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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景观设计与传统风水理论的结合运用

杨坤

北华大学，吉林吉林，132000

摘　要：风水学作为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理论，在景观行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针对生态学

与现代景观的概念进行分析，将风水学对于现代景观的启示展开思索与研究。在实践当中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

敢于去伪存真，能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发挥出良好的作用，在未来的寻求人与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中，

实现自身应有的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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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的传统风水思想指导着景观规划的典

型空间格局，在思想、环境、文化、地域等方面

都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其反映出景观环境的

观念，具有自然主义的思想，注重天人合一、尊

重自然，符合当代景观规划的生态原则。当今社

会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求满足的同时开始更加

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关系。在现代背景下产

生注重生态的观点和审美偏好具有一定的一致

性，风水理论体系的生态性和综合性给现代景观

规划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

1　研究的背景

传统风水学说为一种固有的传承文化，影

响了中国2000多年。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学

说的传入与兴盛，风水受到了当时人民的批判，

被看作是封建迷信的产物。存在即合理，实际上

风水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

期，许多学者开始从地理学、文化学、环境学等

不同领域探索研究风水，发掘风水理论中科学性

的观点，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景观规划的建设无

疑有着借鉴作用。当今社会确有众多研究风水易

学者，一知半解时便大肆操作并信口安排，留下

不佳印象，使众人逐步产生一种风水术是迷信且

只是赚钱的一种骗人手段，如此结果，导致中国

传统智慧文化中极为宝贵的风水学术蒙受不白之

冤；由此也更多地产生了风水乃“迷信”之说。

传统风水学术是由易学理论、天文学理论、

地理学理论、建筑学理论、景观和谐理论等共同

组成的，准确地讲传统风水学还加进了人体生命

学理论，这样形成了天地人和谐统一，场所如果

借气得力，人居其中自然顺达如意[2]。风水是中

国古代贤者们的智慧结晶是一套十分严谨且归

纳性很强的学术理论体系，对于现代的建筑，景

观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　传统风水的发展状况

传统风水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传播与发展从未间断，近代以来，

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和一些思想运动等活动，

倡导科学文明，破除封建迷信成为当时的主流

思想。风水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等处于低谷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的学者开始关注风水这

一中国传统文化，20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因为国

内思想的逐步解放及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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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对民族，文化，地域，历史等文化精神上的

认识和反思，以及对人居环境的重视，有关于建

筑环境，景观环境的传统风水思想又一次被人

们所关注。不仅在居住环境方面，我国古代地理

学史，物理学史等研究领域，也有相关涉猎的风

水书籍，发现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科学史料，

有了新的进展。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风水文化的

研究促进了我国景观文化研究的反省与深思。

3　风水学在景观中的运用

3.1　风水对景观选址的应用

中国哲学中“气”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基本要

素。重浊的气属阴，轻清的气属阳，阴阳结合则

形成宇宙万物。景观选址的理想模式，显示了多

种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不仅包含传

统观念上的要求而且也包括对于社会、经济、防

御、生产及地域环境等多方面的考虑[3]。

3.2　风水对现代景观规划布局的影响

风水格局对景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市中

轴线的确定和重点建筑的布局上。例如以宫殿、

寺庙、陵寝等建筑群的中轴线面对某些山峰（祖

山、主山、朝砂、案砂），构成对景以壮城市之

形势。战国时吴国大臣伍子胥为给吴国都城选

址，总结出“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城市规划

布局思想，此后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历代都城基

本沿用了这种风水学的规划理念。

3.3　风水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

建设园林期间，首先要观察园林的地理位置

以及山水的位置，最主要的是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

位置，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其他建设都可以后期

建设。在古代风水先生在建设园林方面会根据正

对园林的天象、星象，以此形式来定园林。山水与

环境之间还必须要相互衬托。这一点突出了古人

的审美观。现阶段的园林建设大多数都是对园林

进行树木种植、地形、地貌等，以此形式发展园林

才可以达成当今的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面貌，在

生态环境上的保障，助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4-6]。

4　风水思想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以紫

禁城为例

4.1　紫禁城概况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

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

廷建筑之精华，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

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

为世界五大宫之首，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4.2　风水分析

紫禁城内外的地形地貌，龙穴砂水，以及紫

禁城坐向及内外风水格局，都是依照中国正统风

水原则要求布局而成。以景山为其“镇山”；金水

河自乾方入而巽方出，并在英武殿，太和门前等

凸出，形成“金城环抱”之势；以东属木，主春、

生、文、仁等，故有文华殿，万春亭等；西属金，

主秋、收、武、义等，故有千秋亭，武英殿等。

紫禁城风水的核心思想是气。总体环境由阴

阳二气所化生，景山属阳，金水河属阴；帝王执

政的朝廷属阳，皇后的寝宫属阴。紫禁城背负高

山，面对河水，坐北朝南，其气冲和，再现阴阳

二气的元动力量。

紫禁城后有景山作为靠山，山主贵为靠，主门

为离坎两门，且以离为主，按八宅法分析，为“延

年穿宅”之格。而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

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

寝，后三宫来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

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7-9]。

5　结语

风水学是结合建筑学、生态学与景观学的

综合性科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利用风水学理

论，可以将关乎人类和谐生存的地理、环境等因

素进行综合考量，为地理选址以及布局做艺术性

参考。风水学已成为富有中国特色文化象征的科

学理论。目前，我国的景观行业在飞速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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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风水学的关注也日益提升。对现代景观学与风

水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能够对现代景观的设

计等提供更多可参考的、有价值的建议。目前，

我国的景观行业在飞速发展，对于风水学的关

注也日益提升。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

入，人们开始对这门学术重新审视，才发现风水

的基本内涵并非全是封建迷信，正统的风水术中

隐含着许多现代环境学、建筑学、人体学、信息

学、天文学、地质学、生态学、美学等众多学科

的深刻内涵，风水正是在这些学科的理论基础之

上才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应

用时，透过其玄学的外壳，剔除其中的糟粕，那

么传统风水学不失为一门指导人们选择生存和

发展空间的准科学体系。而如果将风水学建立在

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景观方法、生态修复

技术、环境生态科学等正统科学的基础之上则

将在最大程度上造福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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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舞弊钻石理论未考虑四个要素（机会、压

力、借口、能力）的权重以及顺序问题。事实上，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问

题、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状况，这四个要素的关

注点（即权重问题）也不同。基于心理学角度分

析，若涉及个人特质、价值观等隐性因素，则治

理较难，比如借口、压力；若涉及机会、能力等

显性因素治理相对容易一些。未来需要借助一系

列案例研究、大样本实证研究，提供差异化的、

有针对性的舞弊预防和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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