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室家居风水全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办公室家居风水全书》

13位ISBN编号：9787510406409

10位ISBN编号：7510406404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社：新世界

作者：边振兴 编

页数：3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办公室家居风水全书》

前言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它铸造了文明古国的民族灵魂，深远而持久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华
儿女，它给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深深烙上了龙的传人印迹。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几千年中国社会发
展的精神支撑。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
过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乃至未来，其积极的内涵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
的长期熏染、代代传承，使整个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渐趋认
同，才形成了一种民族的风骨和气度，培养了一种民族的品格和精神，并逐步发展为中华民族强大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代代相传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始终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从传统社会到现
代社会的天然纽带。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我
们现代生活的宝贵文化资源。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系统地、科学地挖掘和研究，以充分体现其积极
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为影响
、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周围自然生态环境，包括房屋建筑对人体的影响，形成
了一整套独特的“风水”理论。风水作为几千年来相沿不断的民俗，一直如潜流一般活跃在中国民间
社会，从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出去。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风水”不仅是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
，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虽说“风水”理论存有不少糟粕迷信的内
容，但经过研究，也能发现其中有许多原始科学的萌芽，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注意。如果我们继承得
法，它完全可以成为一门关于环境与人的学问。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最著名的伯克利大学，
在1973年就开始招风水的博士研究生。日本有2200所大学，其中110所大学都正式地开设风水班。2004
年，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正式颁布的《2004年健康住宅技术要点》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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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风水理论，正确理解住宅风水与现代居住理念的一致与矛盾，有利于吸取其精华
，摒弃其糟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注居住与自然及环境的整体关系，丰富健康住宅的生态
、文化和心理内涵。”当我们还在讨论风水是否算是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的近邻韩国，经过3年的
筹备，已经将‘中国风水’重新梳理，同时准备尽快将其列为韩国国家遗产名录和申报世界遗产。继
承、发展、创新中国传统风水文化任重而道远，正面引导剔除风水中的非理性成分，保护民族文化遗
产是一件非常迫切而有意义的工作。《办公室家居风水全书》，在研究了众多经典古籍的基础之上，
密切联系现代科学和实际生活，介绍和剖析了传统风水大师的众多理念，回答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
会遇到和思考的有关风水的问题，以期科学、正确地引导读者，合理采纳风水的观念，科学地选择、
布置住宅和公司、办公室。以期为读者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达到和谐、富足、幸福、快乐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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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办公室家居风水全书(最新版)》在研究了众多经典古籍的基础之上，密切联系现代科学和实际生活
，介绍和剖析了传统风水大师的众多理念，回答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和思考的有关风水的问
题，以期科学、正确地引导读者，合理采纳风水的观念，科学地选择、布置住宅和公司、办公室。以
期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和谐、富足、幸福、快乐
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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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应了解的风水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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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传统风水学的基本常识“风水学”中所蕴涵的科学道理“风水”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
长河的一种传统文化。《易经》中：巽为风，坎为水。看来，风水一词是从八卦中衍生出来的，而且
与八卦息息相关。在古代，风水又叫“堪舆”、“地理”；在现代，有人称其为“宇宙磁场与人类关
系学”等等。简单地说，“风水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学问，是人类生存的方法论和
世界观。它包括“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一些专家直言不讳地肯定：“风水是一门严谨的学问
”，因为它有经过5000年实践检验的文明史，有科学而庞大的理论体系，有一套严密的操作程序，有
毋庸置疑的神奇功能。就“阳宅风水”来讲，它研究的内容大致包括：住宅方位、采光通风、温度湿
度、卫生状况、安全防范、社会因素、如何使用等等。常言道：地灵人杰。由此可见，“风水”对人
们非常重要。从风水术产生的背景看，和我国以农立国的宗旨有关，与早期农业生产及水利建设的实
践有关。在村落城镇宅地周围环境的选择上，古人十分重视背山面水，这样不但生活方便，而且环境
幽雅。背山面水之处的土地最为肥美，有利于农业耕作。很多具体的风水要求，也蕴涵着一定的科学
道理。比如，风水术认为住宅不宜在草木不生处，其道理就在于土地贫瘠而没有生气；不宜住在大城
门口或面对监狱衙门，是因这里的环境会破坏心理上的宁静；还有“粪屋对门，痈节长存”“天井积
水易染疫，窗户漏风宜避忌”等等，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对于房屋的布局，风水术里有这样的
说法：“前低后高，世出英豪。”这样，除看起来壮观外，前后屋都能普遍获得阳光的充分照射。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利于身心健康。反之：“前高后低，长幼昏迷。”前屋阳光充盈，后屋则阴暗寒
湿，肯定对人不利。这种结构主要指坐北朝南之宅。因为古代人少地多，房屋宅向选择的余地大。关
于植物与住宅的关系，风水术认为，住宅门前和庭院内不宜有大树。用现代科学观点解释，是因为大
树会挡住阳光；阻碍空气流通；雷雨天易招雷击；树上栖息的鸟会落下鸟粪污染环境；潮湿的树荫下
易生蚊子。清代风水专家高贝南认为：“住宅宜东种桃柳，西种青榆，南种梅枣，北种奈杏。”这种
说法符合植物学中树种的生理特性。因为桃、柳喜温向阳，故宜栽宅之东；而梅、枣树树干不大，因
此宜种于宅之南；杏树不喜阳光，故宜种宅之北。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
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住宅、官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
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风水施加于居住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基址的选择，即
追求一种能在生理上、心理上都能满足的地形条件；第二，是对居处的布置形态的处理，包括自然环
境的利用与改造，房屋的朝向、位置、高低大小、出人口、道路、供水、排水等因素的安排；第三，
是在上述基础上添加某种符号，以满足人们避凶就吉的心理需求。风水的核心便是探求建筑的择地—
—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它将中国古老哲学命题“天人合一”等引入建筑，
其注意力不是放在人类行为如何制约环境上，而是注意人类对环境的感应，并指导人如何按这些感应
来解决建筑的选址乃至建造。在这里，位置的选择，平面安排以及空间布置，无不遵从某种“图案”
与“秩序”——“天”的秩序、“地”的秩序、“人体”的秩序。如此，人才能与住屋、与整个自然
环境融为一体，从而获取心理上的平衡。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建筑也由此得到了一种勃勃生
机。有学者指出，风水术的内核，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精华。风水术实际上是集地质学、生态
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风水
术同其他术数一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形成了理法和形法两大类。而在理法、形法两大
类中又各有多种流源，它们之间又难决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联系着，互为补用。数千年来，风水术得
以广传而不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能告诉人们：天地人合一，人在天地中如何选择最佳
的生存、生活环境；因地、因时、因人地建筑居住、生活、工作、学习的最佳建筑物，使人们就吉避
凶，更好地生存、生活、学习、工作、交际、繁衍后代。风水中的“吉”与“凶”我们知道，世间万
物总是对立存在的，没有“吉”也无所谓“凶”。对人们的影响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为“吉”，反之，
为“凶”。“吉”与“凶”来源于人的心理判断，人的心理判断依据又来源于人在生活中与外界的物
质接触总结的经验，来源于人类朴素的生活实践。首先是人们要满足防御心理，其次人们要满足吉祥
的心理，再次是对人类追求“满意的生态环境”心理的满足。当一条笔直的大道直接通向一所住宅的
房门时，我们则说这个房子受到了煞气的冲撞，是不吉的。可是凡尔赛宫前笔直的大道难道也受到了
煞气的冲撞吗?不是。可见，“吉”与“凶”的定义还受到不同地区文化差异的影响，取决于人们的思
想上的侧重方面。但如果过分依赖风水，错误地认识风水，就会导致我们忽视其科学性，而就使风水
学偏重于迷信的一面。这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里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抓住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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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面，正确区分科学性与迷信性。在风水学中，“气”是分吉凶的，能聚住“吉气”、散去“凶
气”为吉，聚住“凶气”、散去“吉气”为凶。比如说，当我们居住的房子里面不通风时，可以说聚
住了“气”，但是，当人长时间居住在这种不通风的房子里面，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容易导致人的身
体虚弱，抵抗力差，是对人的健康有害的。这种情况下的“气”当然是“凶”的，需要有风来不断地
把新鲜空气吹入房子里面，才能够获得“吉”的效果。再比如说，我国西北重镇兰州，地形状况很好
，在风水学上看既藏了风又得了水，可是由于市内石油业、化工业、冶金业的污染，空气质量相当差
，在国际上排名倒数第二。这是因为市内的风速为0～1米/秒，属于静流风，空气中的污染物排不出去
，对市内居民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时的“气”仍然是“凶”的，需要有风把这种“凶气
”散掉。可见，风水学就是通过对“气”与“形”的辩证关系的利用，从而使人类能够更长久地生存
繁衍下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有探索自然，通过利用科学手段来了解自然，进而与自然达到
和谐共存，才是风水学的根本理念。也就是说，风水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其具有
科学性的一面；至于它迷信性的一面，则是在很大程度是人们对其错误的理解、解释和不恰当地扩大
范围、夸张效果的应用而造成的。古代建筑的风水操作在中国古建筑学里，建房时，选居与择日是最
为关键的事。无论是君王还是达官贵人，乃至平民百姓，在建屋前，即使只是房屋的简单修葺也不例
外，都必须找到有道行的风水师进行勘测、选居、择日。古人在实际的操作方面是有很多具体讲究的
。　（1）择日，需要以人的四柱和房屋方向作为判别标准择日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日子的好与坏不
能一概而论，而是要根据不同的人、具体的事情才能决定日子的吉凶。现在社会上很多学艺不精的人
打着资深风水师的招牌到处给人看风水择日，却常常是“一本通书读到老”，不管别人问的是结婚、
建房子，还是店铺开张之事，也不问别人的具体情况，只是把黄历当作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黄历上
写着“吉日”，便为这是一个“万事吉利”的日子；黄历若写着“不吉”或“凶日”，便以为“近日
诸事不宜”。这不仅是一种欺骗行为，还让人们对中国传统风水学越来越怀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
生极大地破坏与恶劣影响。在传统古籍风水学书中，对吉日的选择特别注重。因为万事要慎始，一个
好的开始，便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个好的日子，能在事情的最初便带来好的磁场影响，给事情的
发展推波助澜。择日，也要因人而异。古人主张要根据不同人的生辰八字，具体到出生的年、月、日
、时，风水学上谓之为“四柱”，再结合当地的龙脉及家宅的具体坐向，来推算日子的吉凶。如在古
代，若是皇帝修建宫殿，所择吉日必定是按照皇帝的生辰八字及宫殿所选居势龙脉及宫殿的具体坐向
来推算的；若是普通老百姓的家宅建筑，则以一家人的生辰八字及房屋的具体朝向来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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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也有相
对而言比较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人们本能地要选择、建设、创
造符合自己愿望、审美要求和居住安全、舒适的环境，这应当是无可厚非的。  　　——北京大学环
境学教授、著名景观文化生态学家 才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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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办公室家居风水全书(最新版)》：对传统的风水文化进行客允科学的挖掘和研究，汲取其精华，气
摒弃其糟粕，关注居住与自然及环境的整体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风水”是贯穿中华民
族历史长河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中国传统风水文化，促进传统住宅风水与现代居住下
念的和谐统一。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倡导“天人合一”的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的关系说。流传至今，“风水”不仅是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一种广
泛流传的民俗。

Page 9



《办公室家居风水全书》

精彩短评

1、书很好，快递到的很快，我自己是对风水挺感兴趣的，觉得很受用！谢谢！会常光顾的！
2、我其实主要想买本适合办公室风水的书，这本里边家居风水的多一些，所以不太适合我，大体翻
了几页，总体还不错，（针对家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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