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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选题所涉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理论，建筑制度、
建筑文化观、建筑艺术、建筑形制、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等各个层面来阐释中国建筑文化的特征，是一
套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
这在国内还属首次，必将促进我国建筑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并对完善全社会的建筑意识产生积极作
用，发挥广泛深远的社会效益。
在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还要进一步重视对传统建筑技术和建造过程的整体研究，鼓励用新
的方法，新的视点来重新诠释古代传统建筑文化，所以文库要不断地充实。
中国建筑需要建构适应时代新发展的“传承一转换一创新”机制。
建筑是大地的印记，优秀的建筑师的创作一定有广阔的天地。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出版，就像茫茫大海与天相接处出现的一片建筑文化的船帆，正向我们
驶来，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
　　本书分八章，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中国风水思想的形成——包括祖先崇拜观念的形成和大地理观
的形成、天道观与风水思维、汉代象数易学的发展与堪兴术的鼎盛、宋明理学与风水的形势宗和理气
宗、元清时代游牧民族的萨满地理观以及近现代风水思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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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风水研究一、风水历史典籍在中国传统的择居思想中，风水一词的涵盖面很广。
狭义的风水指晋代以后，以地理生气说指导择居及墓葬的理论实践。
广义的风水则包括了中国择居营建历史上趋吉避凶、追求天人感应和祖灵福荫的营造理论的各种流派
。
风水甚至已经超越了营建本身而成为一种人事吉凶的思维模式。
风水的历史典籍归属于中国图书典籍分类中的子部术数类和史部地理类。
术数类包含了天文星占、历谱内算、阴阳五行、龟卜筮占、禳解厌劾以及形法相术这六大类。
其中，除掉占卜及禳解巫术外，可以视为两大类，一类以星象运行为征兆推演吉凶，可称之为天文星
家，一类以形法相术预测吉凶，相术在风水上以地理形法师为主流。
1．禳解厌劾是远古巫术的传承，相信万物各有神力，而人可以通过相应的仪式咒语来驾驭这类神力
，以达到相应目的。
禳解厌劾在风水历史中一直存在，但很少有理论上的系统解释。
2．龟卜筮占是在宗教帝灵观念出现后，人类对主神帝灵的敬畏而产生的卜问神灵意志的方法。
以灼龟、钻甲、蓍草、抛贝等各种手法所得到的征兆来获得帝灵的神启和吉凶的征兆。
其中的蓍筮，将得到的阴阳爻数加以归类，并与吉凶人事的分类对应，产生了古老的易学思想。
在周代以前，易学只是吉凶筮占的征兆分类，即帝灵神启的解释参照体系。
西周以后，随着思想家对天命观的深入思考，帝灵的观念被天道运行规律的思考所取代。
《周易》因此比夏商两代的筮占典籍《连山》、《归藏》有了人文意义上的质的发展。
但是作为龟卜、筮占行为的《周易》，与作为哲学思考的易学是不同的，龟卜、筮占仍然是对帝灵的
意志的贞问。
在风水实践中，“卜宅”这样的行为也一直存在。
3．天文星占是在萨满信仰高度发达的天文观测成就基础上形成的星占候气理论。
在大祭司垄断对主神崇拜的时代，观星象以奉祭天帝，定节气以敬授民时是“王”（帝巫）最为神圣
的事务。
中国的天文星占最后与九州分野结合，成为以日、月、五行星及二十八宿的天象预言地上人事吉凶的
理论。
4．历谱内算则是在总结五大行星的天象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十天干、十二地支和六十甲子的天
文历法，并以精准的历法推步力图计算出每一时日的星象及其对人事的吉凶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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