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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风水与现代住宅》主要内容：风水是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
的一种择吉避凶的理论和技法，也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
住宅的方位、形貌、布置、色彩乃至周围环境，都会对居住者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乃至工作事业
产生影响。
所以在选择、安排、布置居家住宅时，了解和遵循住宅风水的知识和方法，就具有了极为现实的指导
意义。
“风生水起旺家居”，我们在选房、购楼、租赁住宅时离不风水知识，装修、布置家居空间时同样离
不开风水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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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向标，现任深圳物业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深圳房地产和物业管理进修学院副教授，首批入选中国物
业管理师师资库专家，《住宅与房地产》杂志社特约记者、专栏主持。
 近年来，赵向标一直致力于物业管理及传统住宅风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代表作有：《物业管理制度
范例》、《物业管理文书表格范例》、《传统风水与现代住宅》等，并参与《中国景观楼盘》、《国
际新住宅》、《中国建筑与表现年鉴》等书的编辑策划工作，并发表专业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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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水概述1.揭开风水的神秘面纱2.古人如何定义“风水”？
3.《辞海》的风水定义有何不当？
4.如何科学理解住宅风水第二章　风水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风水的理论核心——“气”（1）气的基本
含义（2）风水理论中“气”的内涵类型（3）风水中的生气与煞气第二节　风水与阴阳学说（1）阴阳
学说的基本内容（2）阴阳学说在风水中的应用（3）风水与自然阴阳方位的选择第三节　五行学说与
风水理论（1）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2）五行与风水（3）五行与“五方”第四节　住宅风水的基本概
念1.“形法”与“理法”的分野2.山川形法的主要内容3.井邑之宅的环境选择4.宅外形和宅内形5.理气
宗住宅风水技法概述第三章　住宅内部空间的合理布置第一节　门窗与玄关风水1.慎选开门方向2.大门
外有“四忌”（1）忌直路或走廊冲门（2）忌大门相对（3）忌门口对电梯（4）忌大门对下行楼梯3.
大门的形状和尺寸4.进门宜忌（1）入门宜有“四见”（2）大门入口处忌以下三见5.玄关的风水作用6.
宅内设计装饰如何美化玄关7.玄关放置鞋柜的注意事项8.窗户的风水要求（1）窗口不可对大门（2）窗
口不宜与隔壁窗相对（3）两面开窗不可正对（4）窗户数量大小要适中第二节　客厅风水1.客厅装修
的风水要求（1）客厅通道安门宜忌（2）客厅梁柱的化解方法（3）客厅尖角的化解方法2.客厅设备摆
放的风水要求3.客厅组合柜与沙发的布置4.客厅吉利字画的选择第三节　卧房风水1.卧房的位置与格
局2.床的风水意义和设计要求3.床位摆放的风水宜忌（1）安床“四宜”（2）安床“五忌”4.卧室及家
具颜色第四节　厨房与餐厅的风水1.厨房位置及开门方向的选择（1）厨房位置的选择（2）厨房开门
“四忌”2.灶台与灶具位置“八忌”3.餐厅方位与装饰要求4.餐桌选购与摆放的风水要求第五节　书房
与小孩房风水1.慎选书房位置2.书房装修布置的风水要求3.写字台摆放宜忌（1）写字台摆放的理想位
置（2）写字台摆设“五忌”4.儿童房的风水规划5.婴儿房的位置和布局第六节　厕所浴室风水1.卫生
问位置应慎选2.浴厕设备要讲究3.浴厕应保持清洁通风干燥4.浴厕不宜改为睡房第四章　气候、光照与
植物的风水调节第一节　室内微气候的风水调节1.气候的风水效应2.太阳幅射与室内自然采光3.保证住
宅的适宜温度环境（1）建筑外环境温度对人体的影响（2）室温的调节（3）人体对建筑材料的触感温
度4.保证住宅有适宜的相对湿度5.“藏风”与室内通风并不矛盾6.如何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洁净第二节　
室内采光照明与风水1.如何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洁净2.如何获得良好的室内采光（1）选择最佳的建筑朝
向（2）注意住宅自身的采光设计3.反光入室为风水大忌4.照明的风水5.如何做到科学照明（1）科学选
择灯具（2）分区照明（3）多光源组合6.烛光增添居室浪漫情调7.卧室的灯光选择第三节　植物花草与
庭院居室风水1.植物花草的风水效应2.常见庭院吉祥植物3.小庭院怎样种花4.阳台适宜种植的植物5.室
内种植花草的作用6.居室中不宜放置的花卉7.居室怎样养花8.居室摆放绿色植物要得法第五章　住宅外
部环境的评价选择第一节　风水理想环境模式的构成1.中国风水的理想环境格局2.中国民居的理想环境
模式第二节　对风水理想环境模式的整体评价1.理想风水模式，多采用封闭形空间构成形式2.良好的景
观是理想风水模式追求的目标之一3.风水环境模式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理想住宅环境的追求4.风水理想
环境模式的社会心理学分析5.风水模式的宗教文化学分析第三节　住宅环境的风水追求1.选择择封闭式
的环境单元为住宅基址2.住宅以坐北朝南为最佳3.理想的宅地应“藏风聚气”4.“风水之法，得水为上
”5.建宅居住应顺乘生气6.回避不宜居住之地（1）从自然环境角度回避各种不宜居住之地（2）从社会
环境角度回避不适宜居住地址7.注意住宅环境绿化第四节　山水环境的风水评价1.四神砂与靠山、案山
、朝山2.五行山势的吉凶评价3.水系布局的吉与凶（1）水聚明堂为吉（2）河曲之内可安宅4.水流形态
、水势、水质的风水评价（1）水流形态以屈曲环抱为吉（2）水势的风水评析（3）水质以清明甘甜为
吉第五节　路桥、建筑、树木的风水评价1.道路风水大要（1）玉带围腰路为吉，反弓为凶（2）直路
冲宅为凶相（3）宅前斜路或阶梯2.道路包围住宅不吉利3.天桥对楼宇的风水影响4.以“山法”判断住
宅四周建筑吉凶5.以功能论住宅附近建筑吉凶6.树木的风水效应第六章　住宅风水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一
节　河图、洛书与八卦九官1.河图、洛书之谜2.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3.河洛八卦与风水的方位系统第二
节　古代天文学在风水学中的运用1.五纬与五行2.星宿四象与风水方位系统3.北斗与风水堪舆九星第三
节　古代记时系统及风水运用1.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2.夏历的十二月建与二十四节气3.中国古代的干
支记时法4.干支与中国风水的四柱“八字”5.中国风水的“三元九运说”6.二十四山定向法（1）二十
四山定向的历渊源（2）二十四山的排布方法（3）二十四山向的阴阳划分第七章　风水技法与建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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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第一节　日法——建筑、修缮吉日的选择1.忌神煞法2.紫元飞白法第二节　符镇法——一种源自风水
的建筑民俗现象1.石头镇宅压煞法2.文字图案符号镇煞法3.民间常用的镇宅化煞物品第八章　理气宗风
水技法及运用实例第一节　方位理气技法入门1.风水罗盘的测向方法2.使用罗盘确定住宅坐向3.寻找住
宅中心（立极）点4.住宅平面的方位划分第二节　福元八宅法1.东四卦与西四卦2.住宅坐向决定宅卦3.
命卦与宅卦是否相配合4.运用福元八宅法布置宅居实例第三节　游年八宅法1.游年八宅要旨2.大游年起
点（伏位）如何确定3.游年七星排布规律4.游年八宅法运用实例第四节　九官飞星理气之一：流年飞星
盘与八宅飞星盘的排布和运用1.玄空飞星排盘法（1）洛书步伐（2）入中、顺飞与逆飞2.流年飞星盘及
其运用3.八宅飞星盘及运用实例（1）八宅飞星盘的排布（2）八宅飞里盘在住宅风水中的运用4.八宅飞
星盘结合五行断住宅吉凶第五节　九官飞星理气之二：宅命飞星盘在住宅风水中的运用1.宅命盘的构
成2.宅命盘的排布规律及实例3.宅命盘在风水中的实际运用第九章　附论第一节　是是非非说风水1.风
水能与迷信和“伪科学”划等号吗？
2.风水不乏迷信色彩，但不可因此全盘否定风水3.风水中存在明显的科学内容，对此不可无视4.风水能
与科学划等号吗？
5.不应夸大风水中的科学内容，甚至将风水视为一门科学第二节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风水1.中国风水在
海外的辐散（1）中国风水东传日本（2）中国风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3）中国风水在东南亚（4）中
国风水在英国（5）中国风水在美国2.国际风水理论研究动态（1）东亚对风水的研究和风水热（2）欧
美国家对风水理论的研究3.外国学者对中国风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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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揭开风水的神秘面纱风水学是古代中国人的重要发明，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学术门类，也是中华
民族独创的传统文化宝藏之一，很值得今天的人们研究发掘。
近百年来，欧美日韩等国的学者们都对风水进行了专题研究和应用。
我国当代的有关学者也对风水学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并已取得显著成效。
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生存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
其中尤以居家住宅最为风水所关注。
从古至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人类的生活始终离不开居家住宅。
住宅是一家大小团聚的地方，是人们辛勤劳作后归来休息的场所，也是人们传宗接代、共享天伦之乐
的宁静的港湾。
住宅风水学就是人类的居住环境学，这个“环境”，一方面包括住宅外部的大环境，也包括宅内小环
境。
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环境，就是我们每日作息生活的家居环境。
因为住宅的方位、形貌、布置、色彩乃至周围环境，都会对居住者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乃至工作
事业产生影响，所以在选择、安排、布置居家住宅时，了解和遵循住宅风水的知识和方法，就具有了
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风生水起旺家居，我们在选房、购楼、租赁住宅时离不开风水知识，装修、布置家居空间时同样离不
开风水的指导。
然而，接触传统的风水知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风水作为一门古代学术，有其定规，有自己的理论和操作技术，历代列为方术或方技，称为风水术。
由于古代缺乏地质、气象、水文、建筑科学，人们只能根据自己时代的知识水平和理论来认识居住环
境，解释居家环境选择与布置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
于是阴阳五行、易经八卦、河洛九宫等古代解释宇宙自然的观念就成了风水学的主要理论依据。
同时，为了迎合人们普遍存在的避凶趋吉心态，有的风水师还人为编造了一些庞杂而神秘的巫占内容
加诸古代风水，这样就使本来具有朴素科学道理的风水知识被笼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外
衣。
正因为如此，很久以来，风水学就曾被一些人士认为是封建迷信，继而，又有人说它是一种“神秘文
化”，后来，又有人因其神秘和玄奥而将其打入了迷信的冷宫与禁宫。
笔者以为，传统风水就其形式来看，确实具有相当的神秘性，从某种意义上称其为“神秘文化”亦无
不可。
但是，就风水的合理内核而言，绝对不能简单地以“封建迷信”而加以完全否定。
风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神奇而隐秘的瑰宝，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对这门传统学术进行系统的清
理发掘，去除其神秘荒诞的外衣，揭示其科学实用的合理内核，以还其本来面貌，便于指导今人的居
家生活。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科学昌明，实事求是，在今天的中国，不应存在任何学术禁区。
我们相信，只要学界共同努力，揭开风水的神秘面纱，打开风水学的“迷信”枷锁，应该是指日可待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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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风水与现代住宅》是置业安家指南，室内布局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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