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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建筑环境和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的关联进行总结、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风水理论进行分类、研究，对其哲学文化内涵、数理法则、风水理论的局限性
进行总结。
对古代风水理论的作用、概念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剖析。
 从建筑选址的角度，着重研究总结选址与风水理论关联的土壤、水流等要素，用现代科学理论验证一
些风水理论的科学性，并对古代城市和聚落的布局的风水要求进行分析，阐述其中的科学因素和对现
代规划的借鉴作用。
 从建筑物的角度，分析古代建筑物的形、神、势，并从生态建筑学、景观建筑学的角度和古代风水理
论进行比较，揭示古代风水理论与现代建筑学的哲学内涵的统一。
 从室内设计的角度，结合港台风水研究的一些说法，对家庭、公司的室内摆布的风水要求运用现代建
筑平面、装饰设计的要求进行剖析，证明风水上的要求和现代建筑学的要求是异路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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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风水术无论理论基础、思维模式，还是价值取向，终极目标，都深受《周易》思想
影响，二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风水与中医的理论基础大多来自《易经》，从某些角度上讲，可以算得上兄弟学科。
他们研究的是主体一个是人体，一个是房屋，核心都是“气”，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阴阳说、五
行说更是如出一辙。
中医与风水同样重视“气”，中医中的气为风，血脉为水，气滞、气盛皆不好，血脉不畅不好，似乎
与风水理论有不少同理之处。
《水龙经》中说：“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毛，皆血脉之贯通也”。
 中国古代医学文化中的“阴阳说”确定的“阴”与“阳”，同人的属性有关联的，有女人与男人、小
辈与长辈、年幼与年长、体弱与体壮、抑制与兴奋、收敛与发散；同人体组织结构解剖有关联的，有
人体部位的下部与上部、下降与上升、进入与排出、体内与体表、内侧与外侧、腹部与背部、精血与
气、藏精与传化、筋骨与皮肤、体内脏腑的五脏（心、肺、脾、肝、肾）与六腑（胆、胃、小肠、大
肠、膀胱、三焦）、下部的肝肾与上部的心肺，以及每一个脏腑的“阴”与“阳”之分；同人体的生
理功能所相关联的“阴”与“阳”，是指脏腑物质与脏腑功能的关系；应用与病理辨证时，诊象的里
与表、虚与实，精神的委顿与狂燥，面色的色泽晦暗与色泽鲜明，语声的低微无力与高亢洪亮，脉象
的沉与洪、细与大、涩与滑、迟与数，寒热的畏寒与壮热，大便的清晰与燥结，小便的清长与短赤等
。
 “阴阳说”用“阴”与“阳”的盛虚偏衰和伤邪，概括千变万化的疾病原理：阴邪致病，出现阴盛阳
伤的寒证，阴虚则不制阳，出现虚热证，即所谓的“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内寒”，“阴
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阴”“阳”双方的抗挣会引起病情的演变，“阴”“阳”双方的虚损会导致对方的虚损，即所谓的
“阴虚及阳”，“阳虚及阳”，“阴阳两虚”。
 “阴阳说”是辨证的总纲，为“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首，而且里、寒、虚属阴
，表、热、实属阳。
进行诊断，调整阴阳，抑盛、补虚、纠偏、抗衰，恢复阴阳平衡的正常状态，调理人体的阴阳平衡，
是预防疾病的“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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