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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风水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和阐释。
内容涉及风水的历史传承发展、风水形成的理论依据、风水实践中的相关要领以及典型住宅陵墓风水
案例的分析，介绍了风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首次对堪称风水经典文献的《玉尺经》和《葬
书》进行了文白对译和现代解说。
     风水文化是东方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在传统社会中，其流布之广、浸淫之深，是任何一个
面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人所不能忽视的。
正确地了解风水、认识风水，不仅能够对中华文化做出准确的解读和判断，而且对于当今从事考古、
建筑设计、景观规划的人士，更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本书作者曾师从当代杨公派风水传人、耄耋高龄的李定信先生学习多年，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于希贤先生为本书专门撰文给予了充分肯定，相信这些对读者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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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风水的演变和流派中国风水源渊流长，可以追溯到距今3万年前“山顶洞人”的“阴宅”
和“阳宅”。
我们的先人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面对自然环境的威慑力，产生了敬畏环境、敬畏风水的意识。
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选择靠近江河湖泊等“得水”的地方居住、生产。
这就是中国古城古村落和古人遗址大多位于水边的原因。
同时为了达到“藏风”的风水效果，把自己的“家窝”安置在向阳的洞穴里或房子里。
在中国风水演变过程中，风水“形势”与“理气”必然融为一体．以“藏风”、“得水”为风水宝地
的要件，就像人类基因一样代代相传，一直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影响着人们的健康、财富和子
孙兴衰。
第一节 中国风水的产生缘于先人对自然环境威慑力的敬畏在距今200万年前，整个地球进入了罕见的
“冰河期”，四处天寒地冻，加上喜马拉雅山隆起，与其邻近的昆仑山也受到波及，不仅水源的获得
越来越难，有些地方甚至还成了沙漠地带，草木、动物逐渐减少⋯⋯整个地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猿人面临着生存危机，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水源严重不足，不得不离开昆仑山这块祖地，由昆仑山迁
移到中国境内_的猿人又分两路：“南路”由扬子江（长江流域）顺流而下，抵四川，东阻于三峡，
不得至湖北，北阻于秦岭，不得至陕西，乃盘踞扬子江上流，滋生繁盛，是为异日巴蜀二国之前身。
“北路”沿黄河而下，抵甘肃、陕西，自此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平原旷野，一望无际，适于人类之
生存。
（引自《中国文化之发源地》）迁移到内地的这群猿人生活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民族的
祖先，也是中华文明的“开山祖师”。
中国各地的考古表明，原始人类聚落遗址大多数位于较高处的洞穴中，这证明我们的先人长期生活在
“高”处，择“高”洞居是中国先人顺应自然并利用环境的风水经验。
下面以北京周口店考古发掘的四处古人原始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山洞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头盖骨，这就是“北京猿人
”（简称“北京人”）遗址。
这一发现把最早的人类化石历史从距今不到10万年推至距今50万年，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但在二战期间，北京猿人头盖骨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1966年，在同一地点科学家又发现了两片五十多万年前古猿人额骨和1片枕骨，这是人们知道下落的唯
一的北京猿人头盖骨。
1930年，裴文中又在“北京猿人”遗址的上层洞穴，即第4号发掘地，又发现一个原始人洞穴，这是周
口店地区继“北京猿人”洞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考古专家们紧接着确认了该洞穴是一个集“阴宅”、“阳宅”于一体的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
。
举世著名的“山顶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部分。
洞口向北，高约4米，下宽约5米。
上室在洞穴的东半部，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约14米。
在洞中地面发现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烧炙，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
方。
在上室地层中发现有婴儿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
下室在洞穴的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发现有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
矿的粉末及一些随葬品，说明下室是葬地。
下窨在下室底处，是一条南北长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带，这里有许多坠落进这个天然的“陷阱”中
的完整的动物骨架，可见下窨是山顶洞人防止动物侵袭的天然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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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不要用现代科学否定中国传统风水，也不要用现代科学证明中国风水，这才是学习风水应有的正
确态度。
由于现代人的需求和信仰更加多元化，许许多多的人关注中国传统风水文化，于是我介绍了中国古代
阴阳宅（住房和坟墓）风水术。
在历史上，中国传统风水对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经营建设起到过指导作用。
阳宅风水术积累了丰富的能使居住者在精神上、身体上达到良好状态的实用经验，阴宅风水术对于尸
体的保存，对于后人科学考古，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徐苹芳说：“把风水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是可以的，比如我们进行考古研究的人
就必须懂得风水，否则无法了解古时的建筑及墓葬的布局等问题。
”但是，对于古人所说的坟墓风水的好坏与后代子孙的荣枯、兴衰、寿天、贫富相关，现代人一定要
正确地看待它，毕竟阴宅风水在新时代是不宜提倡的。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幸运地得到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于希贤教授的关心和支持
，负责编审工作的宋庆光先生对本书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为写本书，我参考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和论文，没有这些前人的成果，就没有本书。
所以我对所参考的重要内容除了在书中作了谨慎的注明之外，又将主要书目一一列出，以示尊重。
如果您认为本书有建议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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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阴阳宅风水文化谈》作者曾师从当代杨公派风水传人、耄耋高龄的李定信先生学习多年，北京大学
历史地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希贤先生为《阴阳宅风水文化谈》专门撰文给予了充分肯定，相信这
些对读者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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