正理解。
《道德经》中描绘的完美社会，到了今天尚且不能照搬套用，但是它与现代人类社会及科技碰撞而来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一定会让你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

在本书中，红尘凭借其鲜有视角，融合风水学、地理学等学科纵横解读《道德经》，以地之道去追寻
天之道，与《道德经》思想相呼应，更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精髓自然契合。
道无处不在，道的方向会指引我们创造永久生存的美好未来，启发我们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把
人类带回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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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红尘：旅美华人，作家、环境艺术家。
爱好广泛、博古通今，曾出版长篇小说《斩龙脉》系列等。
其通过风水的独到视角并结合传统文化对《道德经》进行研究，在多家网络论坛上阐述“和谐”与《
道德经》的辩证关系，引起较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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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在大地写下自己的故事
第1讲 顿悟非一日之功——从龙脉看道
第2讲 找寻心灵之源——寻龙路上悟得道
第3讲 适应规则最自然——阴阳平衡须搭配
第4讲 放低身段易得支持——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第5讲 以柔克刚话不争——“上善若水”说尽道家核心
第6讲 勇敢接受先天命——恰当运用命理学
第7讲 摆正心态应对命运——在“不可奈何”中“安之若命”
第8讲 知足是人生之宝——“由我之命”正是维护天道
第9讲 顺应自然，善待自然——知天道、合天道、守天道乃重中之重
第10讲 树立正确的善恶观——用正义和善良完善自我
第11讲 领悟“无为”真意——好风水其实浑然天成
第12讲 独立精神最可贵——风水师应具备科学精神
第13讲 敢于存疑获取真相——用实践科学验证风水学
第14讲 坦然正视缺陷与不足——道家的完美无定式
第15讲 崇尚自由的信仰——在“道”中成就自我
第16讲 属于华人的道教——道法自然皆随缘
第17讲 维护平等意识——万物并作才完满
第18讲 放开思想，深入思考——新道家，新生活
后记 心中的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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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上善若水 风水学是地之道，大地之上有土地山脉、河流小溪，如果高度归纳无非就是水和
土，以此两者为核心去命名这个学科，应该称为“山水学”而不是“风水学”。
风水学原名颇多，随便数出来的有“青乌术”、“堪舆术”、“地理学”、“地脉学”、“地利学”
、“相地术”，有“地”字的名称很多，但一个都没有提到水。
当“风水”这个俗名出现后，“地”字却不见了，与地有关的“山”字也没出现。
我们都知道，山是龙脉啊，龙脉不比风和水重要吗？
 水，的确比龙脉重要，除了水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外，还有风水学理上的原因。
 在山区寻龙脉要以水路、山溪山泉甚至是天池来证龙证穴。
到了丘陵平原地带，龙脉山岭可以消失，但是水路不能消失，失了水路代表龙脉不从此处过，此地一
无良好生存环境，二无真龙之气，长期发展很成问题。
龙脉可以不见，水脉不可不见。
 水势无形，水文辨吉凶之法复杂多变，但大体上说无非以下几点：一要水质良好，不一定非要有点甜
，有时候甜的水可能是受了特殊污染，真正没有受污染或少受污染比什么都重要；二要河道弯曲，越
多弯曲越好，直冲的河道就算只有一两公里都可能有坏影响；三要水流速度偏慢，水流快会产生拖刀
煞，多发意外天灾人祸；四要水量大，同时也表象为河道深，河道浅的地方水量不大，却最容易发生
水灾，水浅还不能通船通商，有百害无一利，黄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把握这四点，大环境的好风水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面的细节功夫要看个人机缘和风水师的水平了
。
 从以上内容可以得知，看风水当然最好什么都会看，什么都不会起码要会看水，水没看错，择地就对
了一半。
风水学中，水情为先，水法第二，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谈寻龙点穴，立向布局。
水对于风水学之重要，有如水对于道家之重，老子在《道德经》用了很多虚词形容什么是道，但是只
用了一种真实的物质去比喻道：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又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道德经》第八章） 最好的事物和德行都像水一样，水甘愿滋养万物而不争，甘处于众人不愿意去
的位置，所以最接近道。
接近道的人，善于选择对各方有利的位置，思维心绪缜密又明净，待人友好祥和，语言诚恳做事可靠
，人群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遇事能平静有效地解决，行动时善于选择对己对人都有利的最好时机。
因为不会恃仗着这些德行和能力与人争斗，所以不会使他人和自己产生怨恨之心。
 一句“上善若水”说尽道家的核心。
前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是书法家，求字者要得最多的就是“上善若水”，多年以后，任道长硬生生被
练就了集毕生书法功力大成的四个字，可见此句知者甚多。
但是明白者有多少呢？
 不争 我认识一个电子行业的老总，他觉得公司规模已经发展到需要文化的程度，决定以“上善若水
”为理念核心打造公司文化。
我知道后大感佩服，如此高屋建瓴，以后天下哪里还有外国手机的市场。
但是《道德经》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书之一，我抱着学习的态度进一步请教，如何把这个深奥的理论结
合企业，又如何向那么多员工解读？
他说：“水没有自己的形迹，到什么地方就会变成什么形状，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和适应不同环境的能
力，这是对公司上下的基本要求。
”我觉得有道理，但知道这只是特性之一，又问还有什么。
他又说：“水是天下致柔之物，但又是最刚之物，水可以无坚不摧，公司上下应该以这种柔弱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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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去争取市场份额。
”我听后哑然失笑：“您说的不是《道德经》的‘上善若水’，而是《孙子兵法》的‘兵形象水’啊
。
” 老子，道家，每个修道之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道家。
学道者要学的也是和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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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古代称风水学为地理，在我眼中风水与现代地理是互补的两面。
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一波三折，几度被科学、经济、政治体系批判、遗弃又拾起，到现在地理学的发展
仍然低调隐晦，但是地理学科的分支却庞大得惊人：军事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工业地
理学、农业地理学、商业地理学、交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不和
地理学挂勾结合。
最近我还发现原来还有个科目叫宗教地理学⋯⋯神也分地理环境？
细心一想，是啊，宗教崇拜与地理有绝对的关系，山区居民绝不会想到要祭拜海龙王。
    现代地理如此多元化，是因为古代地理本来就丰富多彩，在历史上风水地理的应用达到无孔不入的
地步。
帝都城市乡村的选址；河道城垣城市布局；皇宫庙宇富贵贫贱的一切建筑家居；华人面对佛陀所说的
人生之苦，如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以至怨憎会和五蕴炽烈，无不试图从风水中找到拯救之法
；行军打仗用风水，治国决策用风水，做生意求功名还是用风水，连追求爱情和希望后续有人都想从
风水中得到福荫。
人和大地的缘分是那么深，千丝万缕的联系沉重得让明明不是风水的羁绊与迷信都会被称为风水。
有些时代，信奉风水已经走向祸害社会的反面，但是这不能阻挡人类对地理的热情，因为我们是如此
热爱大地；风水学的发展也从未停步，因为我们对风水如此信任，一如对大地的信任。
    我背着风水经文爬过很多山，去过很多城市，进入过很多家庭，和很多人面对面地谈话或沉思，有
时只是一个人看着风雨落日静坐。
客户会带来很多人生故事，我除了要告知其前因后果，还要通过地理修造、设计布局，对事件趋吉避
凶。
也就是说，当我接下个案时已经把自己卷入其中。
我有机会在事件的中心观察，一如道家对生命的超越，每个个案来到我面前，我会因此得到多一次生
命体验。
    我还会去关注感兴趣的事件和地方，这是作为地理研究者给自己完成的课题。
这些课题无关个人得益，而有关于风水技术的应用总结，最终希望对人类有更多帮助。
比如大灾难的风水研究，大量人群危机的产生和预防，这些研究结果必然使人超越个体，超越私利，
直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风水学里的零碎经文被一句一句地印证或推翻，最后原来也能连成一片。
这时我看到的已经不是形而下的表面意义上的风水学，当这些拼在一起时，缝隙竟然消失，万物万法
合而为一发出一个大得听不见、无声却震动心灵的声音。
    我想把这声音写下来，有一天觉得用小说的形式是个好主意。
我认为只有小说的放怀才可以表达大地的浪漫和冷峻，人生的温情和风浪，于是我用拙劣的文笔，连
接起许多真实的风水个案，完成了古代长篇风水小说《斩龙》。
虽然读者喜欢，但是我仍然感到说不清道不明，于是我用同样的方法又完成了现代小说《风水师》系
列。
原以为写作是输出，其实是一场更严酷的修行，结果是越发空虚，无力表达，直到无意中从旧行囊里
翻出《心经》，翻开第一页看到“观自在菩萨⋯⋯”眼前一亮：“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    我在学生时代就能背诵《心经》，也能背诵一些《道德经》，不能说全明白，但心里越来越清晰
是毋庸置疑的。
电光火石之间，《道德经》第一章经文几乎同时跳上心头。
我忙不迭从行囊中翻出永远带在身边的《道德经》，查看那段我明明能背出来的章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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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一章)    道家讲道，又不讲道。
“道可道，非常道”，一讲就错，因为用一般的话讲不明白。
不讲又不甘心，因为道是拯救人类的唯一之路。
于是在《道德经》第一章第一行字，就写下“可道非常道”的经典，向想讲的欲火先泼一盆冷水，风
向一转换个角度去表达。
    “无”是天地的开始，“有”是万物的母亲。
无和有是对立的，却共同生育出天地万物；阴和阳也是对立的，却“一阴一阳之谓道”。
想了解道吗？
听和讲都不是办法，《道德经》第一章里面的“观”字才是不二法门：常无，带着虚空淡泊的心态，
才能感知无形无迹的力量和规律；常有，带着洞察世情的眼睛，才能看到缤纷迷象后的真相和界限。
    佛不能学，只能观。
道也不能学，只能观。
世上一切哲学一切终极的知识，都不是用文字语言能清晰表达的，正如我无法向您描述山谷中摇响松
涛的风的味道。
风水能学吗？
风水不是用来学的，也不是用来算的，风水是用来看的，只有看得足够多才能悟出其中的美丑善恶，
才能感悟其中的意义和深情，才能以审美天地的心去审美生命之大，才能明白人类为何要师法大地，
因而得到真正的重生。
风水师是大地的观察者，更是人世的观察者，此观察即是“学”与“悟”。
这种领悟事关个人利益、社会公益，事关人生的意义与以及如何面对无以名状的社会和世界，面对转
眼即逝的快乐和无尽的苦难。
    《道德经》讲的不是现代意义的道德，在此书中，道指向一个拥有无数看不清的脸孔的大趋势，德
是指走向道的方法。
当然，以“可道非常道”的原则，这个解释也不全面。
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以许多方法去比喻道，道日大、远、幽、无、天下谷，其比喻丰富活泼，缺
一不可。
但是《道德经》只有五千字，就算老子用足五千字去比喻道都无法给我们全貌，无数学者为《道德经
》注解发阐，却还没有人从与人最有缘分的大地着眼看道。
《道德经》说：“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足下的垒土观照道的奥义，正是《道德经》给我们的启示。
    曾有一位北京读者和我联系上，他说已故的爷爷是风水师，爷爷曾告诉他想学风水就要先看懂《道
德经》。
他问我：“老师，您认为《道德经》里有风水吗？
”红尘那一刻的感动有如站在古代地师所点的龙穴之上，那种隔世交流的共鸣难以形容。
我沉思良久才回答他：“我赞同您爷爷的观点，《道德经》里有风水。
不过学风水不能只看《道德经》，相反只看《道德经》也不能学会风水。
可是，当您在任何学问上走得足够远，研究得足够深，爬得足够高，您就会遇到《道德经》。
”    道与风水的互相观照，是红尘最想和大家分享的领悟。
道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与预见，解决与方向，是人类智慧中最接近真理的体系。
香格里拉的藏文原意是“心中的日月”，我们苦苦追寻的人类福地不只是无污染的肥沃田野，不只是
无外人入侵的山谷，不只是包容各种思想宗教各种生命共存的小世界，不只是还没有被破坏的自然环
境。
《道德经》是指引我们向“心中的日月”前行的手指，是教导我们建造香格里拉的蓝图，而我将努力
用风水学最可亲易懂的面目，从大地之道开始，和您一起观照“心中的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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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天设计新生活:18讲》是中国风水第一人红尘大师传授平凡生活中的命理，《道德经》其实很现代
！
《道德经》其实很未来！
《道德经》蕴含了风水密码！
《道德经》让你分分钟把握明天！
《每天设计新生活:18讲》不讲“秘授”，这里无所谓“学”，无所谓“习”，更无须“记”。
随意翻阅，便得灵透，看后便撂下，视野大不同。
换个角度看人生，你会收获不一样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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