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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风水观

赵景伟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１０）

摘　要：风水在我国城市选址、城市规划、建筑设 计、园 林 设 计 和 营 造 中 都 有 所 体 现，中 国 古 都 风 貌 的 精 髓 就

是在古代城市规划布局中所体现出来的风水观念。《周易》、《管子》以及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风水理论产生

的思想背景，其阴阳哲学思想在古代城市规划中具有非常显著的运用，风水理论所体现的生态观念仍然是现

代城市规划的目标之一。正确运用风水理论中科学 的 观 念 去 正 确 处 理 城 市 规 划 和 环 境 问 题，是 当 前 国 内 外

规划和设计人员所面临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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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水释义

中国古代 城 市 规 划 知 识 组 成 的 基 础 是 古 代

哲学，糅合了 儒、道、法 等 各 家 思 想，最 鲜 明 的 一

点是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几千年的城市

发展历史中，受 到 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中 国 传 统 的

风水学说与 规 划、建 筑 和 环 境 密 切 相 关，通 常 是

为了选址而 对 地 形、地 貌、气 候、景 观、生 态 等 各

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评价的原则，提出建筑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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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一些指导性意见。

在远古时 代，“风 水”是 两 个 独 立 的 词，都 是

指自然 现 象。《说 文 解 字》（１９６３）：“风，八 风 也。

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

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

莫风；东 北 曰 融 风。风 动 虫 生，故 虫 八 日 而 化。

从虫凡声”。“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

中有微阳之气 也”。“风”、“水”的 其 他 义 项 都 是

在此基础 上 引 申、发 展 出 来 的［１］。不 过，风 水 作

为一个合成词，其意义并不是“风”和“水”的简单

叠加。“葬者乘生 气 也。经 日，气 乘 风 则 散，界 水

则止，古 人 聚 之 使 不 散，行 之 使 有 止，故 谓 之 风

水”。（《葬书》）

《汉语大 词 典》（１９９３）对“风 水”的 解 释 义 项

之一是“指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山脉

等形势”，《辞 源》（１９８１）和《辞 海》（１９８２）对“风

水”进 行 解 释 时，仅 列 了 这 一 义 项。在《辞 海》

（２０００：１８５１）中被定义为：也叫‘堪舆’，旧中国的

一种迷信。认 为 住 宅 基 地 或 坟 地 周 围 的 风 向 水

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

相宅相 墓 之 法。因 此，在 一 些 地 区 的 城 市 建 设

中，对于“风水”的研究一直都受到各种各样的干

扰，最主要的是许多人固执地认为它仅仅是一种

封建迷信。

二、风水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风水理论是集地理学、星象学、景观学、建筑

学、生态学和人体生命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古

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共同

组成了中国 古 代 建 筑 理 论 的 三 大 支 柱［２］。风 水

是关于 中 国 古 代 城 市 和 建 筑（住 宅、宫 殿、陵 墓

等）及其环 境 的 选 址、规 划 设 计 理 念 和 方 法 的 一

种特殊“术 数”，虽 其 中 有 不 少 的 迷 信 色 彩，但 也

充满了探索、解 释 自 然 现 象、自 然 规 律 及 人 与 环

境之关系的内容，且特别注重实践。

《风水探源》认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

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一种能

在生理和 心 理 上 都 满 足 的 地 形 条 件。古 代 风 水

学的形成和发展，哲学思想曾给以主要的推动和

帮助，这主要是受《周易》、《管子》和道家，甚至包

括儒家思想的影响，内容涉及到阴阳、五行、八卦

等。

《周易·文 言》：“夫 大 人 者，与 天 地 合 其 德，

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 天 时”。中 国 文 化 传 统 讲 究“天 地 人 合

一”，主张人 与 自 然 相 辅 相 成、协 调 统 一，人 与 自

然是和谐共处的，要遵从自然的规律。在营建选

址和空间营 造 过 程 中，要 审 慎 周 密 地 考 察、了 解

自然环境，利 用 和 改 造 自 然，这 与 风 水 学 的 主 张

是一致的。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

于现代的 人 居 环 境 设 计 也 也 具 有 重 要 的 参 考 价

值。

抛开风水的占卜成分不谈，在城市与山川环

境因素的关 系 上，风 水 理 论 的 形 成 和 发 展，是 符

合《管子》城 市 规 划 思 想 的。可 以 说，《管 子》“凡

立国都，非 于 大 山 之 下，必 于 广 川 之 上。高 毋 近

旱，而水 用 足。下 毋 近 水，而 沟 防 省”。（《立 政

篇》）的营国及城市选址思想，为风水理论的发展

奠定了理 论 和 实 践 的 基 础。《管 子》的 整 个 城 市

规划思想理 论，及 其 在 临 淄 城 的 成 功 实 践，是 我

国最早期的城市整体规划的理论［３］。

道教是中 国 主 要 宗 教 之 一，其 主 要 思 想《易

经》是为伏羲（创造八卦）、周公（创造六十四卦）、

孔子（为 易 经 作《易 传》）三 圣 创 立。在 道 教 思 想

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

室内布 局 陈 设 设 计 等 多 方 面 都 体 现 了“崇 尚 自

然，归法自然”的思想。在建筑景观组织设计、建

筑外部造型设计和建筑主体设计中，也形成了中

国所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

风水学的 自 然 美 主 张 观 照 山 川，巧 加 改 造，

从而获得自然美和建筑美的和谐统一。因此，理

想居住 环 境 描 述 为“卷 帘 惟 白 水，隐 几 亦 青 山”

（杜甫诗）。人们 常 说 的“风 水 宝 地”其 实 又 称 为

“四神地”。被风水奇书《阳宅十书》概况为：凡宅

左有流水，谓 之 青 龙；右 有 长 道，谓 之 白 虎；前 胡

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最为贵地。

从而使“背 山 面 水”成 为 传 统 建 筑 选 择 吉 地 的 自

然美准则之一。

如果《周 礼·考 工 记》对 中 国 政 治 性 大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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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那么《管子》和

风水理论 在 中 小 型 城 市 的 规 划 中 发 挥 着 更 明 显

的影响力。以《管 子》营 国 思 想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古

代城市规 划 思 想 在 中 国 古 代 城 市 由 宗 法 礼 制 政

治中心向经济文化中心的转化中，有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并且在其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中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４］。

　　三、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在古代

城市规划中的运用

　　水可以 聚 气，山 可 以 增 势，空 气 流 动 就 成 为

风，加上 阳 光 作 用 可 以 影 响 大 地 气 侯 和 生 物 生

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

的直接对象。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

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５］。

１．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

在我 国 古 代，风 水 被 称 为 阴 阳，阴 阳 又 叫 两

仪，是风水 术 的 一 个 中 心 理 论，特 别 讲 究 阴 阳 二

气的冲和，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物都是阴阳交媾的

产物，孤阴 不 长，孤 阳 不 生。风 水 书 被 称 为 阴 阳

书，风 水 师 被 称 为 阴 阳 家。中 国 古 代 哲 学 就 讲

了，世界万物始于阴阳，是生两仪，分出的阴阳二

气不断 地 一 分 为 二———两 仪 生 四 象———四 象 生

八卦———……阳气轻清上升而为天，阴气重浊下

降而为地……阴阳交媾，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而化生出大千世界。

风水的 阴 阳 哲 学 是 一 套 哲 学 逻 辑 的 方 法。

古人认为“山 南 水 北 为 阳，水 南 山 北 为 阴”。《老

子》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

物负阴 而 抱 阳 冲 气 以 为 和”。许 慎《说 文 解 字》：

“阴，暗 也，水 之 南，山 之 北 也”。“阳，高 明 也”。

《三柳轩杂记》有 对 阴 阳 家“为 磁 石 引 针 定 南 北，

每有子午 丙 壬 之 理”的 介 绍。在《逸 周 书·大 聚

解》中有：“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

营邑制。”说明“相 其 阴 阳”和“别 阴 阳 之 利”简 单

的阴阳哲 学 思 想 在 我 国 古 代 早 期 就 产 生 了。何

溥《灵城 精 义》中：“阴 用 阳 朝，阳 用 阴 应，合 之 固

眷属一家；山 远 收 山，水 远 收 水，分 之 亦 互 为 生

旺”。表 现 了 风 水 理 论 阴 阳 对 待 的 阴 阳 辩 证 思

想。中国的阴阳学说认为，凡存在的事物都分阴

阳，都具有阴阳对待、变化和统一的关系，这是中

国哲学中最早出现又最为根本的学说 ［６］１３６。

五经之首《周 易》中 的 易 卦 系 统 最 基 本 的 要

素为阴阳概 念，古 人 用 它 来 预 测 未 来、决 策 国 家

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

《汉书·儒 林 传》记 载：“孔 子 读 易，纬 编 三 绝，而

为之传”。对于《周易》中的阴阳思想，《周易·系

辞》中说：“一 阴 一 阳 之 谓 道。”以《周 易》为 体、为

本的风水理论在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汲取

了丰富的阴阳哲学思想，奠定了风水理论的哲学

基础［７］。

２．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古代城市的相宅、

择地

《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

是以阳不 独 王，以 阴 为 得；阴 不 独 王，以 阳 为 得

……凡之阳宅则有阳气抱阴，阴者则有阴气抱阳

……阴阳往来，即合天道自然，吉昌之象也”。中

国古人在不断地聚居实践中，总是在寻找最好的

自然环境，用 以 满 足 所 需 求 的 食 物、安 全 与 舒 适

的居住和便捷的建筑营造。

《阳宅十 书》中 说：“人 之 居 处 宜 以 大 地 山 河

为主，其 来 脉 气 势 最 大，关 系 人 祸 福 最 为 切 要。

若大形不善，总内形得法，终不全吉，故论宅外形

第一”。风水理论强调，选择宅居的外部环境，关

键是要看宅 居 能 否 处 在“阴 阳 之 枢 纽”的 良 好 自

然生态系统中。这样的阴阳枢纽，也就是风水格

局的 理 想 摸 式，称 为“穴”。《黄 帝 宅 经》：“夫 宅

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

未能悟斯 道 也”。并 指 出：“人 因 宅 而 立，宅 因 人

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

在城市选址方面，古代风水理论认为城池应

“负阴抱 阳，坐 落 其 中”，并 强 调 了“天 有 九 星，地

有九宫”的 格 构 模 式。《尚 书·洛 诰》记 载：周 公

在主持 洛 邑 的 营 建 时“予 惟 乙 卯，朝 至 于 洛 师。

我卜河朔黎水……亦惟洛食”。武王克商返回镐

京后，决 定 营 建 洛 邑 成 周，《逸 周 书·度 邑 篇》记

载了洛邑周围的山水形势：“自洛汭延于伊汭，居

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

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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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风水的 阴 阳 哲 学 思 想 与“山 水 环 抱”的 城

市格局

自然 生 态 系 统 中 包 含 着 气 象、地 质、地 形、

水、土壤、动物、植被等基本组成因素。人与自然

的共生共存是风水的目标，风水视人居环境与自

然环境的阴阳和谐为首要。所以，山川之中包孕

着城市，城市之中又有流水园苑的穿插［５］。

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绘成都城的修建：

“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

错峙。崤函有帝皇之托，河洛为王者之理……夫

蜀都者，盖 兆 基 于 上 世，开 国 中 于 中 古。廓 灵 关

以为门，包 玉 垒 而 为 宇。带 两 江 之 双 流，抗 峨 眉

之重阻，水陆 所 凑，兼 六 合 而 交 汇 焉，丰 蔚 所 盛，

茂八区而庵蔼焉。”灵关、玉垒、峨眉三山环抱，郸

江、检江两 江 护 城 环 绕，构 成 了 成 都 城 外 围 的 山

水格局。

古人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大宇宙（大周天），

而人是一 个 小 宇 宙（小 周 天）；大、小 宇 宙 之 间 的

建筑被 视 为 中 宇 宙，是 大 小 周 天 的 过 渡。天 为

阳，地为阴，建筑和院子是天地贯通一气的媒介。

院子、天 井 因 而 成 为 天 地、阴 阳 的 相 交 之 处［８］。

东汉仲长统《乐志论》：“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

流，沟池环匝，竹 木 周 布，场 圃 筑 前，果 园 树 后”，

是山水环 抱 哲 学 思 想 的 重 要 体 现。风 水 在 将 环

境秩序化的过程中，普遍而有效地采用确认自己

“居于世界中心”的 方 式 通 过 要 素 围 合 加 强 对 环

境中心 化 的 秩 序，所 以 风 水 空 间 最 显 著 的 特 征

是：以主体为核心的围合性空间［９］。

四、风水理论所体现的生态观念

风水学在古代的重要成就，一方面是其宝贵

的哲学思想，有 着 强 大 的 魅 力，另 一 方 面 包 括 一

些合理工程技术问题。风水的科学性恰恰在于：

了解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１０］。

风水的原本概念在于营造和谐的环境，包括

自然环境 和 心 理 环 境。我 国 古 代 先 民 运 用 风 水

理念协调各种自然因素，营造实实在在的宜人的

人居环境［１１］。风 水 理 论 反 映 了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理

论中“自然观”、“生 态 观“的 一 面。无 论 是“天 人

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

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

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

史上风水曾经 的 名 字 如“勘 舆”和“地 理”也 都 从

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风水脱 胎 于 中 国 传 统 农 业 文 明，其 前 提 是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实用理性的整体思辨，注

重人与自然 的 和 谐 共 生，主 张 顺 应 自 然、利 用 自

然和有节制 地 改 造 自 然，包 括 关 照 自 然、寄 情 山

水、游目澄怀的审美，亦注重人伦的和谐，并节制

个人的非分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水理论是

古代的一种 环 境 观、生 态 观，是 中 国 古 代 的 生 态

建筑理论［１２］。

生态建筑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麦 克 哈 格（Ｉ．

Ｌ．Ｍｃｈａｒｇ）指 出：“建 筑 生 态 学 的 观 点 是 革 命 性

的，它揭示 了 人 类 行 为 与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的 关 系，

建筑规划 设 计 要 建 立 在 把 自 然 生 态 视 为 一 个 具

有其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的基础上”。生态建筑学

确定了 其 基 本 取 向，是 运 用 生 态 学 的 原 理 和 方

法，以人、建 筑、自 然 和 社 会 和 谐 发 展 为 目 标，在

现有条件下，争 取 对 自 然 的 最 优 关 系，利 用 并 合

理的改造自 然，符 合 自 然 生 态 的 平 衡 与 和 谐，寻

求创造最 适 宜 于 人 类 生 存 与 行 为 发 展 的 各 种 生

态建筑环 境 的 有 效 设 计 方 法［１３］。生 态 建 筑 不 仅

要求用生态的意识进行设计，还要求在实施过程

中注重自然 资 源 的 利 用 率，保 护 自 然 植 被、原 生

土壤等，这种生态观念在中国风水思想中具有一

定程度的体现。

建筑风水 学 可 分 为 两 派，形 势 派 和 理 气 派。

形势派 关 注 建 筑 空 间，如 山 形 水 貌，藏 风 纳 气。

用现代建 筑 学 阐 释 仍 然 有 一 定 合 理 性。而 理 气

派则有明 显 的 方 术 色 彩［１４］。形 势 派 的 理 论 主 张

是：寻求建 筑 与 自 然 形 势 的 配 合，把 建 筑 融 合 于

山水宇宙图 案 之 中，根 据 周 围 地 形 地 貌 景 象，选

定建筑的坐标位置，高低朝向，平面布局，体型体

量，造型色彩……这是中国一种独特的建筑规划

设计方法。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精神领域中向来有

一种执著 的 追 求。风 水 是 在 中 国 特 定 的 社 会 文

化背景和民俗心理条件下，所建构的行为心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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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它与传统 的 儒、道、佛 有 深 厚 的 渊 源 关 系，风

水在中国社会流传几千年，其影响之深远。余健

说：当我开始努力用这种方法重新考察风水概念

的语源的时候，一个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世界渐露

其容。这是一个“巫”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象”的

世界，而非仅用词语来表达便足够［１５］。风水学是

人们对大自然法则的逐步认识，具有一定的科学

性。风水理论所关注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强

调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和整体的有机自然观。

五、结　语

虽然以上 所 述 阐 明 了 风 水 在 我 国 古 代 城 市

规划、景观 设 计 等 中 的 显 著 作 用，但 并 不 是 要 求

现代的人们全盘接受风水的思想，对于有一部分

人认为风水学能解决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问题，

或以仍有尚未发现的自然界组成物质为理由，来

解释古代风水学如何高明、奥妙，这是不科学的。

对于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而言，它毕竟产生在科学

不发达的环境下。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

有节制的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远不能达到如当

代建筑学所具备的先进技术手段，但在基本追求

上却是一 致 的。而 在 人 与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的 交 流

中，风水思想更注重人与自然在精神方面的两情

相洽，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

中国的风水观念，如果剥掉其封建迷信的外

衣，从实质 上 看，它 乃 是 一 种 环 境 设 计 和 景 观 设

计，即在选 择 和 营 建 人 类 的 居 住 环 境 时，将 自 然

生态环境、人为环境以及景观的视觉环境等做了

统一考虑，考虑适于人身心健康的良好生态与景

观［１６］。当今，不少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韩国、新加坡等西方学者对风水表现出了浓厚兴

趣，都相继对此作了专题研究。当代杰出科学史

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

的美学成份和深刻的哲理，中国传统建筑同自然

环境完美和谐的有机结合而美不胜收，皆可据以

得到说明”。

在现代城市规划的工作中，城市规划人员需

要正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思想，从中寻

觅人类 曾 一 度 丧 失，却 又 为 人 类 所 必 须 的“天、

地、人”和谐的追求，用风水理论中科学的观念去

正确处理城市规划和景观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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