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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对建筑风水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阐述，对近代中国建筑风水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归纳

及总结，对研究成果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指出近代中国建筑风水研究的不足，同时提出了日后对建筑

风水研究的方向和思路和原则，对未来建筑风水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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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had elaborated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architectural Feng 
Shui. The author had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earch status of architecture Fengshui in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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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 China, and ha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pointed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research 
status of architecture Fengshui in modern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 forward the direction 
and thought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future of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Fengshui. It has a guiding 
role in the research of Fengshui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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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也称青乌术、青囊术，较为学术性的说法叫做堪舆。风水是

自然界的力量，是宇宙的大磁场能量。风就是元气和场能，水就是流动和变化。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

临场校堪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它是一种研究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人既然是自然的

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风水的创始人是道家女神九天玄女，比较完

善的风水学问兴起于战国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早期的风水

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为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玄学。 
风水用之于建筑上，则成为建筑风水，建筑风水是风水的主要应用方面，是建筑物与其所处的自然

环境的适应状况。建筑风水学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三大支柱之一，到现代已在其基础上发展为现代建筑

风水学说——时空环境学，传统的风水理论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认识和研究并取其精华地应用。它涉及

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环境学、建筑学、生态学、人体生命信息学，以及：美学、

伦理学、宗教、民俗等多种学科。 

2. 文献统计分析 

对于风水的研究文献非常多，通过中国知网查询，能查到有关风水的文献 6585 篇，其中硕博论文 894
篇，作为主体文献的期刊文献 3942 篇约占百分之六十，会议文献 277 篇，报刊文献 748 篇，外文文献 54
篇，相关风水的专利 54 项，从风水为主题的文献检索，发现文献虽极多，但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不及其一

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文献不到百分之十，很多文献仅局限于报道通知某一事件等等毫无学术价值。

建筑风水作为风水的一个部分是风水的主要应用方面，但在中国知网上共能查找到 241 篇文献，其中作

为主体文献的期刊文献 149 篇也约占百分之六十，硕博论文 13 篇，会议文献 14 篇，报纸文献 39 篇，外文

文献 0 篇，相关专利 2 项。通过对研究风水和研究建筑风水文献的检索统计比较分析发现，建筑风水并非

作为风水的主体部分内容研究，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献占研究主题为建筑风水的文献的比例大为提

高约占百分之五十，这说明风水应用于建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所关注，且研究成果较

为集中在 2005 年至 2010 年 6 年期间，硕博论文较为均衡，自 2005 年起至 2016 年断断续续每年一到两篇。 
对有关建筑风水的现代国内所查找到的 241 篇研究期刊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如下表 1 所示：从该表 1

统计分析发现对建筑风水的性质评说性演技占大多数，其次是建筑或装饰设计方面的应用研究，综合性

研究类论文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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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journal papers on Fengshui in architecture in modern China 
表 1. 现代中国对建筑风水研究期刊论文统计分析表 

论文研究类别 性质评 
说性 

建筑或装

饰设计性 

其他水利

土木等工

程性 

城市或住

宅规划性 
园林景 
观性 

人居地理

生态环境

性 

村落城镇

居住性 
综合研 
究性 

其他不便

归类性 

论文篇数 80 43 18 17 16 20 8 23 16 

所占百分比(%) 33.20 17.84 7.46 7.05 6.64 8.29 3.32 9.54 6.66 

3. 研究历程及内容综述 

首先，我们要建立概念，所有有关风水的文献和书籍及典籍等都应该是对风水的研究成果，这些文

献和书籍或典籍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人们对风水的研究历程。风水在中国有数千年的研究历史，也产生有

大量的古典文籍记载风水理论与应用，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或是丢失、遗散、散落、失传等等，所能留

下的一些残本保存于国家或省级图书馆。这些资料非常重要和珍贵，后期研究者多借阅参考它们。 

3.1. 研究历程 

建筑风水只是风水的一个具体应用方面，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也占据有较长的一个时间跨度，新中

国之前曾风行一时，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世界观、思想观的不同，曾一度打击压制风水文化和建筑风

水的应用和宣传，建筑风水的现代中国经历由批判全盘否定到一分为二批判中接受再到全盘肯定夸大其

是最后到理性辩证地继承与发展总体四个研究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对于建筑风水全盘否定阶段，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期，那时代将建

筑风水认定为迷信是四旧是封建资产阶级的毒瘤要彻底铲除干净，所以对建筑风水大肆批判，根本就不

可能进行研究，对古代和近代产生的建筑风水有关的文献和古籍烧、撕和封等一系列破环，国内科研人

员对建筑风水避之如瘟疫，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后来研究建筑风水人员引用文献只能是从更为先前的或

国外或香港台湾等地研究文献。 
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认为是起步阶段，国内大陆经历文化大革命和几年徘徊不前时期，改革

开放后，人们开始不再对建筑风水避之如瘟，而是开始接纳承认认可也重新捡起老祖宗留下的遗产“风

水”文化，并开始研究建筑风水问题。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在于对古代建筑风水肯定表示不

再怀疑，不再全盘否定，对古代建筑风水文献资料整理评说。国内文献始见于 1984 年刘敦桢出版了一本

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建筑史》[1]，1993 年夏季中国建设部建筑经济研究所举办了“中国建筑风水理论研

修班”为全国规划、设计、建筑和开发部门的相关工程师开展“风水”理论研修工作，并编篡了一套教

材《风水建筑理论与实务资料集》并收集论文 42 篇[2]，这些文章都来自于一些有名誉声望之人，同时这

表明建筑风水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中国大陆政府部门的肯定与支持，研究成果像雨后春笋一样迅猛增长。

这个阶段对建筑风水研究成果较为粗浅，没有得到很好的深入。文献内容一般因为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

和时代的局限于简单地论述，而且大多从《周易》的哲学思想出发进行探讨，对于建筑风水的实质没有

得到深入的揭穿。如余卓群[3]简单论述了建筑风水是缘于《周易》的应用，指出建筑风水正是利用《周

易》的哲学思想分析建筑环境的一种体现，它是从自然环境入手，结合自然环境中的各种信息的综合分

析，使诸种因素达到阴阳调和，有利于人们生活、生理、心理的居住环境，有助于建筑的选址、定基、

择向，以趋吉避凶，求得人杰地灵为研究真谛。此外，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文献[4]-[13]所研究大多表现

在对古建筑物、古村落、古代城市建设的选址、布局和规划的风水解说。该阶段大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初到 2005 年，研究态度较为中和，研究成果较为浅显，基本保持在对建筑风水持肯定的态度，但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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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风水的实质和本质性揭露不够不深，具有时代和科技的局限性。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可定义为两极分化阶段，一方面表现为全盘肯定，毫无批判地接受甚至夸大

其是，将建筑风水看成不可思议的超能力和超科学的东西，甚至鼓吹为玄学，是四维、五维甚至更高维

空间的东西，让人们不可琢磨不可认识，表现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论、盲目崇拜论，将建筑风水的作

用和功效无限夸大，盲目宣传，渗透到任何领域。另一方面的表现刚好相反，表现为彻底否定，毫不客

气地攻击反对建筑风水，揭露建筑风水就是迷信，就是虚假的东西。但是这个否定和反对与文革期间的

破四旧和反封反苏修是有区别的，这种否定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的，是有一定道

理的否定和反对。 
这一研究的两极分化始于大概 2004 到 2005 年期间对建筑风水的研究争论肯定还是否定，典型代表

文献有：《正视风水文化》[14]、《精华还是糟粕—漫谈中国建筑风水学》[15]、《“建筑风水培训班”

风波》[16]、《建筑风水我们该如何看待》[17]、《风水是否具有科学性》[18]、《近期中国建筑风水之

科学与迷信争议综述》[19]、《建筑风水：离科学还有多远》[20]、《近期中国风水文化争议综述》[21]
等，这几篇文献充分体现当年的争论的激烈，也由这些争论引发两极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分化。 

全盘肯定者认为建筑风水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且经历数千年的检验是完全可信的不值得

怀疑。典型代表有：付颖[22]、洛涛[23]、马茜[24]、席晖[25]、金向农[26]、李道武[27]、刘永青[28]、孙

宇[29]、李国远[30]、陈彦雄[31]、何铁恒[32]、张娟娟[33]、米建菘[34]等等。 
全盘否定者认为建筑风水是迷信是虚假虚无的东西，这些学者通过研究否定建筑风水的存在，通过

研究认定所谓的建筑风水其实可能是其他东西而误认为的，某某建筑地址选的好说是“风水好”其实质

是其他东西。最有代表的一句话“风水先生认为好风水，为何不先埋其亲娘？”[35]这句话就彻底否决“风

水”的存在，揭穿“风水”先生欺诈的本质。典型代表有方子舟[36]、亦心[37]、刘国昌[38]等等，对流

行“风水”热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此时期，主要的两种研究声音的同时，有一种折衷的研究声音，就是认为建筑风水是确实存在的，

但也不是某些人鼓吹的那样玄乎和作用如此巨大。如著名的建筑巨匠贝津铭先生就认为建筑风水的确存

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我们古代建筑很多是遵循建筑风水的，也取得很好地成就，但建筑风水如果过

于强调就成迷信了[39]。新中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师张开济认为风水这东西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只当是迷信

可能有些片面[40]，这一“可能”两字也充分表明张开济还没有很大底气反对认为风水是迷信的学派。卢

冰[41]就认为建筑风水具有双刃性，有科学的一面，也有不科学的一面。 
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从 2010 年至今现阶段，对于建筑风水的研究趋于理智，对于建筑风水的本质研究

有所加强，不再全盘否定也不再全盘肯定，认为建筑风水有科学的一方面，但也有夸大的一方面。首先

指出对于“风水”应该也必须脱去玄学的外衣[42]，顾介铸[43]发出辩论建筑风是玄学还是科学的呼声，

当然其本人认为建筑风水是科学不是玄学，很多学者[44] [45] [46] [47] [48]指出建筑风水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其次，从各个方面的建筑风水展开研究，有从文化方面来看待建筑风水认为建筑风水是古代遗留给

我们的文化魁宝[49]-[54]。有认为建筑风水其实是一种生态园林景观的东西[55] [56] [57]，韩增禄[58]将
建筑风水与人的养生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苏波[59]研究认为建筑风水对发展绿色建筑是有帮助的，建筑风

水主张天人合一与当下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是观念不谋而合。汤雪峰[60]认为建筑风水其实质就是人与居

住环境的相互关系，人所居住的环境状况。李昊[61]研究认为建筑风水学理论在如今的建筑规划节能设计

方面是有指导作用。 

3.2. 内容综述 

对所有的研究文献的内容进行综合评述，大概是可以归纳为：1) 建筑风水作为风水的一部分和一方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1010


邓绍云，邱清华 
 

 

DOI: 10.12677/cnc.2023.111010 60 国学 
 

面内容，其理论根源和依据大致可以追溯到《易》[62]；2) 风水学说是我国古代先民为生存发展而积累

下来的有关建筑择地、选址、取向、布局、营造等经验的成果[63]，也是古老科学的成果之一。3) 风水

的实质是对地质、地貌、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因素，做出选择和评价，并且

采取相应的规划及建筑设计措施，从而创造出适宜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64]。4) 建筑风水的科学性与非

科学性的争议是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如何伟[65]认为不能简单判定风水地理学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它

本身具备双重性质，既是理想生态环境选择又具有生态环境学学科属性特征，是地质、水文、气象、生

态、建筑、景观等学科的综合科学。同时，它凭借对居住方位、居址环境、住屋形式及营造方式等选择

来预测人住前景，包含术数成分，属于民俗地理学范畴。这些说明它有自身发展的前景，而不能为一些

现代学科所完全取代。5) 有学者[66]认为：风水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但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文化。

风水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人们营造过程中的一种习惯，在几千年的建筑历史

中，堪舆家依据这一约定俗成的宗旨寻找和建造理想的庇护所。6) 学者们普遍认为[67]：风水是环境，

风水甚于环境，跟地磁场和生命场都有关系。7) 广大科研工作者认为[68]：建筑风水体现科学合理性、

风俗性、传统与发展性、价值性、应用性、文化性、地域性、实践性、玄妙和深奥性及美学等性。8) 建
筑风水是风水学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应用科学，是门艺术也是文化也是风俗也是实践等等，从古到今，

无有间断，且不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可用现代或未来科学技术知识理论加以解释[62]-[68]。9) 有
学者[69]归纳总结为：建筑风水学实际上是融合了地球物理磁场、星体天文气象、山川水文地质、生态建

筑景观、宇宙生命信息和奇妙黄金分割等多门学科于一体的独特和谐文化体系并与哲学、美学、伦理学

和宗教、民俗等众多的文化艺术智慧，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独特和谐文化

体系。10) 诸多学者将建筑风水进一步定性为：建筑风水学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三大支柱(建筑风水学、

营造学、造园学)之一，到现代已在其基础上发展为现代建筑风水学说：时空环境学，传统的风水理论越

来越被更多的人们认识和研究并取其精华地应用[70]。 

4. 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从前文研究的回顾发现，现代中国对建筑风水的研究遵循了从无知到有知，从感性到理性，从片面

到全面，从主观到客观，从狭隘到宽泛，从唯心到唯物，从形而上学到辩证，等等的一般科研经历与道

路。对建筑风水的研究热情越来越浓，研究方法越来越多，研究手段越来越高超，研究设备越来越先进，

研究成果越来越有价值。 
但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归纳分析如下： 
1) 对建筑风水的本质和实质揭示得不够，从上文的分析发现很多研究文献只是对建筑风水的本质和

实质泛泛阐述，缺乏强有力的揭示理由和详细分析，也就是说对建筑风水的实质和本质的研究还有很大

的欠缺，还有待深入研究。 
2) 对建筑风水的应用研究不够宽广，从上文对研究成果的统计分析，发现建筑风水的应用方面研究

较多集中在建筑和装饰装潢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在于园林景观设计等方面，但对于建筑风水在其他

水利土木及矿业与石油等工程方面的研究还是欠缺文献资料缺少成果。对于这些其他工程方面的建筑风

水的应用研究还是大力加强，补出成果。 
3) 对于建筑风水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缺少，对于建筑风水的综合性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欠缺，建筑

风水其本质深奥难测，其实质是多门学科的综合体现，但从某一个学科专业方面来研究是只见冰山一角，

无法实质参透，无法把握其实质本质的精髓所在，人们必须利用现在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

信息学、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学科和专业知识的综合交叉应用才能将其研究清楚明白，研究方法也必

须利用多种方法的综合如逻辑推理、归纳总结、实验分析、文献查阅等等诸多方法综合交叉应用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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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的研究，方能做到事半功倍的研究效果；此外，现在事物牵涉方方面面和一个综合性事物，所以建

筑风水应用于其上，必将产生综合性效果，故人们在研究建筑风水的效应也不能忽略其将产生的综合效

应、综合作用。 
4) 对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有关建筑风水的文献书籍的搜集和整理与研究欠缺，建筑风水是几千年来

古代先贤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因为历朝历代的战争和政治风波等的破坏，所剩较少，特别是我国大

陆经历文革浩劫，破四旧对原有的相关文物和文献书籍烧撕毁等灾难性破坏打击。本着拯救和挖掘及保

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文献书籍要搜集和整理并加以研究发展。另外，我们应该从香港、台湾、

澳门及海外等相对对建筑风水的古籍文物破坏较少的地方去搜寻和整理及研究。 
5) 在研究建筑风水的过程中有些科研工作者没有找到技巧和捷径，有些科研工作者甚至鼓吹风水是

外星人留给我们古人的知识，也有的把风水看做万能的东西，这是完全错误，笔者认为古人也不比我们

现代人高明，我们对建筑风水之所以难懂，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懂古人的知识表达方式和语言而已，

当我们能顺着古人的思路思想去分析，则可能对建筑风水轻松参悟透。故首先必须端正思想态度才能对

建筑风水研究参透得出正确的成果。 

5. 结语 

总之，风水的确存在，不可否认，人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对待并探究其本质和内在规律，并发扬

光大。对于建筑风水就是风水在建筑规划、建造施工和管理及维护的具体应用，是风水科学与建筑科学

的有机结合，建筑科研人员必须本着科学的态度予以钻研和开发应用。但目前对于建筑风水的研究的思

路有待于进一步拓宽，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探究，研究成果有待于进一步增加。也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对建筑风水的本质和实质将进一步深入参透，研究成果将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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