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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晏子春秋》）古人发现，同样的橘子树种，如果分别种在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虽然果树和果实
都很相似，但果实的味道却大相径庭。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水土异也。
”——用现代的说法：是环境的差异造成的。
不同的岂只橘子树。
我们知道，相同农作物品种，种在不同的田地里，所收获的产量和品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发现，在自然状态下，不同的环境生活着不同的植物。
在向阳的山坳、盆地和靠近水源之地，生长着的往往是生物量最大的、最茂盛的品种和个体。
简单地说，在这些地方生长的植物个头大，生长快，单位面积内的总重量大。
这些现象是漫长岁月中生命对环境的选择和适应的结果，也是环境对生命的压迫结果。
大地是不会讲话的，但它却表达出很多信息，也会记录下我们人类在大地上发展的历史，记录下物竞
天择的结果：在山区，在高原地区，人口总量少一些，每个民族或族群的人口数少一些，这里的人民
生活质量差一些，贫困一些。
在盆地、平原地区、靠近江河湖海地区，人口数量大一些，人民富裕一些。
地球上绝大部分城市和富裕之地多数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大江大河的沿岸和出海口周围。
人类的生存和植物的生长，结果何其相似！
如果说我们人类和植物有所不同，那么，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可以走动，可以自主地选择生活的环境，
避免被不利环境所压制和淘汰，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生存和发展。
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性。
（《郭璞古本葬经》）大地的形态决定了生气的行止，进而影响着大地上万物的生、旺、兴、衰。
在古人的世界观里，万物皆因气而生。
无论是种植农作物，还是人的居住和工作，都要选择生气旺盛之地。
更有甚者，古人还认为，由于先辈与后辈之间，尤其是母子、父子之间存在着感应关系，只要让去世
的先辈骸骨感受到大地的生气，活着的后人也能有所感应，能得到好的命运而兴旺发达。
“葬者，乘生气也。
”埋葬先人的骸骨，就是要乘大地的生气。
传统风水理论的核心、各种思想和方法都是以寻找适合埋葬先人的有生气之地和如何才能“乘生气”
而展开的。
古人认为，找到和正确利用这些地点，就能得到美好的生活，因为大地生气积聚的位置，是孕育之地
、兴旺发达之地，是福荫的源头。
动物不会埋葬死去的同类，更不会通过埋葬死者来寄托哀思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与动物相比较，埋葬死者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祈求通过葬先人而能够福荫后人，纯属迷信。
毫无疑问，古人是迷信的，而且，迷信的范围不仅限于风水。
疑惑、分辨不清、失去了判断能力，就是迷。
不断对“迷”加以探索，才能不断有新的“信”确立。
知识是无限的，我们懂得越多，就会发现不懂的更多，令我们疑惑和分辨不清的事物永远存在。
这就是社会在不断进步，而迷信却依然存在、甚至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也许，人类的文明本来就如此：智慧源自愚昧，源自迷信，人类从无知蜕变到有知，就像鲜花和粮食
出于牛粪和污泥。
埋葬先人而福荫后人是迷信的思想，但选择埋葬先人骸骨之地的原则却是古人从选择适宜种植农作物
之地的原则类比而来。
因此，寻找聚气之地的思想和方法并不完全迷信——从老鼠、蚂蚁、蜜蜂、鸟类等众多动物选择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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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筑巢或挖洞的本能行为，到现代人寻找居住地的思想和筑城建屋的行为，都与古人寻找聚气之地
的思想和方法惊人地一致。
更加令人深思的是，无论古今中外，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从择地聚居、筑城、建屋，到族群的兴衰、
国家的扩展和灭亡，大量的事实印证了不少源自埋葬死者的理论的合理性。
作者研究古人埋葬先人的理论，并非认同“葬先人能福荫后人”的思想，而是从风水理论的最初形成
人手，从古人最原本、最朴素的思想和意识人手，分清哪些是风水理论的推导，哪些是在风水理论形
成中融人的生命本能和生活经验，再以大量城市的历史变迁来印证部分传统的风水理论——“物有本
末，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风水的思想和不少基本的名词本来就是朴素和直观的，是古人朴素世界观的反映，但
在传统风水理论的形成和细化过程中，因认知所局限和风水从业人员有意识的误导，很多风水的名词
和概念被神秘化和迷信化了，本书将逐一还其本来面目。
本书的体系不同于传统的风水，但全部都是从传统的风水和古代文明中提炼出来。
在浩瀚的古籍里，还有很多蒙着迷信外衣的真理，就如在现代的作品中，有很多披着真理外衣的迷信
一样。
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考究。
如果说《生命的领地——风水与命运》是作者先前抛出的一块砖，那么，本书算是作者再添的一片瓦
，希望能生引玉之效。
冯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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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命的本能和历史的必然性解读传统风水，并以此作为风水理论展开的主轴线，继承了传统风
水“乘生气”的思想，抛弃了传统阴阳五行思想的束缚，使风水学说回归唯物，回归客观。
    本书深入浅出，既有风水博弈理论的突破，又对社会上流传较广泛的家居风水“常识”给予解释和
评判，提出了在选择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时，怎样抢得最有利位置的思想和方法。
适宜风水研究人员、建筑设计专业人员、风水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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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春天来了，栗子树开花了，此时，室内的栗子也开始萌芽。
树木开花和种子萌芽是两件生活中常见的事件，引起古人思考的是：种子早不发芽，晚不发芽，偏偏
要等到树木开花时才发芽，而且，今年如此，去年如此，年年如此。
我们现在好理解：生命有节律性，这是遗传决定的。
一般情况下，生命的节奏与大自然运动的节奏是同步的，当气温、湿度和光照等环境条件适合时，这
种事情就会必然出现，该开花的开花，该萌芽的萌芽。
树木开花和种子萌芽是两件互不相关的独立事件，只是栗子树的开花和栗子的发芽这两个事件发生所
需要的外部环境条件相近似。
我们的祖先是农民，树木开花好理解：树木种在地里，受土地的滋润，长在野外，阳光雨露之下，当
春天来到之时，树木自然就能够开花。
如果水、肥充足就会长得好，这样花就多些，果实也结得好些。
如果土质差些，水、肥不足，就长得不好，花就少些，果实也差些，甚至不开花、不结果。
种子萌芽就不好解释了：种子在屋子里，没种在地里，也没日晒雨淋，它怎么会萌芽呢？
而且，年复一年，不早不晚，总是发生在树木开花的时候。
终于，古人想通了：种子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是树木的一部分，栗子和栗子树本来就是一体！
当室外的树木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而开花的时候，放置在室内的种子受到树木的感应而发生萌芽。
种在土地上的树木得到大地生气的滋润，可以使得它被放置在室内的种子萌芽。
那么，如果埋葬在地下的先辈尸骨也得到大地生气的滋润呢，那活着的后人不就发了吗！
这便是古人十分朴素的想法。
古人认为，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葬于地下的先辈尸骨和活着的后人的关系就像树木和种子的关系一
样，只要让尸骨像树木一样感受到大地之灵气，活着的后人也能像种子一样有所感应，能得到好的命
运而兴旺发达，这就是风水所说的：“气感而应，鬼福及人。
”（《郭璞古本葬经》）古人是朴实、天真的！
其初衷并不是迷信。
动物不会埋葬死去的同类，埋葬死者是我们人类独有的行为，这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
考古发现，在七千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葬人只是挖个坑，放进尸体，然后盖上土，这就是墓
。
“墓，慕也。
”（《释名》）慕，就是思念。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示儿》）南宋时期的陆游写这首诗的时候_点都不迷信。
他告诉他的儿子，他为没有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而感到悲伤。
朝廷的军队收复北方的那一天，在家祭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我”。
既然是“万事空”了，为什么还要“家祭”呢？
虽然死后与人世间无关了，祭祀祖先还是必须的，这是对祖先的追思。
几千年来，埋葬先人的行为经历了由简到繁的演变过程。
到大汶口文化（前6300-前4500）的中晚期，以木材为器皿装尸体，我们叫这器皿为“棺材”。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古人“种”下棺材当然是希望得到官和财。
古人埋葬下的不仅是先人的骸骨，也埋下了对逝者的思念，埋下了活着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根据“树木的开花和其种子的发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类比、引伸出“埋葬先人的骸骨能福荫后人
”，显然并无必然的逻辑性，更不可能以实验来证明。
也许，会有某些有成就之人，其祖坟确实符合风水的要求，但仅仅是个案，并无普遍的意义，不可能
以现代的统计学知识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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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通过埋葬先人而能福荫后人是迷信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把生产实践和生存的经
验融入到这种迷信的思想中，进而提炼出各式各样的经验和理论，而这些混合着迷信思想、生存经验
和生命本能的理论一直指导和规范着后人在择地、建屋、聚居和筑城等方面的行为。
巧合的是，这种带着迷信思想的理论，如果剔除其迷信的部分，剩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与现代环
境科学等现代文明是一致的，区别的只是研究思路的差异和文字表达方式的不同。
也正是这种差异，风水可以弥补现代文明的某些空白和不足！
“葬者，乘生气也。
”埋葬先人的骸骨，就是要乘大地的生气。
这是《郭璞古本葬经》开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除去“者”和“也”就四个字：葬乘生气。
这四个字是中国风水学说的理论基础，风水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围绕这四个字展开，并不是“座北朝南
”、“背山面水”这些生活经验，更加不是“阴阳相济”、“五行生克”、“属猪属狗”这些似是而
非的道理。
无论阴宅还是阳宅，判别风水的好与坏，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乘大地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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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年前，一个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理学硕士、暨南大学讲师调入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进入
了社会人文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
岁月流逝，不经意间，他成为了一个风水、命运的研究者。
　　严格地、系统性地接受过自然科学的研究训练是作者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作者把风水当作古代的文明来研究，以寻求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为目标。
　　不一样的研究目标、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不一样的背景知识、不一样的解决问题的方
法。
是本书作者与其他风水研究者的最大区别，也是本书的新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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