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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水作为风俗文化!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风水的本来面貌!与中国数千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

审美观相一致!是中国古代先人关于选择居住环境的一种实用而朴素的技能%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风水也难以避免

地被一些职业术士增添了不少玄乎的东西!发展成为一种粗鄙的迷信体系"文章从了解风水的基本内涵!探讨人类如

何利用风水!总结人类对风水的认识和教训三方面着手!分析了我们的祖先琢磨出的风水经验理论的利弊!披沙拣

石!以期揭开长期以来覆盖风水的神秘面纱!真正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有选择性地吸收其对现代社会有益的内

容!正确看待风水!正确利用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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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是我国自古遗留于今的独特产物" 是源自祖

先为适应环境而发展出的生存法则"它与民间传说$神

话故事一样"同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

特别重视风水"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即便是具有较高

文化素养的文学士人"也如痴如狂"趋之若鹜% 几千年

关于风水实践$积累下来的精芜并存的经验"形诸文字

记载的典籍"汗牛充栋"清乾隆时修的&古今图书集成'

艺术典(专辟&堪舆部("收集了历代有关风水的各种文

献"达 %&卷之多"可谓是古代的一门显学%到了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虽未明令禁止"但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尤

其是文化大革命" 风水又被看成是封建文化" 列为禁

学% 改革开放以来"风水由出口转内销"随着中国沿海

和南部城市的日益富裕"使看风水又逐渐盛行"有关风

水的出版物充斥市场%目前"对风水"声讨者有之"赞成

者有之% 笔者是一位历史工作者"无意于卷入纷争"只

是与读者一样" 伴随风水已逐渐被人们谈论而引起浓

厚的兴趣"并心之好奇想知道)风水*到底是什么"以期

历史地$客观地$正确的看待风水"利用风水%

一$直面风水%了解风水的基本内涵

风水"又称堪舆"或称地理$青囊$青乌$相宅$形

法等等"于中国最早文献如&诗经(及&尚书(均有文章

记载"记述古代先民用于选址和规划国都$城邑$住所"

在帝王贵族至于黎民百姓中喜闻乐见颇受认同'()

%可以

说")在中$西文化撞击"西方建筑学$规划学传入我国

之前"中国几千年的城市$乡村$民居没有那一座不是

在中国风水思想指导下建成的% *

'$)*要建国都$城市$宅

院"就要按照风水原则来进行"所以几千年来风水根深

蒂固地植根于民俗之中%从根本上来讲"风水是中国独

有的文化% 那么"什么是)风水*呢+

)风水*二字的出现"首见东晋郭璞&葬书(的见解"

他说,

葬者"乘生气也% --经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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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被誉为是风水鼻祖的郭璞给风水至今认为较权

威的定义"他已经明确指出了风水三大要素,风$水$

气% 还简明扼要的揭示了)风水*理论的根本"即以)生

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

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后世风水师

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界水"具有生气的吉

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发展繁衍"福荫子孙%

因这二字简捷$ 易记" 又生动地道出风水两大作用力

)风*和)水*的作用"不仅风水业者喜欢用"也常为民间

惯称"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各地对中国这门学问的专

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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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与水二者确实妙不可言#$易经%说卦& 释义为

'挠万物者#莫疾乎风((润万物者莫润乎水)*从字面

上理解#+风*是从天而行,流动着的空气#'水*是顺大

地而走,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

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 从

某种意义上说#对风与水的考察乃是对天地之考察)

古代中国还有一个重要思想# 渗透到中国社会的

每一个阶层#成为后来风水学的指导方针#这便是汉代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说) 董仲舒认为#人是天

派生的#天生万物是为人#故天人属同一类) 天是人的

曾祖父#人的形体是化天数而成的#天和人类社会具有

密切关系) 天人视为同一体#不仅有物质,自然上的相

连#同时还有精神上的相通#这个理论对风水文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风水的最终目的#正在于通过宅地的

处理# 达到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 使人的生活顺乎天

意#从而#生活在和谐美满的环境中)

中国风水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由于认识

偏重之差#迨及唐宋#遂分为两大流派-一是专主山形

地势#以龙穴,砂水相配来定吉凶祸福#故称形势派#亦

称峦头派.一是专主理气星卦#以八卦五行来定生克吉

凶#故称方位派#亦称理气派&%(

) 考之实际#古代风水通

常包括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两个方面#人活着要住房#

叫做阳宅#人死了要落葬#叫做阴宅) 郭璞定义仅涉及

一面#无疑失之偏颇#但古人认为墓地周围的山川,风

向,水流的形态#能给葬者一家招来祸福) 因此#按照

+视死如事生*的观念#无论阳宅风水还是阴宅风水#其

理论要点古人都归纳为所谓的+地理五诀*///龙,穴,

砂,水,向#即峦头派的理论)理气派风水#本文不赘)因

此#+地理五诀* 常被风水师视为风水理论的入门#其

实#它就是把自然环境要素归纳为龙,穴,砂,水四大

类# 根据这四大类本身的条件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决定

宅地建筑基址及朝向的布置#其要求是-龙要真,砂要

秀,穴要的,水要抱,向要吉&*(

)所以对龙,穴,砂,水四纲

目的考察和踏勘构成了风水形法一项最主要的内容#

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觅龙#就是寻祖宗父母#

审气脉#俗称找靠山) 这里祖宗指山脉的出处#亦即群

山的起源之处#父母山即山脉的入首处#若宅地建筑所

倚之山#山势蜿蜒起伏宛如行龙#则此宅地能+迎气生

气*#人类才可能发达兴旺)察砂#砂指的主龙!靠山"四

周的山峰,建筑#在穴前面近而小者#称案山#远而高

者#称朝山#统称朱雀) 在宅地左边的山称青龙山!砂"

或+龙*.右边的山称白虎山!砂"或+虎*)后面的山称乐

山或玄武山#也称应砂) 它们虽方位不同#但其作用都

是为了护气)这种前后左右环抱宅地的群山#因隶属来

龙之主山#能+聚气藏气*)所以#风水师们选择宅地#不

得不考虑到不受大风吹刮的避风条件)观水#指宅地面

前有水抱流) 水指水源,河流,湖泊,池塘#甚至海洋的

不同#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指低洼地#道路等) 有+高一

寸则为山#低一寸则为水*之说)水喜环抱#宅地要定在

水环抱的一边#因为这样才能使生气环聚在内#而没有

走失的怀疑#故谓水能+载气纳气*) +点穴*#来自人体

脉络穴位的比拟# 认为地理脉络与人体脉络具有相同

的规律)穴#就是指龙脉的聚集处#为气的凝结点#也就

是建房,造墓的最佳位置)点穴就是要找出生气凝聚的

吉穴!宅基"的位置所在&+(

) 以上所述#是风水家到野外

察看地形肉眼可见的吉凶#是以形观风水#形中寓理#

它追求的是一种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满足的

地形条件#表现了古人对于美的追求,吉的渴望) 总括

峦头派理想的住宅环境模式就是+凡宅#左有流水谓之

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池谓之朱雀#后有丘

陵谓之玄武#为最贵之地)*

&)(这就是说#住宅必须背靠

山陵#左右各有山岗环抱#或者左是河流#右是道路#而

前面必须是月牙形的池塘#或者是弯曲的河流)如果推

而广之#就城市,村镇的环境选择而言#则视野要更加

开阔#左右环视#远瞻遥观#把局部小环境放入大环境

更丰富的景物层面去考察#便可知道小环境受到的外界

制约和影响#诸如水源,气候,物产,地质等) 通常老百姓

讲的阳宅最佳格局+背山,面水,朝阳*#即+前要照#后要

靠*#就是峦头派的通俗说法) 中国汉民族的风水观念#

大都以这种+相形取胜*风水原则为重要依据的)

人是属于自然的#有史以来#诸多领域的哲人和学

者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的建筑理论!不

例外#应天时#取地利#相形取胜是建筑选址追求的完

美目标) 中国古代从早期居所,城市,村庄甚至陵墓的

选址#无不体现了风水这一理论)

二!感知风水"探讨人类如何利用风水

人们对风水的感知,应用与重视#应该说从华夏人

类走入房屋时便已产生) 中国数千年的+风水*观念就

是发源于黄土高原依水而筑的早期窑洞地区) 著名的

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遗址# 就是一个典型的风水

例证) 在古代#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两

岸的黄土台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向南横亘着雄伟的秦

岭山脉)白鹿原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河里流着清澈

的河水) 考古发现#所有的房屋几乎都是背山临水#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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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南!前面有开阔地!它既挡住了冬天从北方西伯利

亚吹来的冷风!又能保证享受到最多的日照!这样有冬

暖夏凉的效果"在这里劳动生产!不仅可以避免洪水的

侵袭和方便汲水!而且还是适于农业#畜牧#狩猎和捕

鱼等生产活动的好地方"这说明先民们已较注重相宅!

注重聚落的选址!体现了$得水藏风%的风水意识#!$%&

"

相宅发展到一定阶段!大都从宏观出发!即考察何

处为建立国都的最佳地点" 如&周礼'夏官司马(指出)

$土方氏家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

鄙"%周武王选择镐都!周成王选择洛都!无疑都是早期

的相宅活动"堪舆家指出)$建都山水必大聚!中聚为城

市!坟宅宜居小聚中"%

#'$在阳宅风水中!最重要莫过于

择地建都!其次是州县城市!复次是小镇村落"

世界文明古都至今保持原貌的很少" 北京是世界

唯一保存完整的历经五个世纪的古都! 北京城是完全

在中国风水理论指导下规划建设的"它包含了对地形#

水流和方位的要求!处处寓含风水思想!可谓风水学的

典型实物例证"

对于北京城的风水!史书中多有记述!其中以宋代

理学大师朱熹的议论最为有名" 他曾大发感慨说)$天

地间好个大风水*冀都+即今北京,山脉从云中发来!前

面黄河环绕" 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 嵩山为前

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

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 %

#($元朝建国!京城元

大都堪选在此!是必然的" 中国风水大势!是西起昆仑

山系!向东延伸!形成各大山脉#小支脉" 地势西高东

低!北高南低" 北京城的选址!就是与这一总系统的大

势相合相顺的" 北京西部的西山!为太行山脉-北部的

军都山为燕山山脉!均属昆仑山系"两山脉在北京的南

口会合+南口是兵家要地,形成向东南方展开的半圆形

大山湾! 山湾环抱的是北京平原! 地势西北向东南微

倾" 河流又有桑干河#洋河等在此汇合成永定河" 在地

理格局上!北京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北扼军

都!南控中原!具有利于发展和控制的战略地势" 从大

观风水视野看!北京远前有滔滔黄河为照!后有燕山为

靠!左有泰山为龙!右有西山为虎!它完全符合$山环水

抱必有气%的风水格局

古人还认为!$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

!按照

易理思维!无论是生是死均是自然规律"人活着要寻求

养生的环境!利于生存的气场-在死后要寻求安息的场

所!利于神灵的转世"中国人相信$风水轮流转%!于是!

民间将正常的生生死死视为$红%$白%喜事" 而历朝历

代的帝王们!无论是都城选址还是陵墓选址!都是风水

第一消费者" 去北京游览过著名皇室陵寝十三陵的朋

友就知道!朱棣的长陵为整个陵区的关键!它是由江西

风水名师廖均卿选定的"据说开始选了多处!皇帝朱棣

都不满意!最后才选中昌平县境内的天寿山"遂将陵定

于天寿山南麓"天寿诸山!为太行山支脉!自居庸#军都

蜿蜒东来!至此处忽折而向南!前左有蟒山!右有虎峪!

正合风水左青龙!右白虎之说!正前方则为一片平原!

西北部的流水汇集在群山环绕的中部平川! 最后向东

南流去" 由于天寿山与发源自昆仑山而绵延数千里的

龙脉属于同一脉络!不仅是北京城的靠山!也是长陵的

靠山"因此能与天上的元气相通!陵区风水真是无可比

拟" 从此!明仁宗以后的十二座地陵!皆环绕天寿山而

墓!遂有十三陵之称#+$)&"

" 总体看来!十三陵建筑格局的

风水正是北京城建筑格局风水的投影" 正是通过风水

理念!将建筑融入天地山川!把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相

互渗透交融!这样的布局!体现着&易经(的自然观!人

的生生死死都是自然的育化!最根本的是$生%!$生生

之谓易%!视死如生生更生!反映出古代帝王$视死如事

生%的思想观念"

同样!城镇的形成!也相当重视地理山川格局!也

讲究局部地形的匹配"以古代阆中选址为例!它处于大

巴山脉和剑门山脉与嘉陵江的汇聚之处" 从北逶迤而

来的大巴山余脉蟠龙山系!为阆中风水的$来龙%"护送

龙脉的嘉陵江从北面连绵的青峰翠谷中活泼奔腾而

出!来到城北玉台山沙溪场+入水口!称$天门%,便销声

匿迹!偃旗息鼓!众山众水汇聚!若海潮拱辰!似万邦纳

贡!形成$九龙朝圣%之势"然后放慢脚步!由西而南!为

塔山#大像山阻挡+出水山!称$地户%,而北行!再经灵

山阻挡而南流" 嘉陵江偎城抱郭#经城三面!在蟠龙山

下!镶成一个$,%行的环带" 阆中城迎山接水!建造在

这个山环水绕的$,%行冲积洲上" 山水拥城!城依山

水!$千水成垣%#$金城环抱%!这就是风水家称颂的$形

胜之地%

#))$

" 优美的自然环境也成就了良好的人文氛

围!因此西南重镇阆中自古以来就是宗教和人文胜地!

也是国内外专家公认的当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 $风水

古城%"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追寻 $天人合一% 的人居理

想!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这一点!在中国的乡村古村

落当体现得最为明显"

依山面水!附临平原!左右护山环抱!眼前朝山#案

山拱揖相迎!这就是中国人理想的居住景观模式"这种

兰永海)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现代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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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景观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有山有水$山势围合% 这

种偏爱围合$ 把自己隐匿起来的庭院似的景观模式深

受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陕西关中盆地的影响%不难想象$

具备这样条件的一种自然环境和这种较为封闭的空

间$是很有利形成良好的生态和良好的局部小气候的%

难怪$我国传统住宅$大多带有庭院$形成一个藏风聚

气的独立空间$尤以北京四合院为典型&$!'

% 在南方$也

多用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方形天井$这有利于辅助房间

的通风采光$加强穿堂风的作用$适宜于南方炎热地区

的居住要求% 房屋院墙相接$大大减少风雨侵袭$隔离

了邻院噪音$构成了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

然而$ 在辽阔大地上并不是处处都能寻觅到优美

无比的居住环境$ 对那些先天条件并不十分理想的自

然环境$我们的先人往往会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

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或修筑堤坝$使河水改道$或凿

圳开沟$引水进村$从而极大地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今人也一样$!"$"年召开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不就提

出'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吗) 近年来$各大城市

都在拦河造湖&培育花木林带$提高城市自然和环境的

承载能力$营造山水园林景观$建设宜居城市%这些$在

科技发达的今天$正被人们重新发现和利用% 看来$风

水在古今宜居住所的运用$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风水文化中的精华$除选择居住环境外$还可以为

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

据清初刘献廷*广阳杂志+卷一记载#'川北淹水$

民所开也$深数百丈$堪舆!即风水先生"指示其处% (这

就说明$明清时期甚至唐宋时期$四川开采的井盐$都

需要请风水先生为其寻找地下盐脉%找准了盐脉$才能

找出有淹水的盐井% 如果打出的盐井无盐水$ 成了干

井$那投资者等于白扔钱$代之倾家荡产%因此$风水先

生勘探盐脉$是井盐开采成败之关重要的一环%

上个世纪 )"年代$中国为了打破外国对橡胶的垄

断和封锁$下决心自己种植橡胶% 但一般情况下$橡胶

树只能在北纬 !!度以南生长% 对中国来说$只有海南

岛&广东的茂名&阳江&雷州半岛&广西的钦州&合浦&北

海和云南西双版纳这些地方可以种植$面积有限$规模

不大% 为了扩大种植面积$把橡胶宜林地向北扩展$中

国的地理工作者很敏感地想到了风水学说中选择居住

地的做法%那种半封闭或封闭的地形结构$使得北方的

寒冷空气受阻$不能南下,而东南方向的湿润&温暖的

气流则可以进入$提高小地形内的气温%在这种半封闭

或封闭的地形保护下$ 橡胶宜林地可以向北扩展到北

纬 !%度$即向北推进了 !""多公里%这样$广东三分之

二的面积& 广西三分之一的面积& 云南三分之一的面

积&海南岛全部都可以种橡胶树了%这样的橡胶林规模

完全可以满足全国的需要$为国家解决了困难%这是利

用风水文化精华将橡胶宜林地向北扩展为国家生产建

设作出的巨大贡献&$%')*+

%

三!反思风水"总结人类对风水认识的成功和教训

在中国文化中$ 风水文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千百年来$'风水(的概念扎根于汉民族的心灵深

处$很难抹去% 我国古代先哲都很重视阳宅文化建设%

*释名+云#'宅$择也$言择吉处而营之也% (历代名人的

住宅$大多选在今人认为的风水宝地$如孔子&百里奚&

范蠡&郑玄&陶潜&谢玄&嵇康等人的宅地被传诵千年%

历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阳宅的论述% *墨子-辞过+云#

'古之民未知为公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说明上

古的民宅是傍山陵阜而建% *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仲

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

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围筑前$果园树后% (背山临流$前

有场圃$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要求%人生中有一

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住宅家中度过的$ 住宅本身及环境

的好坏与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极大% 风水讲究的气场和

环境$其实就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阳光&空气&水

和物质环境% 风水理论除了选择自然环境如枕山&环

水&向阳以外$还要选择社会环境$要回避神前庙后香

火之地$茅坑拉脚之地$屠宰场地$尼庵娼妓之地$祭坛

古墓$桥梁牌坊之地% 这些地方人员往来复杂$生活环

境污秽$嗓音扰人$既不安宁$又不安全$居住在这些地

方$心里不宁静$对后代影响也不好$住家自然不理想%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齐景公建议晏子重新选地

盖房$理由是'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这说

明住宅环境对处理政务有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将中

国风水活动仅仅看成阴阳宅地的选择是太狭窄了$还

应包括国防&城防建设$水利建设$园林建设$国土规

划$找矿$找水$资源开发$军事设伏等% 凡是.顺应天

时$巧借地利$促进人和/的人类工程活动$都有风水活

动作出的贡献%(

&$)'

中国风水$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随着中国文化

的传播与渗透$风水同时挤入世界之林%凡受中国文化

影响最深最广的国家$也是风水开花结果的天下%可以

说$风水相当程度地左右了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人

民日常起居的内外环境$ 风水也融进那一方民众的思

想和生活% (

&('$+)西方人结识风水$ 始于 $+世纪传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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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的时代! 在 !#世纪"风水在世界更是得到了

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和推广! 在研究风水的西方诸多学

者中"以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博士影响力为最"他不仅

在西方产生影响"并且启示了中国人对风水的反思!李

约瑟对中国文明研究的框架是构建于西方科学的模式

之上的"也就不可避免地把风水定义为#准科学$"归入

迷信一类"他说#风水在很多方面都给中国人带来了好

处"比如它要求植竹种树以防风"以及强调住所附近流

水的价值%但另外一些方面"它又发展成为一种粗鄙的

迷信体系! 不过"总的看来"我认为它体现了一种显著

的审美成分"它说明中国各地那么多的田园&住宅和村

庄所在地何以优美无比!$

$%"&%'(

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没有李约瑟博士对风水权威

式的推荐" 就没有 !#世纪 )#年代之后中国学者结合

风水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 因为至今的中国学术界

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五四抑或是'文革$以来的反封建

反传统的传统" 这显然会抑制任何关于风水的进一步

思考!风水文化是我国古代独树一帜的传统文化"一个

传承了几千年的风俗文化" 它不可能没有蕴藏一定的

科学性" 但也正是因为传承了几千年" 在传承的过程

中"为了适应人们普遍存在的避凶就吉的心态"一些职

业术士又编织了越来越庞杂的谎言笼罩在它的上面"

增添了不少玄乎的东西"以求其神秘性"在一定程度上

又被世人称为'玄学$! 在封建社会"皇帝带头迷信风

水!上好之"下必胜之!官吏希望风水能招财进爵"比较

富裕的老百姓也相信'葬先阴后$"不吝请风水师寻寿

地"深切盼望后代升官发财"儿孙相继! 古代有识之士

对迷信风水也深恶痛绝"对风水术中迷信成分的批判"

始于东汉王充" 唐代的吕才也据理批驳风水书中的迷

信说教"以维护儒家经义$%*(+%

! 宋人罗大经在其笔记(鹤

林玉露) 卷六丙编中谈及风水时对墓葬风水也痛陈其

弊*#乃若葬者"藏也%葬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古人之所

谓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孙之心"谨重亲之遗体"使其他

日不为城邑&道路&沟渠耳% 借曰精择"亦不过欲其山水

回合"草木茂盛"使亲之遗体得安耳% 岂借此以求子孙富

贵乎+ 郭璞谓,本骸乘气"遗体受荫-"此说殊不通% ..

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荡荡游尘

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 此决无之理也/ $

$%)(

罗大经对'葬先荫后论$的这段批判真可谓有情&有理&

有论&有据"读之后"不能不使人感到'葬先荫后$论的

确荒唐无稽% 虽历史上发生过躈訤反气和下葬择日的

争议"但至今仍然有许多人笃信与流传% 报载"由于全

国各地农村风水迷信泛滥"土葬盛行"我国每年将丧失

耕地 '*万亩%河南邙山一直是中原传统的墓葬风水宝

地"!##)年墓地被炒贵过楼价$%,(

0商洛还发生了在烈士

陵园里割地卖墓的事件 $!#(

0有的地方为了抢占风水宝

地建'寿坟$&'生墓$"还常常引起群众之间的纷争乃至

械斗"造成社会不安定% 还有"风水在部分官员中也获

得了相当的市场" 这些无疑是一个相当值得反思的现

象% 从理性角度看"迷信是文明人所不屑的"然而迷信

却如醇芳的陈酿中羼入了麻醉毒品" 使你不知不觉地

饮下而自以为是享受%对于风水迷信的外壳"我们今天

究竟要进行怎样的批驳" 使其回复到原来意义上的古

代环境工程学的面貌"值得今人好好研究%但我们不能

仅仅因为风水被披上了迷信的外衣"就全盘否定它"声

讨它"正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陈明说"民俗

信仰有长久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支持"因此"它不会轻

易被一种意识形态完全覆盖$!%(

% 笔者也认为"传统文化

留给我们的不可能是简单分类的精华和糟粕% 一般的

情况都是二者的糅合" 只不过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罢

了"这应该是我们审视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如果中国

的风水术全是糟粕"全是胡说八道"那么它不可能在民

间久盛不衰%它之所以不绝于世"是因为它还能为世人

提供类似于建筑事务所那样的咨询功能%因此"今天我

们反思风水"就应该采用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它%

!%世纪伊始" 国人已从各种媒体注意到"!##+年

韩国开始梳理'中国风水$"政府启动了'整体风水地

理$项目"将其列为韩国的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这个项

目不仅由韩国中央博物院主持" 更有联合国数十位不

同领域的专家参与%其后不久"又传来日本也在偷偷着

手风水申遗的准备%这时"我国相关政府部门才发现风

水原来也是一个宝贝" 勉为其难地开始对风水学有所

接纳% !##*年"国家相关中心在(!##*年健康住宅技术

要点) 中婉转地表了个态*'住宅风水作为一种文化遗

产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有深远的影响% 它既含有科学

的成分又含有迷信的成分% $!##-年 )月"建设部下属

某中心下发了一份 '关于成立风水文化专家委员会的

通知$"明确说'建筑风水文化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强调的和谐&循环&平衡等观点"对

于我们今天建立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现实

的参考价值% $这回算是松了口"风水有了一个国家说

法$!!(

%

总之"风水作为风俗文化"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

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思维模式"探讨了

兰永海*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现代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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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居住的大问题#$风水理论#在景观方面#注重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在环境方面#又格外

重视人工自然环境与天然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

#正

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多次讲到的$思维规律和

自然规律# 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 必然是互相一致

的'

&!%(

& 在这个意义上#以天人相互协调的风水理论确

实有很高的价值&风水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遗产*风水

和端午节#乃至昆曲一样#都拥有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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