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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对提高建筑环境质量、促进居住者身心健康、选址定基、控制内
外环境质量，以及环境对人们的生理、心理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解析，以期对建筑地理环
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全书分上篇、下篇与附录。
上篇就《周易》的阴阳思维和建筑中反映的潜在意识及环境品位等作了简略的梳理；下篇就建筑地理
环境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与阐释；附录为古代建筑学中的冲煞禁忌及主要参考书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与地理环境>>

作者简介

　　余卓群，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专著有《建筑视觉造型》、《建筑
设计理论》、《现代博览建筑》、《博览建筑设计手册》、《信阳长台关余氏宗谱》、《中国建筑创
作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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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上篇建筑地理环境释要周易哲理基础传统哲学探微中国建筑阴阳思维民居潜在意识钩沉论堪舆文化
建筑环境意识建筑环境品位下篇建筑地理环境与健康诠释地理环境的各种学说建筑地理环境的选择建
筑风水漫话形法中的“地理五要”建筑“穴眼”漫话宇宙气场与气口建筑地理环境的三形四势室内环
境质量分析生理节律心态平衡分析环境定位地理生物学生态住宅论和谐住居环境的构建从系统思维审
视社会和谐附录冲煞拾掇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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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建筑的开放性　　人们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具有封闭性，其实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按《周易》
中的阴阳思维来看，事物有封闭的一面，必有开放的一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易·系辞上》称“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
备矣”。
它概括了天地之间的万象，远者无限，近者静止明正。
何况它本身是以天道明人事，以人事证天道呢？
在建筑中必然反映这种思维。
例如，任何建筑在封闭的一面，封闭性很强，甚至不开窗，而其开放性的一面，一般在临大门一侧，
讲求礼制的喜庆大典，节日威仪应有尽有。
广场、道路、上马石、太狮少狮（太师少师）、牌坊、华表等等，其讲究“门面”之盛，无与伦比。
　　中国哲学上“内圣外王”的思想意识，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筑上反映更加强烈。
追其源流，离不开阴阳调和与互济。
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天体运行规律中，来加强自身的修养以利进取。
这正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写照。
中国古代社会以士大夫阶层最具有代表性。
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上下的纽带，其人生哲学正是受“内圣外王”这正负两极相反相成的思想所支配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其封闭的一面是维护传统，其进取的一面是面向社会，促进改革。
反映在建筑上也有两个不同的极端，既有高墙深院的气势，也有山水园林的情趣。
宏观上，北京故宫与苏州园林是一种鲜明的对照。
即或是宏伟庄严的故宫，其中也有灵巧开放的乾隆花园，一方面是求得气势、威镇宇内，而另一方面
则是悠游于园林。
试看各种寺庙道观，对外气势森严，山门、三大殿（正殿、大雄宝殿、经楼）显其端庄封闭的一面，
而对内则有玲珑剔透、变化自如的庭院和花园。
这种正负两极的共存，比比皆是。
　　人们看到建筑包围空间，形成不同的庭院，还应看到庭院包围建筑，形成开放的一面。
这种亦内亦外的处理方法，虚实相间的不断扩大，反映了建筑的开放性。
中国建筑廊、榭、亭、台之盛，“灰空间”之多，庭院之丰富，亦可作为开放性的佐证。
拉萨罗布林卡，建筑由庭院所包围，庭院又为外墙所限定，建筑自身还有大小不同的内庭，处在高原
的拉萨，人在其内丝毫没有封闭的感觉。
各地建筑廊、庑广泛的应用，挑吊与骑楼的延伸，街巷檐廊的利用等等，都是内外空间的过渡，是“
灰空间”。
“灰空间”实质就是封闭空间与开放空间的中介，目的在于冲破封闭空间的制约而争取与户外空间取
得广泛的联系，以达到内外渗透，阴阳互补，使主体与客体情景交融。
五，建筑的兼容性　　阴阳思维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其初始仅以阴阳两个符号（一，
一）构成了复杂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由于阴阳的交迭，其相互关系既对立又相互包容，经过
时间的转化而达到和谐。
它不是刻板符号静止的排列，而是生动、变化、深寓象征内涵的矛盾的对立与和谐，充分反映了亦此
亦彼、兼容并包的思想。
按照一般的说法，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任何事物由于时间不同、位置变更以及相互比邻关系的变化，就会产生变质。
故中国建筑中亦此亦彼的兼容性十分突出，不能不说是它能以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易·系辞上》云“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刚柔由于阴阳相互交错摩擦构成了八卦，产生宇宙万物变易，刚柔互推而生变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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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中发展的，建筑也不例外。
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排他性的一面，也有求同性的追求，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
那种非此即彼的现象传统建筑中并不明显。
例如西方柱式的渗入后，除了程式化的做法之外，固有的柱式也起到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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