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居环境与风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居环境与风水>>

13位ISBN编号：9787511703712

10位ISBN编号：7511703712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中央编译

作者：于希贤

页数：3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居环境与风水>>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人居环境与风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风水作为地理要素的环境内涵有其科
学的一面。
本书从考古发现的风水起源，介绍了古人对风水与建筑及其选址之间密不可分关系的认识；昭示了风
水与易经、八卦、历法以及阴阳变易、天人合一、五行循环、大地经络诸多领域之间的互补关系，展
现了风水用于古都(北京、南京、长安、洛阳等)选址、城镇布局、村落聚散、民宅(阴宅、阳宅)营建
等方面的方法、手段和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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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40年7月生于云南昆明一个世代中医的书香之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
几十年来从事地理(中国古代风水也称堪舆或地理)研究，曾任国际地理学会地理学思想专业委员会会
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历史地理》杂志副主编，中国古都学会理事，
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二届理事，第六届中国方志协会学术委员。
现任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经济地理》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
集十余年心力，先后就风水对北京、苏州、咸阳、洛阳、南京、泉州、昆明等古城城址布局影响与作
用潜心研究，1991—1995年两赴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校庆日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中国古
代风水文化生态观》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交口好评，受邀前往中国香港、台湾以及美国、俄罗斯等大学
、社团讲学。
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之上踏访的旧城新府、城池馆舍不可记数，除了为国内数十家大型企事业单位、政
府机关、学校、旅游园林区营建、布局、规划等提供景观风水文脉研究等方面咨询、设计外，还为国
外著名大型企业如宝洁、壳牌、IBM等在华机构提供咨询。
主要有《中国方志学大纲》《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云南古代游记选》《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山
河风情云南贵州卷》《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迷》等十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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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风水，法天象地的环境艺术    一、两次世界文化浪潮与风水建筑文化的不同命这    二、风水是
几千年来东亚根深蒂固的民俗文化    三、风水是以儒家为主，释、道结合的建筑文化    四、两种学科
体系、两种建筑文化传统    五、风水是东方环境审美诗性的艺术    六、历史上有关风水的一些争议    
七、阴宅土葬风水在新时代不宜提倡    八、21世纪风水走向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国际趋势第一章  法天
象地的风水起源  第一节  风水因法天象地而起源    一、风水的三个前提    二、风水的基本原则    三、中
国风水最早起源的假设    四、风水的起源以及黄土高原早期的窑洞居住者    五、野外考察的印象    六
、结论和建议  第二节  天、地、人结合的风水起源    一、仰韶半坡村的风水例证    二、先民在黄土高
原从穴居到巢居过程示意图  第三节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风水的起源    一、“四象”概念与二
十八宿、四季划分关系密切    二、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龙、虎图象    三、宗周丰京瓦当的
四神兽    四、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二十八宿与青龙、白虎图象  第四节  从考古发现看八卦、天文历法
与风水起源第二章  风水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两种思维系统、两套学术理念  第二节  易为东方抽象思维
的最高智慧  第三节  阴阳结合而成长命  第四节  天、地、生、人系统有机循环观  第五节  大地经络(龙
脉)的理论  第六节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观  第七节  五行相生相克  第八节  阴阳家邹衍的世界观  第九节
 建筑规划结构的尚中思想  第十节  天地合德时空对应  第十一节  人地关系的三种范式  第十二节  风水
理论系统的确立——郭璞与《葬书》    一、郭璞《葬书》及其理论    二、《葬书》形成时代的讨论    
三、《葬书》的“福荫反气”说引发的争议第三章  峦头理气结合的原则  第一节  活体法天思想的基础
   一、风水思想的哲学基础    二、风水先生的山水观    三、有关山的风水原则    四、风水景观的类型  
第二节  风水生态格局    一、风水格局    二、风水思想的山水结构形局    三、风水要素    四、风水格局
的空间构成    五、风水与景观    六、山环水抱必有气  第三节  什么是龙    一、龙的概念    二、龙的类型 
  三、四神砂    四、山形的类型  第四节  龙的随从——砂    一、砂的概念    二、砂的作用    三、风水中
察砂  第五节  大地的血脉——水    一、水的风水概念    二、水势与安宅原则    三、吉地中水的作用  第
六节  大地活体的穴    一、穴位的概念    二、风水穴类型  第七节  气——固态、液态、气态的生化    一
、风与气的概念    二、风水中的“望气”    三、风水中对气的深层认识  第八节  活体生根的基础——
土  第九节  因时间变化而立“向”    一、罗盘——风水对人类的第一奉献    二、有关方向的风水原则
与罗盘的二十五层第四章  风水与古代城市选址布局  第一节  古都原创文化透视    一、城市是文化的载
体    二、城邑的萌芽    三、城郭沟洫出现与父子相传的王位继承    四、“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都
城规模    五、“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都城模式    六、观其泉流、相其阴阳与古都城址选择    七、
“法天象地”的都城规划布局  第二节  风水与北京城的原创文化    一、北京城的风水外局    二、北京
城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建筑巧妙结合的实体    三、聚落和城市的起源    四、早期发展与城市沿革   
五、辽南京与金中都    六、《周易》象数与元大都规划布局    七、辉煌的明清北京城    八、紫禁城—
—风水建筑的杰出典范  第三节  风水与苏州、咸阳、长安、洛阳、南京等都城文化  第四节  昆明历史
文化名城的文脉景观特征    一、古今文化交融与多元文化汇聚的文脉特征    二、城市结构所蕴藏着的
历史文化内涵    三、明、清及民国初年老昆明的文化生态格局    四、老昆明的标志性建筑和文化景观   
五、昆明市区外围的人文景观与文脉  第五节  用风水视角观察莫斯科、华盛顿、维也纳的城市设计    
一、莫斯科的城市设计与风水    二、用风水观念分析华盛顿的规划布局    三、用风水观分析世界音乐
之都维也纳的文化意象  第六节  中国古代中小城镇及长江、黄河沿岸风水图示第五章  村落的传统地理
特征  第一节  村落环境选择  第二节  水为村落血脉  第三节  柔和的气场  第四节  村落的地基土壤  第五
节  村落风水的风景艺术  第六节  村落的花卉树木与历史脉络第六章  风水与住宅选址布局  第一节  宅
为人的生息之所  第二节  阳宅的环境条件  第三节  阳宅基址选择  第四节  阳宅吉凶经验  第五节  程建军
对阳宅的理法研究  第六节  方圆得体的庭院布局第七章  古代中国风水在朝鲜、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第
一节  古代风水在朝鲜的流传与影响    一、商末箕子迁徙朝鲜带去中国风水    二、《三国史》的记载    
三、古墓葬壁画中的风水四神兽    四、朝鲜文化中风水的发展  第二节  古代风水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一、日本都城风水举例    二、日本的“家相”第八章  著名学者论风水  第一节  杨文衡论徐霞客的风水
思想和活动    一、徐霞客常用的风水术语    二、徐霞客部分考察方法和目的与风水几乎一致    三、徐
霞客关于山脉分布系列的论述，基本上来源于风水学说，并为说明金陵风水服务    四、徐霞客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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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是替亲朋好友或寺庙看风水  第二节  李约瑟论风水  第三节  国际风水研究与学术动态附录1  西方
感应和行为地理学与中国风水理念的比较    一、感应行为地理、西方环境行为学的产生    二、感应行
为地理学的内容及其发展和应用    三、中国风水的起源和发展    四、中国风水在人文环境中的应用    
五、西方环境行为学和中国风水理念的比较附录2  中国古代的堪舆书目    第一类  峦头    第二类  理气    
第三类  水龙    第四类  宅法    第五类  罗经    第六类  选择    第七类  钳记  类书堪舆书目  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堪舆书目附录3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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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待在中国和汉文化圈流传了几千年，而现今又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兴趣的风水？
风水是东方人居环境审美的艺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民俗之中，体现出敬天法祖的建筑规划
特色。
离开了国际文化发展浪潮的眼光，离开了几千年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特别是离开了中国有
一整套发展完备的、流派纷呈的建筑文化系统，是很难看清楚风水本质的。
风水是东方儒、释、道结合的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分属两种学科体系、两种思维方式、两种建
筑文化传统。
阴宅风水在新时代不宜提倡。
2l世纪建筑风水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周围的环境。
地理环境在地表分布是千差万别的，具有不平衡性。
因此，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
也有相对而言比较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人们本能地要选择、建
设、创造自己周围吉祥的环境。
这就包括了建设创造城市、村落和住宿的宅屋，选择和建造适合于人们生活的舒适、祥和、吉利的生
活空间。
人们置身于其中，生活、生产、工作均有方便、舒适、安全之感。
美丽而富有特色的环境景观，还会使人们的心灵受到感染与鼓舞，使人们充满美好的情绪与崇高的理
想，以此为精神向导，促进事业的成功并带来光明的前途。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居环境与风水>>

编辑推荐

《人居环境与风水》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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