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傳統陽宅風水觀的基本原則 

第一節  引言 

經由上述的探討，吾人了解傳統陽宅風水思想的主要流派為形勢派和理氣

派。表面看來，形勢派的重點在形勢一面，理氣派的重點在理氣一面，兩者似乎

沒有相通之處。不過，深入探究的結果，吾人發現兩者均強調氣的根本性。同時，

彼此之間也沒有刻意忽略另一面，表示在談形勢之餘仍得兼顧理氣，在談理氣之

餘仍要兼顧形勢。因此，吾人可從兩者的會通當中，尋求彼此的共通作為整體傳

統風水的基本原則。根據吾人綜合過去學者之研究，發現可以作為整體傳統風水

思想的基本原則，主要有下述三大原理： 

一、作為存在觀的大地有機說。 

二、作為結構觀的陰陽五行說與四神相應說。 

三、作為價值觀的倫理說與審美說。 

依據這三大原理，吾人對於整個傳統風水思想可以有較為結構性與系統性的

理解。 

第二節  作為存在觀的大地有機說 

傳統陽宅風水，不問為形勢派或理氣派，其最終目的，均在於為人們尋覓、

設計「理想的生存環境」。既然在於選擇「理想的生存環境」，則其對於理想生存

環境所抱持的存在觀點為何？根據形勢派和理氣派對於存在的觀點，兩者均首肯

以氣為主的「大地有機說」。這種說法，主要在於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人

之居處，宜以大地山河為主」（註 1），意謂人要順應「天道」，以自然為本，人

類只有選擇合適的自然環境，方有利於自身之生存與發展。亦即以現實環境為

主，善加利用，不與環境對立，有異於「存在原理」之存在意涵。所以陽宅風水，

將「人」視為自然之一部分，將大地視為一頗具靈性之有機體，其各部分之間彼

此關聯。此種大地有機自然觀，既係陽宅風水思想之核心，亦傳承自傳統哲學「天

人合一」的基本思維觀點。以下，吾人從「生氣思想、有機自然觀、宇宙全息統



一律」三部分說明大地有機的觀點： 

一、生氣思想 

此為「氣論思想」之演進：「氣」之意涵，於第二章「理氣派思想」已予說

明，此不贅述。「氣論」思想作為解釋天地萬物之構成、變化，因時代背景、學

者之見解而有不斷之演進，如「六氣五運、精氣、氣分陰陽、陰陽二氣離合」說。

其中對於陽宅風水，影響最大者，即為「生氣說」。 

「生氣說」見於郭璞《葬經》，尋繹其原意，乃用以詮釋「遺體受蔭說」的

意蘊。《葬經》云：「葬者，乘生氣也，夫陰陽之氣，噫而為風，升而為雲，降而

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氣。五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註 2）藉此得知：

「生氣」之來源，由於陰陽二氣的交感，其功能為「生發萬物」；既如此，遺體

能受蔭，則活人亦能利用「生氣」以獲福。因此，陽宅之修建，需注意節令與方

位之生氣；易言之，即順應自然規律，利用自然力，以造福人類。 

《黃帝宅經》云：「每年有十二月，每月有生氣、死氣之位，但修月生氣之

位者，福來集；月生氣與天道、月德合，其吉。路犯月死氣之位，為有凶災。」

（註 3）此說明陽宅同樣須乘生氣，避死氣，以達趨吉避凶之目的。 

依據前所引述《葬經》、《黃帝宅經》之記載，能為「陽宅風水」所援用，並

以之為「陽宅風水」的思想基礎，即係陰陽交感的「生氣」。此陰陽交感的「生

氣」，呼出則成「風」，上昇則成「雲」，下降則成「雨」，蘊藏於地下，則為「生

氣」。這不僅單純敘述陰陽之氣，又描繪「生氣循環」的道理。這也是風水奧秘

之處，然則「氣」為何有如此的樣相？此則涉及「氣」的特質？國內學者陳教授

德和師的看法，頗中肯綮。陳教授以為： 

中國哲人不但用氣來說明天地萬物之所由然，也用氣來表示萬有之然的所以

然，……，氣概念在不同的思考脈絡中，是有形上、形下之不同的，並由此形上、

形下之不同，可以推衍出氣概念的不變、能變、可變與所變等四種意義。（註4） 

是故，得知：氣有「不變、能變、可變、所變」等四項特質；並得以《淮南

子》書中所言之「道即氣」與「道之氣」加以揀別「道」與「氣」之不同。茲進



而予以申論： 

1、道即氣－《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由此導出「陰陽」與「道」

二概念。二者有何不同？《十三經注疏》韓康伯的注釋：「寂然天體，不可

為象，必有之用極而無之功顯，故至乎神無方而易無體而道可見矣。」。孔

穎達《周易正義》：「道雖無於陰陽，然亦不離於陰陽。陰陽雖由道成，即陰

陽亦非道。」由此，足見「陰陽」與「道」的不同。「道」為「形上、不變、

能變、不可感知」的「萬有根源，超越無待而妙化萬物」。《葬經》中所謂的

「生氣」，其來源固自陰陽交感，而陰陽交感卻係源於陰陽之上的「道」。宋

儒程頤說：「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所以，《葬

經》雖未明言，「生氣」的根源確係形而上的「道」，為形而上的道的具體表

達。 

2、道之氣－由前段之論述，得知「生氣」乃陰陽二氣交感的結果。所以，「氣」

是形而下的。易言之，陰陽乃氣化之跡，吾人可藉陰陽氣化之跡，以體證道

體創化的生生不息。因此，得彰顯其「可變、所變」之特質。《葬經》所載

「風、雲、雨」的變化，《宅經》所載每月「生氣」與「死氣」，均在顯示此

一特質。 

二、有機自然觀 

「有機自然觀」一詞，其實即係「大地有機自然觀」之全稱。其意涵為：大

地具人之模樣，有生命、有靈性。此思想導源於中國古代氣論，以為天地人均由

「氣」所成，彼此之間，自有共同之本源，即可彼此感通。因此，「有機自然觀」

實植根於「自然感應觀」。茲分二項說明於下： 

（一）「自然感應觀」的依據  先秦古籍中，多有如此之記載： 

    1、「感而后應，非所設也。」此說明物與物之間的感應關係。（《管子˙心術

上》）。 

    2、「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生。（《周易˙咸˙彖》）」，「天地絪

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周易˙繫辭下》）」將天地之合與



男女二性之交媾相比擬。 

    3、「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周易˙說卦傳》），此將

天地比作父母，也是將大地比作「母體」之始。 

    4、「陰陽于人，不翅父母」（《莊子˙大宗師》）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二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莊子˙田子方》） 

      由先秦古籍中之《管子》、《易傳》、《莊子》等書，更能窺見物物之間的關

係。 

（二）由「自然感應觀」到「有機自然觀」 在傳統風水思想的典籍中，吾人發

現傳統風水思想對於「自然感應觀」的傳承，並進一步演化為「有機自然觀」： 

    1、《葬經》云：「丘隴之骨，岡阜之支，氣之所隨。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註 5）表示大地有生氣，

如人之有脈絡；生氣沿山體延伸，隨山勢而上下起伏，地下之氣得以通達

地表。由此可見，葬經中的思想已經由「自然感應觀」的體會進而衍伸出

「有機自然觀」的想法，把自然的氣視為有機的氣。 

    2、《黃帝宅經》云：「以形勢為身體，以泉水為血脈，以土地為皮肉，以草

木為毛髮，以舍屋為衣服，以門戶為冠帶；若得如斯，是事嚴雅，乃為上

吉。」對住宅周圍形勢之描述，也充滿了「大地有機」的觀點。 

3、宋蔡牧堂《發微論》載：「水則人身之血，……火則人身之氣，……，土

則人身之肉，……，石則人身之骨，……合水火土石則為地，猶合血氣骨

肉為人。」此將「水、火、土、石」比作人身上之「血氣骨肉」，觀點與

《宅經》一致。 

4、清葉泰《山法全書》：「龍者何？山脈也。……土乃龍之肉，石乃龍之骨，

草乃龍之毛。」此依然為「有機自然觀」的觀點。 

三、宇宙全息統一律 

宇宙全息統一說，乃一門新的學科，其核心思想在研究宇宙大統一律。宇宙



大統一律，涵括：宇宙經絡律、宇宙感應律、宇宙對稱律。現簡述如下並觀其對

陽宅風水思想的詮釋有何助益： 

（一）所謂的宇宙全息統一說，討論對象為整體與部分之關係。以為部分與整體

係全息統一。「全息」之意為何？指部分中包含整體的全部信息，部分與整體信

息上相互對應。易言之，天地萬物不僅有整體上的統一關係，且有彼此間的協同

關係。由此提供吾人考察「部分與整體關係」時，不能簡單地認為「部分決定整

體」或「整體決定部分」，而係二者相互映射；從而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可從部分

獲知整體的信息，亦可自整體獲取部分信息。（註 6）此為新的宇宙整體觀，使

人們從新的角度觀察自身與世界，基於同樣理由，此一說法，使吾人對於陽宅風

水所遵從的「大地有機自然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二）從宇宙全息統一說的觀點來看陽宅風水的思想，吾人發現傳統陽宅風水思

想中亦有交感與一體的想法，與宇宙全息統一說的觀點可相互印證： 

1、「生氣」之利用、捕捉，既為陽宅風水之核心，而其產生係由陰陽之交感而來；

足證「交感」為萬物生機勃發之根源。試觀〈咸彖〉，當可瞭然其底蘊與內涵。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註 7）〈咸〉卦，其卦象為下〈艮〉山而上〈兌〉澤，

徵表陰氣上升，陽氣下降，二者交互感應，即〈說卦〉所謂的「山澤通氣」，其

功能為「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最大之作用，在於

利用「交感現象」瞭解、把握社會的各種現象。易言之，交感現象即陰陽平衡。

陽宅風水對於相地、相宅以及宅舍之修建，則甚注重此項「陰陽交感而致臻平衡」

之狀態與規律，如四神相應的環境模式以及舊式民居四合院之建築，均係此一原

則之彰顯；反之，乖違此一規律，則成凶象，此亦為衡度環境吉凶之標準。 

2、「有機自然觀、宇宙全息統一律」之原則，固然脫胎於「天人合一」之思想，

將大地類比於人。「人」有生命、知覺，大地、山川亦有生命、知覺；人命無價，

大地、山川亦無價，且人類之六大需要（食、衣、住、行、育、樂）樣樣均須仰



賴大地之供應，此亦為「大地為母」思想之導源。所以中華先民對於大地山川之

態度，則抱持「天人相類」，迥異於「人天對立」。遠古以來，先民對於大地山川

之利用，則秉持「正德、利用、厚生」之原則；「正德」之餘，俾日用所需富足，

提高生活品質，同時兼顧生態維護、環境保護。古代風水學的產生，即係基於此

一思想理路。《葬經》、《宅經》的出現，亦係基於此一前提。 

第三節 作為結構觀的陰陽五行說與四神相應說 

在論述完作為存在觀的大地有機說，吾人進而論述作為結構觀的陰陽五行說

與四神相應說。以下，分兩部分來談： 

一、 陰陽五行說 

關於陰陽五行說，吾人分陰陽、五行、天星、方位四方面來論述： 

（一）、陰陽 

「陰」與「陽」，見於《周易》者為陰爻與陽爻，其符號為－－、－，為中

國傳統哲學之基礎，且反應古代辯證法之內容。陽宅風水，其原理係以陰陽為根

本，以生氣為核心而開展。然則「陰陽」之屬性、特質如何？於陽宅風水領域又

如何詮釋？茲分別論述於后： 

1 、「陰陽」之屬性與特質 

  陰陽學說將宇宙任何事物區分為陰與陽兩大類。認為一切事物的形成、發

展、變化，全在於陰陽二氣之運動與轉換。原其最初之概念，來自於陽光之向背。

向陽者曰陽，背陽者曰陰。嗣後不斷引申，用以廣泛解釋自然與社會之各種現象。

凡具陽剛性質，如明亮、上、外、熱、動、雄性等，均屬陽；凡具柔弱性者，如

黑暗、下、內、寒、靜、雌性等，均屬陰。但陰陽二氣屬性上不能絕然分離，且

有互根、轉化之特質。 

所謂互根，係指事物或現象中對立之二面，具有相互依存，相互為用之特點。

其中之一，均以對方為自身存在之前提。亦即，無陰，陽則無法獨在；無陽，陰

亦無法獨留。《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陰在內，陽守之；陽在外，陰之使也。」



即在說明萬物萬象，其內部同時存在相反之二屬性。如磁場有陰陽極，建築物有

陰陽面；以山川而論，山南為陽、水南為陰等即是。（註8） 

所謂轉化，即指事物或現象中之二屬性，常處於動態平衡中，彼此消長，彼

此進退，且在一定條件下向其對立面轉化。《周易˙繫辭下》曰：「日往則月來，

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註9）（繫辭）作者，以「日、月、寒、暑」之來往以成「晝、夜、歲」說明

陰陽轉化之實體義蘊。 

2、「陰陽」於陽宅風水領域之詮釋 

《黃帝宅經》云：「夫宅者，乃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又云：「經云：

『陰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陽者，生化物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為孕育之尊。」

（註 10）由此段文字之記載，覘知《宅經》全書，係以「陰陽」為立論之基礎，

從而凸顯「陰陽」於陽宅理論之重要。 

清江慎修《河洛精蘊、淨陰淨陽說》云： 

地理家淨陰淨陽，以先天八卦配«洛書»而定。九、一、三、七為陽，《乾》、

《坤》、《離》、《坎》當之；四卦所納之甲、乙、壬、癸，《坎》、《離》所

合之申、辰、寅、戌，皆為陽。六、四、八、二為陰，《艮》、《兌》、《震》、

《巽》當之；四卦所納之丙、丁、庚、辛，《震》、《兌》所合之亥、未、

巳、丑，皆為陰。八卦方位之分明如此，丹家雖密之，地理家未嘗密之。 

此段文字，以伏羲先天八卦，配《洛書》之數，將八卦分成陽四卦與陰四卦。

《乾》、《坤》、《坎》、《離》為陽；《艮》、《震》、《巽》、《兌》為陰。此亦依據陰

陽之理，予以分別。 

《葬經》通過「陰陽之氣交感」提出「生氣」概念，其實「生氣」乃建立於

「陰陽之氣」基礎之上。其次「陰陽之氣」在陽宅風水的領域，又如何詮釋？ 

（1）、陰陽二氣決定四季之變化與萬物之生長收藏 

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與大地萬物之生長收藏，均由陰陽二氣所主導，亦即因

季節之不同，陰陽之氣的消長狀態就不同，從而影響萬物之榮枯，大地環境之變



化。古代之堪輿術於建造屋宇時，注重季節之變化，或種因於此。《管子、形勢

解》：「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

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此即說明四季陰陽二氣消長之狀

況。 

（2）、陰陽二氣與人體結構之關係 

人體結構十分複雜，生命之存在依中醫之理論，則歸之於「陰陽」二氣，二

者處於統一體中，陰陽之氣離絕，生命消失。《黃帝內經》云：「人以天地之氣生，

四時之法成。人生有形，不離陰陽。」正說明此一中醫理論。由此，衍生人與居

處、自然如何一致之問題。《宅經》、《葬經》理論之建構，亦基於此。 

（3）、陰陽二氣相互感化 

陰陽二氣相反相成，激盪沖氣。天氣感乎下，地氣應乎上，有感而和。氣化

為形，形復返於氣。陰化陽，陽化陰，陰陽互化，感化而通。《老子》云：「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此即說明陰陽相反而相成，激盪和合，而生萬物，

所以「四神相應」之「風水寶地」模式，前朱雀（陽），後玄武（陰），亦符應陰

陽和合之理。陰陽對立而統一，激盪而和合，乃天地間之規律。 

（4）、陰陽二氣為相地相宅之標準 

《管氏地理指蒙》卷七十七云：「二氣判兮，五土為清；二氣淫兮，五土為

刑。」所謂判者，謂陰陽二氣分明；所謂淫者，二氣混雜。意謂以陰陽二氣作為

分判地相美惡之標準。 

至於相宅，不得偏陰偏陽，須陰陽俱備，始為吉祥。《黃帝宅經》云：「凡諸

陽宅，即有陽氣抱陰，陰宅即有陰氣抱陽，陰陽之宅者，即龍也。」此即說明相

宅之訣，在於陰陽不可偏重。 

（二）、五行 

五行學說乃繼陰陽學說之後解釋宇宙萬象的思維體系。其試圖以五種不同之

物質概括宇宙的本源，以彼等之間相生相剋關係，解釋世間萬事萬物的生滅變

化。茲就其結構與功能分別申述於后： 



1 、結構 

「五行」之說，最先見於《尚書、洪範》，其原文如下：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

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段記載，已將「五行」之「名稱、性、味」簡扼指陳。嗣後，隨儒家「天

人相類」、陰陽家「五德終始」等觀念而開展。「五行」被用以類比方位、四時、

四象及其他相應的自然之理。其中，闡述最為詳盡者，當推西漢董仲舒，董子於

《春秋繁露》云：「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土居中央；……是故木居東方而

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

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註

11）嗣後，「五行」之原義為不斷引申，遂由具體而至於抽象，馴致與陰陽結合。 

陳教授德和師對此有深入的分析： 

五行的觀念又不斷地運用和擴展，從最先樸質的五材、五用、五味遞相推

演，而後又有五色、五方、五時、五音、五星、五官、五臟、五氣、五帝、

五德⋯⋯等種種對舉的排列出現，這完全是類比推理的結果，但是它們在

歷史中的出現，卻都標示著思想的進展，而陰陽五行學說的形成就是代表

此一思想進展的一次總結，而這個總結的具體成果就是它的氣化宇宙論以

及它所描繪的宇宙圖式。（註 12） 

    藉此得知：「五行」之意涵由於不斷推演、引申，而成龐大體系。鄺芷人先

生對於「五行」意義所提出的看法，正可與陳教授之見解相互發明。鄺先生說：

「以上我們把漢以前的五行意義分列為四種，這就是：�指五種重要的行為原

則。�指物質的五種物性。�指自然界中提供人類生活的五種必須的物質條件。

�指分類學的五種基本原則。」（註13） 

    茲為表徵其引申之龐大範圍，表列於後：（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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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五行及其從屬（引自鄺芷人《陰陽五行及其體系》） 

2、功能 

陽宅風水中的方位、四時、四象等觀念，即建立於上述思想基礎上。《管氏

地理指蒙》：「五行之五位，五方之五色，五性之五神，五正之五德，五象之五獸；

此皆不可差而不可易。」此說明傳統風水係以「五行」為指導方向，以「陰陽」

思想為綱領。易言之，即陰陽之造化乃透過「五行」以表達。 

在實地相宅相地過程中，常將地形、山勢按五行之特徵歸納為五種類型或稱

五星，本文第二章曾加以說明。將五星與吉凶聯結、比附，以測人生禍福，以應

天地奧秘。明劉基《堪輿漫興》的論述，可資品味。其論述方式，先以外界事物

描述，後以相應之禍福論斷。茲摘錄於後： 

金星形體淨而圓，弓起渾如月半邊；秀麗篤生忠義士，高雄威武掌兵權。 

木星身聳萬人驚，倒地人看一樹橫；有水令人身貴顯，欹斜不正反遭刑。 

漲天水星浪交加，或落平洋曲似蛇；智巧聰明多度量，蕩然無制敗人家。 

火星作祖似蓮花，貪巨相承宰相家；只有開紅堪作穴，亦須平地出萌芽。 

土星高大厚而端，牛背屏風總一般；若在後龍兼照穴，兄弟父子並為官。 

火南水北木居東，西有金星土在中，此為五星來聚講，天壤正氣福無窮。 

此段文字，其論述方式先以比喻描述，後以禍福相應論斷。約言之，堪輿家



以「五行」之特徵，比擬山形，以便定其吉凶。為便於記憶，得簡化為：「金星

圓秀，木星直麗，火星尖銳，水星動和，土星方厚。」 

「五星」之山形既比附「五行」，而五行有生剋，則五星亦當有生剋。其相

剋之情形為：「木逢金折，金遇火傷，木見土不利，土見木不良」；其相生之情形

為：「木遇金得水無妨，金水相生，木火通明，火土相濟，水木相扶」。 

「五行」亦表「五方」，故「五星」亦須講究方位，劉基所謂「火南水北木

居東，西有金星土在中」即係此意；易言之，五星方位錯置，則招致凶災。 

「五行」運用於「五星」、「五色」、「五方」以相宅，固有其理則，然則陽宅

風水之客體為自然環境，亦即前述所謂時令與方位。先賢教人著重「理氣、方位」，

必以「時空」環境中蘊藏著與人體有關、影響人之生活要素，不為人所察覺者在。

否則，傳統陽宅風水，則無存在之價值，依據 Jane Alexander 之《心靈季節》、

班固之《白虎通》，將「五行」對應四季所產生之作用，申述於后：（註15） 

（1）、木：「木」行與春季有關，為季節週期中全然陽性之階段，充滿開拓性之

氣息。春季提供創造之能量，增加體力與成長激素。人體內「木」之能量，培育

人體之肌肉與組織，主宰「肝膽」。在精神層面，開拓性之氣息，激發新觀念 

         《白虎通˙五行》載：「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

之為言觸也。陽氣躍動觸地而出也。」此以「陽氣躍動、觸地而出」說明

「木」行與春季之關係，並以東方徵表，頗與自然景象一致。 

（2）、火：「火」行，徵表「夏季」。充滿創造力的「木」成長、成熟，夏季因子

昇起，時序進入全然陽性的火，創造力達到最高點。「火」溫暖人之情感，主控

心臟之功能，俾人體之血液不息脈動，保持體內活力之運轉。 

         《白虎通˙五行》：「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

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此以

「火」表南方，以「委隨、化」言其作用。 

（3）、土：「土」行，徵表任何事物均處於完美之平衡狀態，屬於仲夏時刻。在

器官上屬「胃」，若「土」之能量無法順暢運行，則消化系統必有問題。 



         《白虎通˙五行》：「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

言吐也。……土所以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

部職也。」此以「中央」表「土」行，以「吐含萬物」為功能，故曰「比

於五行最尊」，且具實質意義。 

（4）、金；「金」行，表徵秋季。秋季到來，能量轉為陰性，人們須儲藏、農作

之收成，以供冬季人畜之食用。此為去除陳舊，保留健康與充滿活力，以渡寒冬

之時節。就人體器官而言，秋金之能量影響「肺」與「大腸」。就疾病而言，人

易罹患流行性感冒與呼吸器官之病症。 

          《白虎通˙五行》：「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

言禁也。」此說明「金」行之方位屬西方，秋季降臨，陰氣產生，萬物禁

止生長，故以「禁」訓之。 

（5）、水：「水」行，表徵冬季。寒冬時節，陰冷之能量達於極致之狀態。此時

任何事物，皆顯現「寂寥、寒冷、等待、休息」之狀態。此為沈澱能量之季節。

就人體器官而言，冬水主司「胃」之功能。易言之，冬季乃一儲藏潛能之季節。 

         《白虎通˙五行》：「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

物。水之為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此說明「水」行之功能，在

於「任養萬物」，表徵「冬季」，位居北方。 

綜合前述，「五行」之應用，在於掌握四季五方，有利於人之生氣，以達避

凶趨吉之目的。（註16） 

（三）、天星（天象） 

《周易˙繫辭上》：「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由（繫辭）的記載，得知「天象」與「地形」具有上下對應之關係；

亦即「地形」之外貌與「天象」之分佈尤具有體用之聯屬關係。所謂「天象」係

指日月星辰，所謂「地形」乃指山澤動植。而「地形」中的地理環境之吉凶觀，

則取決於「事物走向之聚合」與「陰陽爻畫之分佈」的當與否。因此，傳統風水

十分注重天象的星辰。因星辰的位置、引力、光度，對於大地的氣候、地面之景



觀、人體五臟之運化與精神狀況，均有連鎖而直接之控制作用，所以風水羅盤中

有「北斗與九星、二十八宿、二十四節氣」等圈層之設計。茲按「北斗與九星」、

「二十八宿」、「二十四節氣與七十二候」等項目，分別申論於後。 

1、北斗與九星 

天空浩瀚無邊，我國古代為區分星辰，遂有「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座區分法。

所謂「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三垣中與傳統風水最有關係者，

即「紫微垣」，「紫微垣」以北極為中心，涵括大熊座以內之星座。其中以「北斗

七星」，於現代天文學固然居於重要地位，於傳統風水之辨時定位更有不可移易

之關鍵地位。原因在於中華先民歷經千百年實踐、總結、發現北斗運行之規律可

以影響地球之事物，藉此得以觀測天象，查證四季，乃至人與天地是否合順之重

要依據。 

所謂「北斗七星」，係由天樞（斗一）、天璇（斗二）、天璣（斗三）、天權（斗

四）、玉衡（斗五）、開揚（斗六）、搖光（斗七）等七星組成，其形狀如古人所

用之酒斗，因位於北方，故名之。（註 17）北斗七星中之前四顆（天樞、天璇、

天璣、天權）組成斗形，故名斗魁，或稱魁星，又名璇璣。後三顆（玉衡、開陽、

搖光）組成斗柄，即斗杓，又名玉衡。其後又增添左輔、右弼二星遂成為九星。

不問為七星或九星，均屬於紫微星垣，以北極為中心，然而傳統風水門派複雜，

其理念不一，因而對於七星之稱謂亦有異。茲將前人所描述之七星形態與其不同

之稱謂，分別繪製圖表於后： 

 



天文北斗順序 
天樞

(1) 

天璇

(2) 

天璣

(3) 

天權

(4) 

玉衡

(5) 

開陽

(6) 

搖光

(7) 

天皇

(8) 

紫微

(9) 

堪輿九星順序 貪狼 巨門 祿存 文曲 廉貞 武曲 破軍 左輔 右弼 

地理方位 南 東南 東 東北 西南 西 西北 北  

     表 3  北斗九星之稱謂（參考亢亮、亢羽《風水與建築》，頁70） 

依現代天文學實證之結果，紫微星垣的北斗七星無異為太陽系之大時鐘，「斗

魁」為主軸，「斗杓」為指針，隨四季而轉動：斗杓東指天下皆春，斗杓南指天

下皆夏，斗杓西指天下皆秋，斗杓北指天下皆冬；同時北斗七星為發光體之恆星，

能發光發熱，消耗自體之能量。七星發射能量大小及方位之不同，遂產生地球人

類生存環境之吉凶，此亦係傳統風水注重北斗七星之主因。 

至於「二十八宿」乃中華先民通過觀察日、月一年中在天空恆星群中所處之

不同位置，將運行區域中之恆星劃分為二十八組。由於太陽、月亮總在此二十八

組恆星中來往，二十八宿如日、月之行宮、驛館，故以「宿」（舍）命名，《論衡

˙談天》：「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註18）二十八宿

又分為四區，每區七宿。各按東西南北之方位而標示，又配以青、紅、白、黑四

種顏色，且類比為龍、鳥、虎、玄武四獸。依《史記˙天官書》之記載，分別為： 

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 

2、二十四節氣與七十二候 

二十四節氣與七十二候均屬於中國古天文曆法之內容，傳統風水引用於相

地、相宅、建宅，仍在於適應天時以達人和，以臻「天人合一」之境。 

（1）、二十四節氣 

古人將周年三百六十五日平分為二十四節氣。「節」，指「季節」；「氣」指「自



然界陰陽之氣」。「節氣」二字合而為一詞，意指季節中之陰陽氣。既為季節中之

陰陽氣，自有寒溫、邪正之可言，因此以二十四節氣名之，以資趨吉避凶，乃理

所當然之事。 

二十四節氣於戰國時，其系統早已具備，嗣後《淮南子》、《漢書˙律曆志》

亦有系統之記載。而《淮南子˙天文訓》對於節氣意涵的說明較為清晰。其原文

為：「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意謂十五日為一氣，每

月兩氣，一年十二個月，故一年有二十四氣。故人又將月首之氣稱為「節氣」（節），

月中之氣稱為中氣（中）。此外，二十四節氣又可與十二辟卦相結合，藉卦爻之

升降、陰陽，以明一年中氣溫變化之狀況。 

所謂十二辟卦，係指《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十二個卦象特殊的卦，彼等依

序為《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

《坤》。此十二卦之卦象反應天地間陰陽進退消長之自然歷程（自《復》至《乾》

為陽進陰退，自《姤》至《坤》為陰進陽退），故稱為「十二消息卦」。又由於研

易者，將此十二卦與一年十二個月相配，故又稱「十二月卦」。嗣以漢人將六十

卦（六十四卦除去坎離震兌四正卦）分為五組，分別配以辟（君）、公、侯、卿、

大夫之爵號，以配一年七十二候，而十二消息卦屬於辟卦組，所以十二消息卦又

稱為十二辟卦。《漢書˙京房傳》載：「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足證「辟

卦」之稱，自有其準據。茲為求二者之對應關係，列表如下：（註19） 

月份 節氣 中氣 十二辟卦 

正月 立春 雨水 泰 

二月 驚蟄 春分 大壯 

三月 清明 穀雨 夬 

四月 立夏 小滿 乾 

五月 芒種 夏至 姤 

六月 小暑 大暑 遯 



七月 立秋 處暑 否 

八月 白露 秋分 觀 

九月 寒露 霜降 剝 

十月 立冬 小雪 坤 

十一月 大雪 冬至 復 

十二月 小寒 大寒 臨 

                 表 4   二十四節氣與十二辟卦之對應 

（參考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上）》繪製，頁295-296） 

（2）、七十二候 

中華先民對於氣象變化之預測，尚有「七十二候」的劃分法。《禮記˙月令》

孔穎達疏曰： 

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

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群臣左右從

車。爾五日，以五日為一候也。 

二十四節氣中的每氣，以三分之則為七十二氣。每氣為一候，則為七十二候。

先民欲以形象描述便於記憶，遂根據每氣所處之不同時令，分別運用與每氣相應

之植物或動物與每氣相配。此等植物或動物稱為「候物」。七十二候之起源雖無

法確定，然《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禮記˙月令》均有記載。 

七十二候固以二十四節氣為建立基礎，然細考之，每一候為五日；如此，節

氣有三候，中氣亦有三候，一月計有六候。節氣之前三候，中氣之後三候，均分

別稱為「初候、次候、末後」。（註20） 

（四）、方位－以八卦為主 

傳統陽宅風水之辨方正位，均以「八卦」為主軸，茲分數項申論於後： 

1、八卦的意義與內容 

「八卦」，係由陰陽派生而來。《周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為陰陽衍生八卦之程序與準據。有八卦之名，即

有八卦之物象。依《周易˙說卦》之記載，其物象如下： 

 

八卦中之物象，天地為萬物之最根本者，其餘均由此衍生。其中之「水火」

（坎、離）固同於五行中所具有者，然「五行」與「八卦」殊非同一體系。 

風水中，「八卦」用於表示「方位」，「方位」寓吉凶之屬性。因此，掌握「卦

位」即可判定吉凶。八卦雖有先天卦與後天卦之分，然其方位之吉凶，並無二致。 

所謂先天卦，相傳為伏羲氏所畫，依《周易˙說卦》之經文，得知其卦位有

別於「後天卦卦位」。 

《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澤，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由此劃成之圖式，即為先天八卦圖。其圖式：以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對左右之

門，艮對兌，巽對震。乾、兌、離、震為陽，以一、二、三、四為序象天左旋；

巽、坎、艮、坤為陰，以五、六、七、八為序逆轉。陰陽相錯，萬物之理。其圖

式如下： 



 
至於後天八卦，又稱文王卦，其卦序及義蘊，亦見於《周易˙說卦》中。茲

據經文加以整理並將其圖式引錄如下： 

（1）、震：東方，萬物生乎震。 

（2）、巽：東南，齊乎巽，言萬物之潔齊。 

（3）、離：南方，明也，萬物皆相見。 

（4）、坤：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此卦未標明屬於何方之卦，一般

易學者，以為當屬於西南。 

（5）、兌：西方，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 

（6）、乾：西北，陰陽相薄。 

    （7）、坎：正北方，萬物所歸，勞卦。 

（8）、艮：東北：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 



 

2、「八卦」之生存風水觀 

傳統陽宅風水，不問為形勢派或理氣派，多以後天八卦為準據。然則，二者

何以以「八卦」為準據？難道「八卦」之意涵與風水（自然環境）有關？首先要

瞭解者為「伏羲如何制定八卦」、「八卦的目的與用途」。《周易˙繫辭》曰：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 

依據這段記載，伏羲畫卦之法則為「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亦即

長期觀察自然現象之心得。其目的與作用，則在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 

既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則對上古中華先民之生活、生存環境必然

瞭若指掌；易言之，對於生活資源之方位與環境，亦必十分熟悉。陳怡魁先生以

為：「伏羲氏發明『八卦』的目的，就是要告訴民眾，找尋『食物』與『生活必

需物』的途徑。」（註 21）因此，伏羲「八卦」所蘊藏者為「方位與食物來源」



之生存途徑，是故伏羲八卦所徵表者為「生存風水觀」。茲析述於后： 

（1）、乾卦 

《易經˙說卦》：「乾為天，……為木果。」此卦性，代表二生存方法： 

   1捕捉空中飛鳥，須結網於天空；2欲食用樹上水果，須上樹摘取。 

（2）、兌卦 

     《易經˙說卦》：「兌為澤，……為羊。」此卦性，代表： 

      1獵取爬蟲類須在「沼澤」地帶；2捕捉山羊可在「沼澤」邊守候。 

（3）、離卦 

      《易經˙說卦》：「離為火，……，為甲冑，為戈兵」。「離」卦之卦性有二： 

      1捕獲之動物進食前，需先置於火焰上燒烤，可增加美味，亦能避開病毒

與寄生蟲之危害。 

      2上古中華先民放牧牛羊至陌生地區，夜幕低垂時，為防止野獸、毒蛇侵

襲，須有警戒之裝備，為卦象意涵之引申。 

（4）、震卦 

      《易經˙說卦》：「萬物出乎震」，又云：「震為雷，……為蒼筤竹，⋯⋯為

健，為蕃鮮。」「震」徵表「雷」，雷聲乃降雨之前奏；經文之意為：雷雨可使生

長中青嫩竹子越為蓬勃；可使萬物欣欣向榮。因雷雨過後，可產生天然肥料（有

機氮肥），既有益於大地植物之生長、繁茂，自然有益於人類之生存、生活。故

陳怡魁先生稱之為「雷雨求生術」。 

（5）、巽卦 

「巽」徵表風，伏羲氏對於「風」有深刻之體驗，進而教導民眾如何利用「風」，

以求生存。然則，「風」之用途如何？ 

1正面效益 

  Ａ、增加財富  《易經˙說卦》：「巽為木，為風，為近利市三倍。」意謂選擇

風和日麗、林木茂密之地為居家環境，自可使牲畜壯碩，為主人帶來一筆

財富，所以「近利市三倍」。 



  Ｂ、增長智慧  《易經˙說卦》：「巽為木，為風，……為廣顙。」，「廣顙」指

額頭寬廣開闊者，表示其人甚有智慧。經文之意為：長期居住於微風徐徐

之樹林邊或烈日當空之時，於綠樹下休憩，將使人變得聰明。何以如此？

原以森林中具有一種活氧，藉微風傳送與人畜，長時間後，人畜健康、財

運興隆。此種「活氧」可使腦神經元敏銳、智商提高。 

2風的負面作用 

天下事物有其利，即有其弊。「風」對於人畜之作用，亦係如此。四周無

屏障之地，又經常遭受強大季風吹襲，則草木稀疏，甚至無法開花結果。此種

地帶，不宜人畜。對人而言，因強風吹襲，造成氣血微弱，免疫能力降低，頭

髮稀疏。所以，《易經˙說卦》：「巽為木，為風，……為不果；其於人也，為

寡髮。」 

3巽卦的覓食方式 

《易經˙說卦》：「巽為雞」，遠古時代山雞未成為家禽時，均活躍於山間

或林木茂盛之地，所以欲食雞肉或飼養家禽，則須深入林木間。 

（6）、坎卦 

「坎」為水，此卦顯示如何利用河流的生存途徑。 

1覓食方法 

  欲捕魚，須至溪流或湖泊方可。 

2定居法則 

  《易經˙說卦》：「坎者水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說明上古時代，

中華先民於遊牧紮營時，須尋找靠近水源之地。 

3警戒作用 

「坎」卦之另一功用，則為「警戒」。上古中華先民於廣大平原之河岸紮

營時，四方無所屏障，則要隨時留意野獸侵犯與敵對部落之偷盜行為。面對此

種情況，伏羲氏以「坎」卦告誡民眾。所以《易經˙坎卦˙彖》曰：「坎，重

險也。」，《易經˙說卦》：「坎為水，……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其於輿也



為多貴……，為盜。」 

（7）、艮卦 

《易經˙說卦》：「艮為山，……為果蓏，……為狗，為鼠。」「艮」卦表「山」，

當人們欲摘取水果，食犬肉，捕老鼠，須進入山區。此乃「艮」卦所彰顯之「覓

食指導方針」。 

其次為「居住法則」，《易經˙說卦》：「艮為山，……，為小石。」「小石」

為製造石器之原料，此等原料，須取諸山區。 

（8）、坤卦 

「坤」表大地、平原。《易經˙說卦》：「坤為地，……，為釜」，「坤為牛」。

依〈說卦〉之記載，「坤」卦所彰顯之求生方式有三： 

1覓食指南 

  欲狩獵野牛，須至廣大平原故曰「坤為牛」。 

2謀生工具之製造 

      上古先民所應用之工具，除石器、骨器外，亦進展至以金屬材料為釜（煮

食器具）。此種煮食器具之發明，又使人類文明向前推進一大步。伏羲氏教導

百姓，從土中挖掘「釜」器材料。 

3居住法則 

      《易經˙坤》：「坤，元亨，……。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卦所顯

示之居住法則為「面西南、背東北」。冬季，因緯度之關係，面向西南之宅第，

可多獲陽光與紫外線；同時可減少東北季風之侵襲。「朋」有二義，此指「貨

幣」而言。居於此種環境，生活自在，自然財源廣進。反之，向東北，背西南，

居於不利之自然環境，生活不自在，則易耗損錢財，故曰「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 

綜合前述，「八卦」所代表之原創意義，自「生存」與「環境吉凶」之角度

予以詮釋，或許可以還其本來面目。 

至於「陰陽、五行、八卦」思想體系，雖非形成於同一時期，然於相地、卜



宅時，則須綜合應用。 

茲將五行、八卦與四時、方位、四獸、五色之關係，簡列於下： 

 
二、 四神相應說 

所謂「四神」，即「四獸」；玄武、青龍、朱雀、白虎。在傳統陽宅風水學中，

不問山地、河谷、平洋，民居、鄉村、都市、王城，道教宮觀、佛教寺院，其選

址、修築，均須符合此一原則。易言之，即以東、南、西、北四方的屏障（山嶺、

高地、建物）賦以四獸之名，同時徵表四方屏障的特性，構成一適合生存、生活

之理想環境。這種理想的生存、生活環境，隱寓中華先民遠古以來所體悟之深層

生態意義。然則，「四獸」所顯露之特性為何？《葬經》云：「玄武垂頭，朱雀翔

舞，青龍蜿蜒，白虎馴俯。」「玄武」即龜蛇，徵表穴場後面之主山漸降而下，

具護擁之勢；「朱雀」係指穴場前面的案峰、山水，似鸞鳳飛舞，情意親切；「青

龍」，指左側之龍砂，要環抱顧穴，如蜿之順，如蜒之繞，不可突兀僵硬、反背

倔強；「白虎」，係右側之虎砂，喻猛虎受人馴服，則低頭俯伏，無蹲踞之兇惡。

（註 22）這是前人對於理想生活環境的描述，在這描述中，也表露生活環境的

整體性與範式。此整體範式，即後世陽宅風水所謂的「風水寶地」模式。以古代

中華先民的生活環境而論，如此的景觀，既宜於蕃衍後嗣，又具屏障、禦敵之功

能。同時，又可說明此一模式，乃先民為適應黃河流域之地理環境所塑造者。北

方的玄武山，可阻擋冬季之寒風，亦即具有「破風」（消除寒風）之作用；亦可

以防禦外族之襲擊；東方之青龍砂，青翠之林木、植被，為居住者樵採之源，可



供給炊食之薪柴與大量之氧氣，有益於居住者身心之健康；南方之朱雀案山，具

關鎖之功能，其傍臨之溪流，又可供飲用、漁撈；西方的白虎砂，得以抵擋秋冬

季節之酷烈秋陽與凜冽寒風。 

「四神相應」的景觀，可供解決實際生活之餘，尚有傳統哲學思想的寓意。

依《周易》之卦理，北方為「坎」，其色為玄（黑），五行為水；東方為「震」，

其色為青，五行屬木；南方為「離」，其色朱（紅），五行為火；西方為「兌」，

其色為白，五行為金。如此的環境範式，隱隱然將「四方、五行、五色、四正卦」

融合為一，儼然為一八卦載體（後天卦）。 

「四神相應」原則亦流露感官對於景觀的適應性。人的感官對於景觀美惡，

有強烈的判別性，進而影響身心之健康，所以「玄武」欲其「垂頭」，「青龍」欲

其「蜿蜒」；「朱雀」要其翔舞，徵表地景寬闊、生機盎然；「白虎」位居肅殺之

秋金方，須經馴服，故要其「馴俯」。 

據此，再由此衍生「因地制宜、依山傍水、負陰抱陽、改造風水」等細則。

茲分別敘述於下： 

（一）、因地制宜 

中華先民既體悟「四神相應」之相地原則，面對現實之生存環境，欲如何適

應？先哲主張依據環境的客觀性，採取適宜於環境的生活方式，此即所謂「因地

制宜」。《周易、大壯》：「適形而止」，《淮南子、泰族訓》：「俯視天地，以制度量，

察陸陵、水澤，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立財，以除飢寒之患。」此足以證明先哲

亦十分重視客觀生存環境。 

中國地域遼闊，東南西北的氣候相差甚大，土質不一。因而，土地利用方式，

因而有異。陽宅建築形式，除表徵各地域之民俗文化外，尚充分流露「因地制宜」

的理念，也符合中山先生「地盡其利」的訓示。居住文化，亦係人類文化內涵之

一。我國自古以來，即十分重視「住宅」。「夫宅者，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

模。……凡人所居，無不在宅。故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為家。」（註 23）

足見「宅」與人的密切關係。 



西北乾旱少雨，陝北、隴東、豫西，晉中的居民，利用黃土高原，開掘穴居

式洞。此種洞，施工簡易，材料節省，防火禦寒，冬暖夏涼。 

西南潮濕多雨，多蟲獸，居民修建干欄式竹樓為住宅。此種竹樓，樓下留空

或豢養家畜，樓上住人。雲南、海南、廣西之少數民族，均居住竹樓。 

蒙古游牧民族，以蒙古包為住宅，便於逐水草而遷徙。貴州山區、雲南大理

的居民，就地取材，以山石砌屋；黃淮大平原的百姓，以土磚建屋。 

此等地區，陽宅的建築形式，乃依據各地區實際情況而採取之有效作法。如

此，得以使人與居室適應自然，回歸自然。 

（二）、依山傍水 

山體為大地的骨架，亦係人類生活資源的府庫；水域為萬物生機之源泉，無

水，人即無法生存。中華先民，已察覺山水對於人類生活、生存的重要性。因此，

先秦時期即選擇依山傍水之地而建宅。《墨子、辭過》：「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藉此可證。 

依山的形式有兩類：一為「土包屋」，即住宅、聚落三面環山，內為平曠之

地，南面敞開，宅屋即隱於萬樹叢中。（註 24） 

另一類為「屋包山」。此種類型，顯現於河流沿岸之城市及山麓宮觀、寺院

之大型宗教建築物。此類建物，成群覆蓋山陵。從山腳一直延伸至山腰。我國長

江中上游沿岸的碼頭小鎮，皆屬於此。 

中國的城市，多形成於大山大河之間。《管子、乘馬》：「凡立國都，非於大

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

勢，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此說明山川之間的土地，乃適宜於

人類居住之地。古代如此，現代亦係如此。國內有名的城市，如鎮江、蘭州、承

德、鄭州、昆明等即是。 

此外，「依山傍水」之原則，於防禦意義上，尤為重大。前有河川環繞，後

有山陵枕依，居高臨下，我暗敵明，進可攻，退可守。這種「依山傍水」的應用，

不僅有益於實際生活的「防災避難、安身立命」等思想的實現，亦為古代文人筆



下歌詠的好題材。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註 25）即為適例。 

（三）、負陰抱陽 

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地形，決定氣候型態及住宅方向。住宅方向，以「負陰抱

陽」為範式。所謂「負陰抱陽」，就是坐北朝南；也就是背枕山陵，面朝陽氣充

足的南方。然則，基於何種原因，須以「負陰抱陽」為適當之位向？這固然由於

「四神相應說」生存環境模式之反映，同時也具有實證觀察之理由，茲分別敘述

於下： 

1、從「地形」而言，中國的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是以，選擇住宅基地，

要取順勢，則「坐北朝南」，也合乎自然的形勢；反之，即是逆勢。逆勢修

建住宅，形勢上與自然景觀不和諧，居住者心裡亦不舒暢。 

2、自「採光」而論，坐北朝南之住宅，易於取得充足的陽光。中國因地勢

之關係，大部分陸地位於北回歸線以北，一年四季的陽光，均來自南方。因

此，南向的房屋，其溫度較高於北向者，尤其是冬季，光線充足，氣溫較高，

南向的房屋，自然較北向者，適於人居。不僅如此，陽光還可以殺菌，參與

維生素 D的合成，增強人體之免疫功能。所以，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尤其在

房地產之交易，南向者較易成交。而且，依據調查，長期居住北向房屋者，

易於罹患傷風、感冒、風濕等症，神態厭倦而沈悶；相對者，長期居住南向

房屋者，心情舒暢，古語所謂「向陽門第早逢春」，是不無道理的。 

3、自「避風」而論。中國大陸屬於中緯度，依氣象資料而言，中緯度的風

特別寒冷，頗傷身體，所以歷史上之醫家對於寒風甚為注重，而以「風、寒、

暑、濕」四氣為診察病症之客觀依據，即一適例。 

先秦時期，中華先民即重視「風與人」之關係，甲骨卜辭已有測風之記載。

《呂氏春秋》、《黃帝內經》、《葬經》等，均有關於「風於人體的影響」之記載。

惟其如此，「風水」的研究，才有裨益。《史記、律書》載：「不周風居西北，十

月也。廣莫風居北方，十一月也。條風居東北，正月也。明�風居東方，二月也。

清明風居東南維，四月也。景風居南方，五月也。涼風居西南維，六月也。閶闔



風居西方，九月也。」此處之「八方風」與《黃帝內經》所載之「九宮八風」有

類似之處。然則，「八風」何所指？「風」對人體究有何影響？茲分別敘述於後： 

（1）「八風」之意義與內容 

所謂「八風」，依《史記˙律書》之記載，有「不周風、廣莫風、條風、明

�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等八分類。其名稱係以風力的大小及方位、

寒暖而區分。 

1不周風－「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其時位為亥，有「殺生」之作用。 

2廣莫風－「廣莫風居北」，意謂陽氣在下、陰沒陽而盛。時位在亥丑。 

3條風－「條風居東北，主生萬物。」，意謂調治萬物而出，其時位為寅。 

4明�風－「明�風居東方。明�者，明眾物盡出也。」意指俾萬物盡出。

其時位在卯辰。 

5清明風－「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意謂東南風吹拂萬物，

時位在己午。 

6景風－「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意謂景風徵表陽

道著明，陽盛丁壯之時，時位在于午未。 

7涼風－「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居西南維，主地」，以八卦方位而言，

屬於「坤」。意謂奪萬物之盛氣，其時位在申酉。 

8閶闔風－「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陽氣道萬物，闔黃

泉也。」意指西風之作用在於「倡導、閉藏」。其時位在戌。 

（2）「八風」對於人體之影響 

依「八風」的時位，得知「西南、西、西北、北」等方位之風，強勁有力、

凜冽徹骨，傷害人筋骨、臟腑；至於「東北、東、東南、正南」等位向的風，於

人於物，均有溫潤和煦之作用。「八風」對於人體既有如此之作用，則須進行「擋

風聚氣」的環境選擇－抵擋以偏北風為目的的東、北、西三面環山，南面地形稍

微敞開之環境模式，此即「負陰抱陽」精義所在。 

  至於無山丘之平原地區，則藉營造防護林之辦法，以達「擋風」之目的。 



王玉德先生對此原則，有較中肯之看法：「坐北朝南就是負陰抱陽，背對陰

面，胸抱陽面，宅地在兩手擁抱之中。人們住在這樣的地方，對身體頤養是極為

有利的，可以得山川之靈氣，受日月之光華，何樂而不為？」（註 26）王氏之見

解，充分流露此一原則之全體大用。 

（四）風水改造 

吾人不僅須認識自然，尚須使自然為我所用，此即「四神相應」原則的衍化。

大地、山川之形成配置，未能符合此原則者，可謂處處皆是。因此，須加改造，

以適合人的需求。亦即以人為之功，彌補造化之不足，依據《發微論》、《管氏地

理指蒙》等先賢的遺著，改造風水，亦不得違背自然之道。下列數項，可供參酌： 

1、《發微論》云：「改天命，奪神功，而人與天無間矣。」又說：「山川之融結在

天，而山水之裁成在人。或過焉，吾則裁其過；或不及焉，吾則益其不及，使適

於中。截長補短，損高益下，莫不有當然之理。」這說明改造自然，應發揮主觀

能動性，執其樞機，無「過與不及」，毋背「三才」（天、地、人）和諧之道。易

言之，創造山川者為天命、神功；至於如何使山川為人所用，須倚賴人之作為。 

2、人應當以自己之知識、道德、力量符應天理。「天道」即「天理」也。《發微

論》云：「感應者，言乎其天道也。夫天道不言而響應福善禍淫皆是物也。諺云：

『陰地好不如心地好』此善言感應之理也。是故求地者必以積德為本。」此說明：

欲覓得良好之吉地，須積德；德與吉地、福善禍淫之間，具有一定之因果關係。

這似乎不合乎科學原則，然而推敲其深層之意蘊，當在於勸人修身，不任意破壞

生態環境。《雪心賦》云：「欲求滕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積德必獲吉扦，

積惡還招凶地；莫損人而利己，勿喪善以欺天。穴本天成，福由心造。」（註 27）

此自一般教化而言，亦深寓因果報應之理，具警世之功能。 

風水改造之目的，固然在於使山川形勢完整，因此形勢欠缺之形局，則以人

工補救。補救之道為何？據日籍學者堀�憲二之研究，指出修補龍脈的方法，計

有五種： 

（1）補修：將遭挖掘而損傷的主山進行補修。 



（2）回填：將被挖掘的龍脈加以填塞，盡量回復原狀。 

（3）整治：部分龍脈的主山被挖削不成原形，則予以補修整治，以符合風水上     

的要求。 

（4）建塔：主山遭挖掘破壞後，在山頂建塔以求均衡並滿足象徵吉祥的要求。 

（5）植樹：主山遭挖掘，地表裸露，其象不吉，山不蔥鬱，生氣不暢，應植樹

綠化。（註 28） 

前述之「補修、回填、整治、種樹」四者，其目的在於鞏固地表之原貌，充

分流露「大地有機自然觀」與「大地為母」的哲學思想。 

至於「建塔」，尤具人文意涵，奪造化之天工。因目的之不同，而有不同之

補救方式。為昌文運，而建「文昌塔」；為固形勢，而修「鎮塔」。 

1文昌塔 

為何興建文昌塔？中國傳統社會，科舉進仕被認為乃展露才華之重要機會，

亦係躍升為達官顯貴之重要途徑，尤為「光宗耀祖」之最佳渠道。是以，各地方、

各階層，均以居住地之文運昌盛為大事，因此常在府治、縣治、村落、宗祠等處

修塔、建祠。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載：「或于山上立文筆，或于平地建高塔，

皆為文筆峰」，此意謂文筆峰文峰塔的修建，一則足以彌補自然環境的某種缺陷，

一則滿足人們心理需要，對於促進地方文化的發展，起過一定作用。 

2鎮塔 

「鎮塔」一詞，依廣義而言，當涵括文昌塔。此處僅指「壓勝塔、水口塔」。 

所謂「壓勝塔」為驅邪之物，即消災鎮邪之塔，與宗教教義無關，清屈大均

《廣東新語》云：「塔本浮屠氏所制，以藏儲佛舍利者，即中國之墳也。華人今

多建之以壯形勢，非禮也。吾嶺南在在有塔，其藏佛舍利者，為廣州城中花塔，

是佛之大冢也。予推原浮屠氏之意，其塔非為形勢而設也。」屈大均氏所論甚是，

「浮屠」在印度原為佛舍利之儲藏處，在吾國則用以壯形勢。所以，大陸之佛教

古剎，如普陀、天童均有類似之「鎮莽塔」，亦具風水改造之作用。 

所謂「水口塔」，其寓意亦在於補形勢。蓋依傳統風水法則，水之最佳流向



應自西北之天門流入，從東南的地戶流出，對於坐北朝南之城市，東南又係生氣

方，流出之水須有「水口砂」（捍門砂）關鎖。如福建泉州水口所建之三重塔，

即在鞏固泉州水口之風水形勢。「水口塔」的主要作用在於補水口形勢，然在客

觀上卻豐富水口處之景觀曲線，同時尚具「燈塔」之作用。 

「風水改造」方法，除日籍學者所標舉者外，尚有「鎮煞」之道。此種「鎮

煞」方式的思想內涵與理氣派所主張之「理氣一致、氣的方位吉凶」有關。「氣」

因方位而有「生煞」之分，因此於修造宅第時，須順「生氣」，同時還要鎮「煞

氣」。鎮煞的目的在於辟邪招福，以求逢凶化吉。其鎮煞方法，得區分為物鎮與

符鎮。物鎮有「八卦圖、八卦鏡、字牌、獸牌、劍牆、石敢當」等；符鎮，則利

用鎮煞符號、佛道咒語，外加五行、八卦與抽象化圖案，予人以神秘感，以達辟

邪、招福之目的。在《古今圖書集成》中，集錄上百個鎮煞符號，可供研究。此

種鎮物與鎮符之作用，於屋宇之改造、修建，或許未能達成實質的效果，亦非高

明之上策。然於生產力未臻水平之古代而言，此一「鎮煞」之施為，於中華先民

無法駕馭自然之情況下，產生撫慰之心理作用，亦反應多數人之心理需求，進而

與道教文化緊密聯結，成為流傳甚廣之民俗文化形式，所以，其深層義蘊當係理

氣派的思想，吾人不可純粹只以「迷信」之眼光待之。  

第四節 作為價值觀的倫理說與審美說 

在探討上述傳統陽宅風水思想結構原理之後，吾人進一步討論傳統陽宅風水

的價值原理。關於這一部份，吾人分倫理說與審美說兩方面來談： 

一、 倫理說 

傳統陽宅風水所追求者為理想之生活生存環境，然則如何獲得理想之環境？

所依據者為「巒頭」與「理氣」，從「巒頭」與「理氣」，判定生活、生存環境之

「吉凶」。是故，傳統風水學中流露「環境吉凶意識」，而此意識，亦彰顯中華先

民之思維定式，左右人們思想與行為。因此，傳統風水對於環境的好壞，採用

「吉」、「凶」之術語來表達，此種「吉凶評價系統」，係以《易經》模式為依據。



而此模式乃殷周上古時代占卜問事之總法與概括。其格式為：「卦名－特點－利

或不利（吉或凶）」，或「爻位－爻辭－兆辭」，六十四卦每一卦之結構，大致如

下圖示： 

每   卦   內   容   圖   示 說    明 

卦象       卦名       卦辭 本    卦 

爻位       爻辭       占辭 內卦初爻 

爻位       爻辭       占辭 內卦中爻 

爻位       爻辭       占辭 內卦上爻 

爻位       爻辭       占辭 外卦初爻 

爻位       爻辭       占辭 外卦中爻 

爻位       爻辭       占辭 外卦上爻 

以「乾」卦為例： 
1、卦象    卦名    卦辭 
            乾     元亨利貞 
 
2、爻位   爻辭      占辭  
   初九   潛龍      勿用 
   九二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九三   君子終日  夕惕若厲 

乾乾      無咎 
 九四   或躍在淵  無咎 
 九五   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上九   亢龍      有悔  

           表 5  《周易》吉凶評價系統（引自劉沛林《風水》，頁383） 

上列之圖示，若與風水古籍之記載對照，當可發現其相似性。茲舉數例如下： 

    「凡宅居滋潤光澤陽光者，吉；乾燥無潤者，凶。」（《陽宅十書˙論宅外形》） 

    「凡宅或水路橋樑四面交沖者，使子孫怯弱，主不吉利。」（《陽宅十書˙論

宅外形》） 

夷考傳統陽宅風水，不問為「形勢派」或「理氣派」系統，其深層意義在中

華先民遠古時代即具有之「環境吉凶意識」與嗣後受儒家思想薰陶所形成之倫理

性。茲將後者歸納成數點，論述於后： 

（一）、三綱五常 

風水形勢之構成，常由一系列地形因素組合而成。傳統風水附會禮制觀念，

將地形因素歸納為「三綱五常」。所謂「三綱」即「氣脈、明堂、水口」是也。「氣

脈」，為富貴貧賤之綱；「明堂」，為砂水美惡之綱；「水口」，為生旺死絕之綱。

所謂「五常」即「龍」，要真；「穴」，要的；「砂」，要「秀」；「水」，要抱；「向」，

要吉。「三綱五常」原為古代儒家之倫理規範，傳統風水用以判定山水之美惡，



充分流露「大地有機自然觀」之思想。（註 29） 

（二）、宗族禮制 

陽宅風水，在踏勘龍脈時，須由遠及近，逐次尋找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

少宗山、父母山，直至正穴。其體系像宗族一般，五代才出服。 

唐卜應天《雪心賦》，曾指出山脈的祖孫聯屬關係：「迢迢山發跡，由祖宗而

生子生孫……自本根而分支分派。」清孟浩之注解為：「發跡，山之出身處也。

祖宗，山之本也；子孫，山之支也。……故山之迢迢發跡而來，必先起祖宗之山，

而后分干分枝，相傳而去。亦由人之由祖宗而后生子孫也。」此等記載足以說明

「宗族」關係對於傳統風水的影響。（註30） 

（三）、迎、朝、侍、衛 

傳統陽宅風水，頗注重形勢上之等級秩序，以為最好之地理形勢為「眾星捧

月」或「拱迎天子」之勢，即：後有層層屏障的靠山，左右兩側有侍衛之砂；前

有案山，再遠處為朝拱之山。亦即「四神相應」之地。 

至於「砂」之排列情狀，依宋黃妙應《博山篇》之記載，可分為「迎、朝、

侍、衛」。其涵義及作用，列述於下：（註31） 

1、迎砂：繞抱穴前，平低作揖，參拜之職。 

2、朝砂：面前特立，不論遠近，特來為貴。 

3、侍砂：兩邊鵠立，能擋惡風。 

4、衛砂：從龍抱擁，外禦凹風，內增氣勢。 

這種「三綱五常、宗族禮制、迎朝侍衛」的比附援引，完全為儒家倫理思想之體

現。 

二、 審美說 

傳統陽宅風水，注重巒頭、理氣之外，尚注重環境的綠化與美化得審美問題。

以今日的環境科學而論，頗具景觀學之意涵。茲分別敘述於下： 

（一）、綠化原則 

所謂「綠化」，係指依風水法則，種植樹木，改變地貌，以達改造風水之目



的。樹木為聚氣的「城垣」，又是產生「生氣」的根源。所以，樹木的作用，在

於「聚氣、生氣、藏風禦寒」。王玉德先生以為：「草木繁盛，則生氣旺盛，護蔭

地脈，宜於居住。廣陌局散，非有樹障，不足以護生氣；山谷風重，非有樹障，

不足以禦寒氣。」（註 32）藉此得知：樹木是風水好壞標誌之一。草木茂盛之地，

表示該地地氣旺盛水分豐沛，得以種植五穀、繁殖禽畜，自然宜於人畜。《葬經》

云：「土高水深，鬱草茂林，貴客千乘，富如萬金。」即在說明這種景觀關係的

重要性。 

樹木另一作用為「藏風禦寒」，風吹氣散，樹擋氣聚。依此推論，樹木之種

植，不僅可以藏風禦寒，亦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並增加聚落、住宅的安全感，可

謂具數層作用與意涵。風水古籍中，多有如此記載。 

《周易陰陽宅》云：「故鄉野居址，樹木興則宅必發旺；樹木敗則宅必落。

苟不裁植樹木，如人無衣、鳥無毛，爰能保溫暖而久安長處乎？」此段文字，即

在說明樹木藏風禦寒、防護陽宅的作用，而且以「人無衣、鳥無毛」為喻，頗為

貼切。（註 33） 

《管氏地理指蒙》指出：「霜風剝裂而屑鐵飛灰，草木黃落而涂朱坌，春融

融而脈不膏，雨淋淋而氣不蘊。」這說明樹木對於聚落、住宅，除增加安全感外，

尚可豐富空間層次。（註 34） 

至於防護環境的樹木，約可分為三類： 

1、擋風林：抵擋西北或山谷的煞氣。 

2、龍座林：位於住宅背後，襯托屏護陽宅。 

3、下墊林：位於宅屋前方者。 

這三種防護林，其吉凶亦有實證所得之標準。「擋風、龍座」，以高大厚實為

吉，「下墊」以青翠、整齊為吉。（註 35）此皆與事實環境相�合。 

陽宅風水中的「綠化」，考諸史冊，為中國文化傳統之一。既係傳統，必有

「綠化」之事跡流傳千古。值得宣揚者有二：一為山東曲阜之孔林，世代所植之

樹木，為千萬餘株，為中國古代以人工所創造的最大風水林。二為隋煬帝大業年



間的植樹活動，這是歷史上著名的造林公案。唐代白居易以《隋堤柳》讚之，詩

云：「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傍流水；西自黃河東接水，綠影一千五百里。」

可見植柳面積之廣大。 

有樹即有生氣，就能調節生態；因樹木具有「吸收、過濾」空中有害物質，

「降低 」粉塵，「消除」噪音，「涵蓄」水分之功能，所以樹木可說是保護人類

健康的衛士。 

至於風水古籍中，曾涉及之植樹宜忌，於陽宅風水「綠化原則」有無牴觸？

茲分二點，敘述如下： 

（1）心靈之撫慰 

人為心靈與形質兼具之動物，形軀之疾病起因於心理之苦痛者有之。陽宅風

水講究環境之綠化，未始無因。人之感官所攝取者，如果是舒暢的，則心靈怡悅。

如「宅前不種桑、宅後不種槐。」因「桑」與「喪」諧音，恐有「喪門」光顧；

「槐」，象徵官貴之運。古代宮廷門外，所種植之三槐，即表示「司馬、司徒、

司空」三公的品位。又如「宅院中不得有大樹、宅前不宜有大樹當門」，「宅屋四

周忌枯樹、禿樹、死樹、怪樹、病樹、蟲樹」等，均在袪除居住者心理之不安所

累積之禁忌。（註 36） 

（2）方位屬性之把握 

所謂「方位屬性」，係指方位理氣之吉凶；不同之方位，有不同之吉凶屬性，

是以樹木之種植，亦須注意其與方位是否相應。如「東植桃柳、南植梅棗、西栽

梔榆、北栽杏李」是為大吉；否則，即為凶象。（註 37）為何樹木之栽植與方位

不相應，即產生不吉？樹木有其屬性與所需之能量，因此生長之季節不同，若方

位不相應，則無法攝取所需之能量，自然無法生機盎然，進而影響居住者之心理。 

易言之，古代中華先民何以對於住家外圍花木之種植，有如此的說法？探尋

其因，除「方位能量」之外，尚具景觀吉凶因素？緣以桃柳宜於東方（青龍）水

邊生長，且其枝葉細小稀疏，朝陽之光得以直接透入，以保室內朝氣暖和。梅棗

結果實，非有南方充足之陽光不可。梔榆為落葉樹，夏日濃蔭可擋西斜之驕陽，



冬日落葉又有西日透光之暖和。李杏等果樹，喜涼冷，故宜種植於北方。 

（二）、美化原則 

傳統陽宅風水，注重形勢、方位、植樹綠化之外，尚著重環境之美化。茲依

「美化意涵、美化類別」，分述於后： 

1、美化意涵 

傳統陽宅風水，以「聚氣」為內核，此為中國傳統哲學「氣論」思想之闡發

與流露。為達「聚氣」之目的，所以講究「山環水抱、屈曲有情」，「對稱均衡」。 

所謂「山環水抱、屈曲有情」，即指好的風水地常是后山來脈悠遠，左右砂

山層層護衛，前面有彎曲流水環抱，形成拱朝「有情」之勢。風水中，對於「水」

的要求，尤能反映「屈曲有情」的美化。因風水中的流水，均以「屈曲」為上，

最忌「直去無收」。「屈曲」之意涵為何？前賢已有深論。「曲」有深刻之內涵，

象徵「有情、簇擁、積蓄」，所以「山、水、路、橋、廊」要「曲」，以表中華文

化幽深、內蓄的性格，亦即所謂「曲徑通幽處」。（註 38）蔣平階《水龍經》云：

「水曲似金溝，富貴此中求。」此亦在說明「屈曲」深寓之意，正因陽宅風水追

求屈曲繞抱、環顧有情之勢，遂將之納入特定的吉凶評價系統。是故，中國古代

的城市、村落、民居，其選址環境均浸透著「屈曲有情」的形式美。 

此外，這種美化原則尚可自「民宅學」的設置中窺見。傳統大門的開門法，

有一特殊規定：「重重宅戶，三門莫相對，必主門戶退。」（註 39）其意為數進

深的宅戶之門，不可全部開在與大門相同之軸線上，其目的固在於含蓄真氣以護

衛家宅，同時要求「九曲通幽」的格局，頗契合建築上的「秘密性原則」。（註

40） 

至於「對稱均衡」原則，也是陽宅風水應遵循之原則。「四神相應」中的龍

砂、虎砂，發源於穴後之靠山，呈左右護衛、環抱之勢；又如四合院建築，兩側

之廂房，相當于人之雙臂，亦成環抱之態。這都是對稱均衡原則之顯現。為達到

「對稱、均衡」，古代的陽宅建築，均須遵守「中軸線法則」，尤其是皇城，省府、

州縣之城，基本上亦係如此。 



2、美化類別 

「美」有形式與顏色之分。形式者，指地形之美，計有四類：（1）、羅城美，

即砂山羅列，八門鎮住真氣。（2）、砂水美，即環抱有情。（3）、明堂美，平坦

而寬闊。（4）、生氣美，呈現蓬勃生機。（註 41） 

顏色者，以天干、五行配五色、五方。其組合方式如下： 

東方甲乙木，為青色；南方丙丁火，為紅色；西方庚辛金，為白色；北方壬癸水，

為黑色；中央，戊己土，為黃色。五色之中，以黃色為尊。土生萬物，又是農耕

之本。古代帝王之宮殿、服飾，以黃色為主；百姓之住宅，祇許使用黑色，如北

京四合院，玄黃二色為統治者用以區隔階級存在之工具，殊非色彩使用之正途。 

形式與顏色之關係，亦如人之形軀與精神。無形軀，則精神無以附麗，無形

軀則無以彰顯精神，所以形神須一致。因此陽宅風水於基址之選擇，除「四神相

應」全體性之原則外，尚須注意「美化」原則。「美化」之關鍵在於線條、顏色

的兼顧，而顏色又徵表外在環境的精神，因此天干、五行與五色、方位之配合，

乃彰顯「方位理氣」與「形勢」二者之不可偏執。 

 

第五節 小結 

通過上述之討論，吾人可以了解傳統的陽宅風水思想並非沒有自身的內部理

路，也不是處於全然分裂的狀態。過去之所以讓人有這樣的誤解，主要在於沒有

強調形勢派與理氣派的相互會通之處。同時，更重要的是，對於傳統陽宅風水的

思想沒有從事較有系統的建構，讓人無法系統地認識傳統陽宅風水的思想。所

以，本章就是這樣系統建構的一個嘗試。希望透過這樣的建構，俾人們了解傳統

陽宅風水中的自然有機思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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