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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与城市》

内容概要

风水学是中国独创的一门艰深学科。它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园林学、伦理学、预测
学、美学于一体，历经五千年的时间检验，经过广阔地域的空间实践，具有世界上最充分的统计学价
值和应用价值。它既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也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历代列为方术和方技，也称风水术
。因此，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中国历代传统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都存在风水规范，广
阔的聚落和各式的民居，也都存在风水的约定俗成。本书即是探讨“中国历代传统城市规划和建筑设
计”与中国风水间的联系。可视为《风水与建筑》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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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与城市》

作者简介

亢亮 1933年生，辽宁省鞍山市人。195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任天津大学教授，硕士导师，全国
一级注册建筑师，现为中国易学堪舆研究院院长。
亢羽 1961年生，祖籍辽宁省鞍山市。1982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硕士学位
，1986年起任教于天津大学至今，1993年在天津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易学堪舆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易学堪舆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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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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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环境优选与城市的产生
河图、洛书在中国的发现及八卦阴阳学理的产生
易学与环境地理学的结合――风水学的应用
居住聚落的形成与城市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聚落与风水关系
奴隶社会的城市与风水格局
封建社会的城市与风水格局
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城市的扩建与风水格局的紊乱
现代城市建设与风水格局的破坏
第二节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产生及对风水环境的修复意向
第三节 宇宙全息理论和场气万有运行规律的发现及风水应用
第二章 城市用地的风水场评定
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选择与评析
第二节 人文环境的选择与评析
历史沿革
文化基础
经济条件
历史遗迹及物语分析
第三节 城市风水选址
区位判断
地运推导
附：历代都城考
地理形势
交通信息
地质与水文
资源条件
生态环境
气象条件
发展余地
第四节 城市中心的风水选址
城市是有中心的
城市中心类别
城市中心的穴位与行政中心的正穴
城市中心优选
第五节 城市居住区风水选址
优选上风位，上水位，无污染地域
居住区周边干道在风水向法上应选吉向
用地完整 交通顺畅
第六节 城市祭祀性建筑用地风水选址
第三章 城市总体规划的风水布局
第一节 总体规划中城市道路系统的风水布局
第二节 城市绿地系统的风水布局
第三节 城市风貌特色的风水布局
自然美的保护和强化
古建筑和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利用
城市道路空间节点的重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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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的建筑布局及街道风貌布局
第四章 城市详细规划的风水布局
第一节 城市居住区风水规划
居住区道路系统的风水规划
居住区绿地系统的风水规划
宅基地的风水规划
住宅建筑的风水规划
居住区工程管线的风水规划
第二节 城市公共中心及街道建筑群风水规划
城市中心的风水规划
城市街道建筑群的风水美学及风水规划设计
第五章 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管理及风水改造
第一节 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风水问题综述
第二节 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管理
第三节 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改造
附 风水学的“学、悟并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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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与城市》

章节摘录

书摘    ③  周代都城建设及规划规范的出现  洛邑周代初期(西周)的都城为丰京及镐京，在今西安西南丰
水的东西两岸形成东西二城。是世界上最早的双子城。是周初的政治中心。后虑黄河下游原来商代的
中心地区的统治不便，鞭长难及，周武王令周公在洛阳附近建设王城及成周两个新城市。成周在东，
为集中禁管殷商的“顽民”之城。王城洛邑在西，相距三十里，便于监管成周一带。两座城市选址，
据记载都经过相地、相宅的风水堪选。周公“卜洛相宅”即其载证。日影、磁针，辨方正位；尝水、
验土，卜验基址。《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对周公曰：“自洛油延于伊油，居易勿固，⋯⋯营周居
于雒邑而后去”，可见位于今洛阳城西涧河东岸一带。经掘测夯土墙城址，城为2890×3320米的近似
方形。折算周代尺度，与“方九里”记载相合。城市北靠亡山，以亡口山作玄武依托。在城市中央布
置“王城”，“王城居中”体现王城的核心地位。格局对称，表现着风水美学。    成周  成周城位于洛
邑之东。据载为囚禁殷代时的“顽氏”之城。城中有城，城内有闾里(方形小城)，闾为里的门，朝开
夕闭，晨钟暮鼓，专人把守。后来至东周时，分封列国战乱，为避乱，周天子曾迁都于成周，除地理
位置外，主要是选取这座城市的集中营式的几何格局和闾里形式的安全可靠。成周位置，当在今洛阳
白马寺附近。这种城市规划格局原理，对中国后代城市影响很大，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坊里格局，即周
代城市闾里格局的沿袭。并影响到东方各国的都城规划。如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东北少数民族的
龙泉上京府等，几乎是这种格局的翻版。    周代的城市规划，由于王朝存在八百年，文化和技术有了
稳定的进步，而形成了规划制度，建设形成规范。《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古代以城代国，建了城即有
了城邦国家。因此，营国制度，即建城规范。是说建筑师、规划师，营建城市，要方九里，各旁开二
个城门，城中九条经纬大街，南北大街要九条车道(即“九轨”)宽度。宫城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
宫前设朝，宫后设市场，此市、朝用地规范为“一夫”(方百步)。周人营国制度规范，还散见于其它
先秦文献和周代金文史料中。如《周书》、《逸周书》、《诗》、《国语》、《左传》等文献及《小
盂鼎》之鼎铭，均有载文。    《易经》以九为阳之首，君王“天子”崇阳，城池选址以阳地为善，城
市规划也以老阳九为最贵。营国制度广用九数：“方九里”、“九经九纬”、“内有九室，九嫔居之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这种体现《易经》思想的城建规范
制度，影响所及，延续到明清城市。如，北京故宫中的九龙椅、九龙壁、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五间故宫
内的房间数字等。    周代营国制度的另一特点，是规约了城市的等级制．“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
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卿经涂。”把城市建设规范为三个等级：王城标准级，诸
侯城标准级，卿大夫采邑城的标准级。各级城市大小、路宽、门高、屋高都依次递减。级差为二。如
，王城用九，诸侯用七，卿大夫采邑用五。按尊卑定等级，不得僭越。甚至在建筑油漆色彩，屋瓦色
彩上均有等级规定。    宫城居城市之核心地位，城市干道网对称，方格式布局，城市方整，建筑及大
小城市层次等级分明，是营国制度在伦理和礼法上的体现。这种秩序化格局及其美学，也是风水格局
和风水美学的体现。王城——诸侯城——卿大夫采邑城及其所带领的周围的田野，形成城邦国家的整
体体系，又是体现一个整体的“同模”和“全息”的观念。即《易经》风水学的观念。也是天地人合
一的观念。此外，营国制所规定的“旁三门”，“九分其国”的城建理论，是来自当时的井田制。周
制一农夫授田一百亩，占地方百步，即周金文中之“田”(甲骨文之“鱷”字)。其观念，也是上对天
上的九星(北斗七大恒星加上辅、弼二星)，下合地上的九宫(形成一个中宫率领周边八个卦象)，是“
天圆地方”观念时代中，八卦、九宫被视为天地之理的体现。其中，最尊者择中而居。择“地中”、
“土中”。“中央”即“中中之中”，“中的极尽”。“天子中而处”(《管子．度地篇》)，“择天
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吕氏春秋》)。    鲁都(曲阜)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封周
公旦于少吴之虚曲阜”。曲阜鲁城选址在泰山之南，沂河之北，洙河又在西、北两侧弯转绕过。因城
中有丘阜，逶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由于周公旦之德望和地位，在分封建鲁城时，享有许多特权，
可享有天子礼乐。因此，鲁很有重视周礼的传统。成为后来孔子重视礼乐的文化思想基础。鲁城南垣
长3250米，北垣3560米，东垣2531米，西垣2430米。按周尺计，城垣周长28．4里，约合“方七里”。
按营国制定规定，“侯伯”之城方五里，此城已达“公”之城规模。实乃周公之地位和功德使然。    
鲁城中央有人工夯筑高台，上为周公庙，实为宫殿区，以此为南北中轴线，轴线为宫城一一南门一一
舞雩台。舞雩台是鲁侯郊祀的场所。在宫前正南地段内设外朝，朝之两侧设宗庙及社稷。市居宫之北
。南部无居住区及作坊工业，南部只设庙、社及宮署区。鲁城内有墓葬区，皆布置在城的西部。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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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与城市》

城规划布局思想反映出，尊卑贵贱，礼乐分明，王侯居尊位，在中央的高台上设宫殿，南部用地次之
，设官署。其余方位较卑，布置居住区、市、手工作坊等。体现了礼治规划秩序。鲁城有十条主干道
，南北与东西各五条。方格式布局。道路宽度以意义和交通功能而分布。南北中央主干道，宽十五米
。其次是穿过城北居住区和市场的干道，宽十二米。其余道路交通流量小，地位次要，仅宽六米。    
鲁城选址，远处背山(泰山)，近处面水(沂河、洙河)，建筑格局平衡对称，城中高阜，宫殿居中，前
朝后市，墓葬在西，道路平直。宽度有序，按礼制规划，则伦理布局。则天，则地，则人，系周末奴
隶制社会城市规划的范例。至今仍传有孔庙孔林一带环境特异，鼠不穿地，鸦不入林。风水场效应令
人惊绝。  3)封建社会的城市与风水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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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风水学是中国独创的一门艰深学科。它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园林学、伦理学、
预测学、美学于一体，历经五千年的时间检验，经过广阔地域的空间实践，具有世界上最充分的统计
学价值和应用价值。它的研究理念，是天人合一观，天地人“三才”一统的观点。其研究，有别于西
方传统的研究方法——“人在事物外”，而主张“人与天地参”。主体、客体的逆顺，决定其弃取。
它不是一门简单的环境优选学。因此，风水学也是天地之学。古称堪舆学，“堪天道，舆地道”。广
及苍宇，微达人体。非博学广才，无以取菁。惟厚积薄发，方能弃芜。风水学是中华民族在神州大地
上经过五千年的生产生活斗争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的文化结晶。    风水学既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也是
一门严谨的科学。广义言之是文化，狭义言之又是科学。它有一定的规矩，有自己的仪器，有理论，
有操作技术。历代列为方术和方技，也称风水术。因此，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中国历代
传统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都存在风水规范，广阔的聚落和各式的民居，也都存在风水的约定俗成。
其中，鲁班尺、门公尺、罗盘等风水仪器，都起着作用。中国历代的《县志》编修，首开的都必有《
堪舆篇》的章节。风水学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风水学研究，历代各地观点和技
法不尽一致。概分为两大派系：形势派系、理气派系。这是学术观点和操作方法的分歧，是任何学科
长期流传所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跨越如此广阔的地域和历经这么久远的年代，必然的时空使然。应当
共同尊重，公平探讨。仅就理气派系而言，也有枝内分桠之象：在“向法”上，是以门为向（大陆）
，以窗为向（香港），以路为向（台湾）？在北戴河的全国易学堪舆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三地学者
争论耳赤，不得结论。作为大会主持人，我主张，求同存异，公平探讨，以效应事实为依据，以理论
根据为导向，容开时间，再作专题研讨。    风水学研究，路歧枝多，梳理匪易，简化维艰。如何与现
代科学接轨，融会近代科技发现，加以充实完善，以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现代建设做出贡献，
为人民幸福有所裨益，则是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宏旨。    余致力于风水学应用研究四十年，始觉入门。
面对如此博大精深之学，深入之，也颇感步入五里云雾，难触凤毛麟角。虽广阅古籍，几达“韦编三
绝”，虽踏遍神州山川大地，遍访民间异人，仍感难以厚积。被迫研究相关学科，天文学、地理学、
造园学、易经和历史，而仍感深度难及。经过人体科学研究和气功顿悟，方得出感知：风水之学，非
学所及，必须悟，余提出“学悟并重论”，三分学，七分悟。被研讨大会人员所认同。“学悟并重”
，先在学，重在悟。学是人体的外开发知识基础，悟是人体的内开发灵性光辉。悟出的天理是宇宙的
全息性，太极的多层性。只有放下一切有色眼镜，才能得到灼见真知。    本书乃余带几名学有专长的
弟子和中国易学堪舆研究院的几名专家、教授所共同编写的建筑风水系列教材的讲义之一。学术观点
难免有门派之见。疏谬之处，敬望读者赐正。系列教材包括：城市规划风水学、建筑设计风水学、建
筑装修风水学、罗盘原理与实用技巧、阴阳宅风水学、风水择吉术与化煞法、中国风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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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与城市》

精彩短评

1、在大学的时候读过的，当时只是随便看看，因为建筑专业要求各方面的知识都懂一点，所以想填
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空白。更适合城市规划专业。
2、对风水感兴趣的可以买来看看。
3、如题，书籍写的很不错，当然我老婆是属于熟读那种，很赞的一本书籍。
4、城市
5、 城市风水入门书籍。。
6、集一知半解、一叶障目、信口开河、道听途说、牵强附会、人云亦云之大成
7、研究风水，值得一读
8、在宗教学书架发现一本神奇的民科读物，更为神奇的是我还能看出作者良好的城市规划学科素养
。
9、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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