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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术亦俗》

内容概要

汉魏六朝是中国古代风水信仰的确立和风水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却很
少有人关注。《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以历史学的视野和方法，系统梳理了汉魏六朝时期
风水术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风水理论构建的历史过程。《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分别
从宅法、墓法和厌胜三个方面对汉魏六朝时期的风水吉凶模式进行了系统考辨。在此基础上，《亦术
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还以“宅无吉凶论”和《改葬崇宪太后诏》为切入点，展示了风水信仰
官方化、合法化的历史细节，揭示其与社会生活、政治、宗教和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为考
察汉魏六朝时期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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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齐明，1972年生，安徽泗县人。1989-1993年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2-2008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8年8月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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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三、研究思路
上篇　汉魏六朝风水术考辨
第1章　宅法
一、卜宅与宅法
二、宅居禁忌
时日禁忌
太岁禁忌
“讳西益宅”
门的禁忌
三、形法
《日书》所见相宅术
“背山临流”的宅居模式
四、《图宅术》与五音宅法
风水五音之术
五音配五姓
五音宅法
五、本章小结
第2章　墓法
一、墓法的兴起
二、墓法及其吉凶推演模式
“行营高敞地”
“四灵”形势说
冈阜之气
五音墓法
时日禁忌与筮占
三、墓法的实证研究
四、《葬书》成书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风水文献概述
青乌子与《葬经》
《葬书》的成书问题
《葬书》与《葬宅诀》
五、本章小结
第3章　厌胜与符镇
一、冢宅厌胜之术
宅居
冢墓
二、解土术
三、安宅符篆
四、镇墓文与买地券的风水意义
五、石敢当
六、本章小结
下篇　汉魏六朝思想文化视野中的风水信仰
第4章　风水信仰的社会文化土壤
一、风水信仰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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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水术士
三、风水信仰的理论基础
“天人之际”的道与术
“魂神还养”与丧葬风水
四、风水信仰的宗教形态
《太平经》所见风水观念
《真诰》所见风水观念
冢讼与风水信仰
道教风水观念讨论
佛教风水实践活动
《佛说安宅神咒经》所见之安宅观念与神煞
五、本章小结
第5章　批驳与辩护：风水信仰与精英思想
一、士人的立场
二、王充、王符的风水批判思想
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
王符的“吉凶兴衰不在宅”思想
三、玄学思潮中的“宅无吉凶论”
阮侃与陈留阮氏家族
《宅无吉凶摄生论》的两个问题
阮侃的“宅无吉凶”风水观
嵇康的风水思想
四、本章小结
第6章　风水信仰官方形态的确立
一、《改葬崇宪太后诏》之缘由
二、汉魏六朝时期皇室风水信仰
三、皇室风水信仰的历史动因
四、风水信仰合法性的历史影响
五、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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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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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风水信仰作为皇权“天命”依据的重要补充，为统治者夺取和
维护政权服务。汉魏六朝时期民间风水信仰有逐步向社会上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者对其概况及社会
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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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史料整理不错，推论略显单草率，学术史过于简略。
2、自己写不出最起码给四分。。。
3、专业书籍  见仁见智  个人觉得是研究汉魏六朝风水较精当的一本书  资料翔实  论说精到
4、前後稍覺重複，其實可以更簡潔一點
5、材料搜的挺全备
6、另，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
7、我是为了采访想看这本书我会告诉你么  不过话说真的挺好奇的  好吧我无知了原谅我
8、很好的研究汉魏南北朝风水信仰的书 陈述很客观 分析精当不偏颇 
9、好看！满足我怪力乱神的爱好！
10、不错，关于宅是否有吉凶，以及当时人对与命运、德行的讨论。还有宗教及精英对风水的态度等
。
11、冲着编委会顾问名单上的季羡林、任继愈、叶嘉莹，暂且读一读吧！首先风水是一个大题目，时
间设为魏晋南北朝，论点不是很新颖，论证过程中叙述了大量的辅助性质的材料证明，反而使自己的
观点成为辅料，最后的小结锋无力
12、对我的了解学习发挥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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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技艺的“术”原本具有很强的独知性，是一种个体化的人—世界的交互方式。一种“术”一
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就是其“俗”化的开始，成为了社会成员的某种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削足
适履式的改造不可避免，“俗”中之“术”难免发生畸变，风水思想和技艺的传承过程就是典型的一
个例证。因此，追本溯源才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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