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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水又称为堪舆、卜宅、相宅、青乌、青囊、形法、地理、阴阳、山水之术等等。
《建筑风水美学》是国内第一本从建筑的视角来研究风水和美学的专著，书中对中国风水与美学的思
想源流、思维特征、美的范畴、风水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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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古时期，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过对性的崇拜。
美D.L.卡莫迪在《妇女与世界宗教》一书认为：古代生殖力观念的另一方面是关心死后的存在。
我们有证据表明，约在50万年前，北京附近的龙骨山洞中，人们在安葬死人时已有了希冀死后再生的
观念。
在别的一些地方，人们在安葬死人时，也把死人摆弄成胎中婴孩的姿势，似乎暗示出坟墓便是子宫。
这些都说明，某些初民竭力以“有某些东西”会留存下来的直觉去打破死的桎梏。
在他们的神话中，这个“某些东西”可以承担梦中出游的角色，可以想象为非物质的存在；它可以像
火从木柴上放出的烟，也可以是某种具有枯荣周期的类似植物的东西。
⋯这样，生殖力也就成了古代人关心的生与死及与死对立的生的母体。
由于收获与人的出生相联系，所以大地仿佛采取了母亲的样式，成了作为一切生命之源的伟大母亲的
主要具体形式。
所以古代人的崇拜及其信仰常常集中在生殖能力上。
在史前部落群体中，这样的崇拜可能是⋯将大地与女性的妊娠和周期性生产相联系。
D.L.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中译本，第15-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这是因为在母权制时
代，人们繁衍全依赖于妇女，而且人们对妇女生育缺乏认识，还不懂得人是“男女媾精”的结果，这
就自然而然把人类生殖能力看作是一个伟大而神秘的自然力。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妇女性器官的崇拜，也就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原始思维是质朴而又天
真的，先民们常常从妇女怀孕分娩的事实出发，探询大地的奥秘。
嫩绿的麦苗是从土地内长出来的，难道大地也当真和人类所熟知的具有生殖功能的妇女一样能怀孕吗
？
女性生殖后代，大自然也孕育万物，原始人开始把大地与母体等同看待。
《老子》所提到的“玄牝之门”被认为是宇宙间一个硕大的女性生殖器，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本。
中国新石器时代典型的丧葬方式之一——曲肢葬无疑表达了史前先民的一种审美风尚：即以初生的婴
儿或母胎中的婴儿为“美”，因为他们代表或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或生殖力，他们是最容易得到复苏
的催生的力量。
人们之所以要将人或猪的肢体捆绑起来，埋入地下，正是要使其像胎儿重返母胎那样获得再生的机会
。
这同时也就向我们暗示出史前人类眼中的墓穴正是大地母亲的子宫。
这儿不仅是蔽护生命、遮风挡雨的处所，而且是人类意识的新的生长点：人类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非人
类的起源，在这里发现了大地母亲生养万物的秘密。
更重要的是，他们从种子在地母子宫中的死而复生这一过程中找到了战胜死亡并获得永生的信仰与秘
诀！
按照史前人类的思维逻辑，既然人类和种子一样自大地母亲的子宫中产出，那么死者埋入土里就像种
子撒入地里一样，要归回出处——大地母亲的子宫。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正值母系氏族高度繁荣的鼎盛时期，女性不仅负责生产领域的一些重要部门，
如纺织、制陶、播种等，而且肩负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重大使命，由于当时人们是以雄雌繁殖或女性
生育这一直观现象来理解大地母亲创生万物这一伟大创举的，所以人们把自己的地穴、半地穴住处想
象为地母的子宫，新石器时代史前先民居住和埋葬习俗共同形成了一种审美风尚的整体，那就是集体
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回归，追求人与大地母亲的和谐共处。
殷商以青铜文化闻名，但周代也不逊色。
我们在周代青铜文化中可以看出古代先民生殖崇拜的雏形。
近代甲骨学大师罗振玉说：“周人铸钟喜用‘丁亥一。
周人铸钟对于“丁亥”的重视和喜用，实际上并不限于铸钟，就是铸冶其它器用和行事也有表现。
例如，《多方》：“唯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夏小正））：“二月丁亥，万用入学”
⋯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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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古人对“丁亥”的重视。
据考证，在周金文中“丁”字占九十五例，“亥”占九十例，各约当全数的三分之一。
至于周人喜用“丁”日，据推测乃是因为“丁”与“添丁发财”音声附会，吉日用“丁”，可以满足
人口增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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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斗胆进入风水的领域，缘于受到李零、葛兆光先生著作的影响。
李零先生的《中国古代方术正考》、《中国古代方术续考》、《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等著作几乎全
部通读。
李零先生在方术研究考证方面详实独到；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
著作中提出了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的思想史理念。
他说：“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
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
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
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而这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
续，也构成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
”根据这样的理念，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也对风水进行专题阐述，肯定了风水在中国思想
史的作用。
源于此，他们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给予我很多的启示。
“风水”一词，既敏感又好玩，读书人接触的只为了好奇，精英文化不愿接纳。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玉德教授在多年潜心研究风水中也有很深的体会，如王教授在《神秘
的风水》中所云：“学者们看不起这门学问，他们认为只有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儒家学说
，研究四大发明，那才是名正言顺的学问，而风水是‘下里巴人’是不能上正席的‘狗肉’。
如果谁要研究风水，往往就会被其他学者视为不务正业，搞歪门邪道”。
这话笔者颇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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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风水美学》：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植树术和竹林以防风，强调流
水近于房屋的价值。
虽在其他方面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中国农田、居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
都可藉此得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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