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居风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家居风水>>

13位ISBN编号：9787802436251

10位ISBN编号：7802436257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航空工业

作者：檀明山

页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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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风水>>

前言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重视。
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居住环境，选择什么样的家居住宅以及如何构建、布局一套房子，就成了一道困
扰着无数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的现代人的难题。
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权威凯文·林奇在其编写的《城市意象》一书中指出：“中国风水学是一门专家
们正在谋求发展的前途无量的学问。
”当我们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风水学时，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这门古老的学说虽然蒙上
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却凝聚着数千年来我国古代哲学、美学、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气象学、
景观学、建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精华，而且对现代建筑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家居风水》一书正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运用现代科学的相关知识，积极探索传统
风水学的原理和规律，并努力与当今实际运用有机地结合，以求使传统风水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造
福社会，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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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现代科学的相关知识，积极探索传统风水学的原理和规律，并努力与当今实际应用有机地结
合，就家居环境，家居住宅择地、构建和布局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科学的阐述，以求使
传统风水学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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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住宅如果与庙宇、神祠等地方太靠近，对人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对孩子的影响是极为不妥的。
人们认为，由于庙宇、教堂通常都修建在风景幽雅、环境良好的地方，处于风水宝地，因而旺气尽数
占去，余气所剩无几。
在其附近所修建的住宅，想必已经形成了外强内弱的格局，生气薄弱，则不会再有好的气运。
这样的环境对于相信神灵的人来说，自然不宜于居住，也不利于健康。
.庙宇、神坛、教堂等地属于公共场所，人多声杂，噪声不断，环境缺乏宁静，也不是理想的居住环境
。
在都市内，许多神坛都是在巷弄楼房之中，环境嘈杂，纷扰不断。
传统风水学认为，此种神坛绝不会是真正的正神、正佛降临之处，大多是一些较低层次的神灵，有的
假借神佛之名，有求必应，使人信以为真。
虽然从科学上讲其实对人不会有大的妨碍，但它在环境上会造成一种阴森的感觉，也不利于人的居住
和身心健康。
传统风水学的核心就是研究气场状态，而阴阳二气是否平衡，对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将产生极
大的影响。
传统的风水理论认为距庙宇太近的地方，因为多幽怨之气，也可说“阴气”太为集中，所以住宅附近
有庙宇是不好的。
这些地方会令附近的气场或能量受到干扰而影响人的生活环境。
不过，现代人口越来越多，而供人居住的地块却越来越少。
气强。
住在矮小住宅里，在生气上处于弱势。
居住在小区楼群中为好。
现代建筑，比如一个小区的楼房，基本都是大小一样的，这样的好处是生气的强弱均衡，不会造成生
气强的对生气弱的压迫感。
住宅前的高大建筑已经将生气夺走，生气弱的地方，又有高大建筑的阴影笼罩，终年见不到阳光，阴
气森森，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
如果住宅的周围建筑都很高，自己的住宅在建筑群中相形见小，矮人一等，如鸡立鹤群，向外视野为
周边建筑森林所遮蔽，使人有被围困之感，气势无以伸展，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高大的塔楼、尖形的西式钟楼等，更不适合在住宅附近。
大凡尖形建筑像一把尖刀直插云天，给人一种凶险感。
古人认为这是一种“凶”的气场，因而人们把镇妖的塔，都建成尖形的建筑，而在塔的近旁是决不会
有人居住的。
从安全角度来说，高而尖的建筑也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
这样的建筑是最容易在雨天遭到雷电的，所以一般都设有避雷针。
这样就会破坏附近和谐的气场，从而产生“凶”的气场。
同理，高压电铁塔，广播、电视转播铁塔等都会有这样的隐患，所以这些高大的尖形建筑附近是不宜
居住的。
如果贴屋而立有这样的建筑，那是非常可怕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居风水>>

编辑推荐

《家居风水》：当我们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待我国古代风水学时，你会惊奇地发现，透过一层神秘
的色彩，中国风水学凝聚着哲学、美学、生态学、人文学、气象学、景观学、建筑学、心理学等学科
的精华，它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奇葩，而且对现代建筑领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倡导和谐家居科学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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