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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生态

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的生态化与人居环境美

盖 光
( 山 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

山东 淄博 25 504 9)

【摘要 1中国古代的风水学有三大理论基础
: 即

“

气
”

本体论
、 “

阴阳五行
”

与
“

四时五方
”

的理论
。

风水的操作性与理论形态实际都是具

体化
、

现实化的生态学理论 ; 其运行的整体脉络
,

其实就是自然— 社会— 文化而构型的复合性生态系统 ; 其构筑的是系统整体化和

生态化的生存论
。

风水理论的
“

美学成分
”
呈现着生存论视野中的生态审美体认

,

其生态审美和谐化的表征在于
:一是对人的生态化生命

存在的审美建构
,

一是体现我国古代哲学
、

美学
、

心理学
、

生态学
、

地质学
、

地理学
、

景观学等多学科的人文生态化整合
,

因而还呈现了学

科间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审美建构
。

【关链词 ] 风水理论
;生态化 ;生态审美 ;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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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褪去风水说的迷信外衣
,

还其
“

科学

的内核
” ,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

风水理论不乏中国

古人朴素的生态和谐观
。

古代人观风水有两大原

点
:
一是关注人的原点

,

即主动寻求人在自然中的

和谐生存 ;一是自然的原点构成
,

主要依据自然的

地质
、

气候
、

地貌
、

水文
、

景观
、

环境 (狭义的 )等因

素
,

并寻求这些因素在时间与空间的有机
、

合理的

运转
。

我们逻辑地展开这两大原点
,

能够看到其

中存有的三大理论基础
: 即

“

气
”

本体论
、 “

阴阳五

行
”

理论与
“

四时五方
”

的理论
。

风水的现实操作

性与理论形态实际都是一种具体化
、

现实化的生

态学理论
,

其运行的整体脉络
,

其实就是自然—
社会— 文化而构型的复合性生态系统

。

在对人

与自然的和谐生存关系的体认中
,

风水理论构筑

了系统整体化和生态化的生存论
。

一
、

风水理论的形成及要素

起源于
“

卜宅
” 、 “

相地
”

的风水理论约形成于

5 0 0 0 多年前
。

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
,

它大致经历

了六个发展阶段
: “

原始聚落时期
`

卜宅
’ 、 `

相宅
’

的朴素择地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
`

地理
’ 、 `

阴阳
’

的

风水萌芽阶段 ;秦汉魏晋时期
`

形法
’ 、 `

图宅
’ 、 `

堪

舆
’

的风水形成阶段 ;唐宋时期风水理论的发展阶

段 ;明清时期风水理论的阐释与总结阶段 ;民国以

降
,

近现代科学文化对风水的冲击阶段
。 ”
川显然

,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家族中
,

风水理论源远流长
,

但

在进人近现代以来
,

尤其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
,

则

是磨砺重重
。

风水理论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

然
、

经济
、

社会
、

文化
,

以及人的精神
、

理性活动的

复合性
、

复杂性结构
,

具有多重的构建要素
。

首先
,

地理环境要素
。

地理的本义应为人地

的关系
,

但中国的风水理论中
,

地理实际是风水的

另一种称谓
。

地理环境也可称自然环境
、

自然条

件
、

自然基础
,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

它

包括历史上形成的那些作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
,

诸如地理位置
、

地形
、

气候
、

土壤
、

水文
、

矿藏
、

植

物
、

动物
、

景观等自然条件
,

这些自然现象与人的

生存活动交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环境因素
。

华夏

大地上处于北半温带
,

多数地区处于北 回归线以

北
,

四季阳光皆由南而射人
。

其地势为西北高
,

东

南低
,

季风气候极为明显
,

随季节变化
,

西北风与

东南季风会合往往形成特殊的气候带
。

为此
,

采

光与避风就成为建构及风水学的两大要义
。

在人

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中
,

必然需要有地势
、

山势
,

以

及建筑物之
“

阳
” ,

阻隔南北之风的贯通
,

以保证生

产
、

生活的稳定与安全
,

并进而寻其
“

吉
” 。

明代项

乔 《风水辩》中解释说 : “

所谓风者
,

取其山势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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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

土色之坚厚
,

不冲冒四面之风与无所谓地风者

也
。

所谓水者
,

取其地势之高燥
,

无使水近夫亲肤

而已 ;若水势曲屈而环向之
,

又其第二义也
。 ” `2 ,这

实际是总结了风水理论宏观的地理环境要素
。

其次
,

生产方式要素
。

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

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在选取 自己生产和生存环境

时
,

必须解决人们能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
,

又能保

证和谐
“

居住
”

的环境
,

以利于人们从事田间作

业
。

这种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
,

以种植业为主

要生产方式的生存结构
,

就决定了人们必须选取

能够适合永久性居住
,

又能够保证从事这种生产

和生活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的生态环境
。

第三
,

生活方式要素
。

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

生产方式
,

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古代人们普遍祈望

着有一种稳定的
,

适合于这种和谐居住的
,

能够满

足安居
、

乐道的日常生活
,

能够促使家族繁盛
、

永

续传承香火
,

并能够在此永久性传世的人居生态

环境
。

人们不仅盼望着国业昌盛
,

同时也希望能

够族业
、

家业繁盛
。

总之
,

对这种生活定势的寻求

必然需要有环境的支撑
。

第四
,

察天观地的文化传统要素
。

中国人特

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

决定了人们对天象和气候

等自然条件及自然环境有着极强的依赖性
,

于是

就形成了每每体察天地万物化育之源与四时的变

化节律
,

形成了破解这种种神秘自然征象的文化

传统
。

这种天地
、

气候
、

环境的变化
,

以及气势
、

山

体
、

水势往往就成为统摄人们生产与生活
,

乃至人

的精神和心灵活动的主要自然现象
,

并由此而普

遍形成了中国古代人们以顺应自然为主导的文化

心理结构
。

第五
,

宗法制度的社会要素
。

中国传统的社会

特征是以宗法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

宗法制以家

庭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构建起社会体系
。

宗法制一

般有三种结构特征
,

一是社会整体性结构
,

即以国

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

其宗法主体是皇帝与皇权 ;

二是家族整体的社会结构
,

其宗法主体是先祖及

家族传世的族长 ; 三是单个家庭内部的宗法结构
,

其宗法主体是夫权与父权
。

宗法社会结构祈望有

稳定的世袭性传世脉络
,

先祖的理念不仅是至高

无上的行动准则
,

同时
,

后世也必然期望先祖能够

为其带来福音
。

于是人们在寻求现实生存包括居

舍选址和建立死亡墓地时都需求一种稳定性的环

境
,

以保证这种社会结构特征能够永续地传承
。

第六
, “

道法自然
”

的本体要素
。

风水理论所

遵循的
“

道法自然
”

观
: 一是出于道家学说中的

“

自

然观 ,’; 二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本有的
,

并且是

潜在的
、

永久的
,

那种对
“
天人合一

”

本体存在的祈

求
。

这不仅在于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

更在于

从整体化
、

系统化的视域中追思人的和谐化的生

存
。 “

道法自然
”

观充蕴的以
“

气
”

蕴阴阳
,

无
“

气
”

便

无以生万物
, “

万物负阴而抱阳
”

(《道德经
·

第四

十二章》)
,

蕴气而生成
“

和
”

的思想 ;《周易》中那些
“
一阴一阳之谓道

” , “

阴阳不测之谓神
”

(《周易
·

系辞上》 )
。 “

阴阳合德
,

而刚柔有体
,

以体天地之

撰
,

以通神明之德
”

(《周易
·

系辞下 》)等思想
,

都

对风水理论产生过深刻影响
。

东汉许慎 《说文解

字》中说 : “

阴
,

暗也
,

水之南
,

山之北也
。 ” “

阳
,

高明

也
。 ”

汉代刘熙 《释名》云
: “

阴
,

荫也
,

气在内奥荫

也 ;阳
,

扬也
,

气在外发扬也
。 ” ” ,

这种以阴阳表征

自然之道的根本及运行节律的方式
,

在风水学的

选址方法中得到了合理的运用
,

并转换为一种实

际的操作方法
。

不论是中国古代的都城
、

城镇
、

建

筑
、

村落
、

宅地 (阴宅
、

阳宅 )
、

墓穴的选址布局都不

同程度地尊崇着这种阴阳学
,

以至形成了以阴阳

定方位的操作方式
。

如山南水北为阳
、

山北水南为

阴的称谓
,

以及背山面水
、

坐北朝南的空间布局

等
。

这种阴阳构合
,

也在于山与水的理气相配合
,

以达到趋吉避凶
,

寻求人生的和谐与圆满
。

交合阴

阳所坚守的是相互间辩证地对立与转化
,

寻求的

是事物的平衡
。

平衡应该是和谐化生存的前提
,

显

然
,

阴阳的平衡关系也成为风水学的核心理念
。

为

此
,

有的学者评述说
: “

中国风水在人居环境选址
、

规划
、

建筑活动中
,

就是一种寻求阴阳平衡的具体

操作技能
。

是以阴阳互根
、

阴阳对立
、

阴阳转化为

其理论指导
,

是具有现代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

认识论的实用技术
。 ”

[’]

二
、

风水与人居环境的生态化解说

风水理论的
“

生态
”

品位是索求
“

生生
”

之
“

态
” ,

以
“

生
”

与
“

态
”

同体呈现动势
。

风水的主脉是
“

气
” ,

其运动节律是阴阳交合互生的
“

化性
”

机理
,

从而形成的
“

易变
” ,

其目的是为了
“

生生
” 。

传晋人

郭璞《葬经
·

内篇》谓 : “

气乘风则散
,

界水则止
。

古

人聚之使不散
,

行之使有止
,

故谓之风水
。

风水之

法
,

得水为上
,

藏风次之
。 ”

同时
,

《葬经》中还简要

概括了风水行址的选择标准
,

如
: “

宛委自复
,

回环

重复
,

苦踞而候也
,

若揽而有也
。

欲进而却
,

欲止而

深
。

来积止聚
,

冲阳和阴
。

土厚水深
,

郁草茂林
。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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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千乘
,

富如万金
。 ” `, ’显然

,

被郭璞视为
“

上地
”

的
,

是那种蕴聚自然运行节律
,

山水相间
, “

郁草茂

林
”

之地
,

更是
“

形止气蓄
,

化生万物
”

之地
。

由此
,

我们可以看到
,

中国风水理论中所深蕴着的生态

学的理论与实践思想
。

首先
,

天地人之
“

合
”

与生态存在之本
。

风水

理论构筑的是天道
、

地道与人道的合体
,

以及呈现

诗意性的整合节律
,

因而它显示了中国古代人那

种对朴素的生态化生存的追求
。

风水理论不仅具

有生态合理性
,

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
,

同时也深蕴

着自然生态审美体验的精神
。

尽管有的学者称其

为是前科学
,

准科学
,

但作为人居环境的构成
,

其

科学合理性还表现在
:
它不仅秉承自然宇宙的运

行规律
,

合理解释与运用天文
、

气候
、

四时
,

以及

风
、

水
、

山
、

地等自然节律
。

更重要地还在于
,

它融

合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伦之道
,

目的是服务于

人的生存 ;不仅将人居环境局限于 自然环境
,

而是

整体化
、

系统化的环境构成
。

因此
,

它是整合了自

然生态
、

人文生态
、

社会生态
、

精神生态
,

以及生态

审美的同体化
、

系统化的复合结构
。

其次
,

风
、

水构合与物质循环
。

风水
、

阴阳
、

地

理
、

堪舆等词语都是两两组合的
,

既是物质形态的

转换和节律的表征
,

又从理论形态上呈现了朴素

的辩证法思想
。

我们从风水的组合结构方面可 以

看到
,

风是指在太阳的照射下空气流动形成了一

个物质的循环系统
。

水不仅是流动中的物质
,

并

且也是处于循环状态
。

水不论天上的
,

地下的
,

还

是地面的
,

不论是气态的
,

液态的
,

还是固体的
,

都

不可离开 阳光的作用
,

否则
,

水的系统循环的生态

状态就无法体现
。

阳光
、

风
、

水三种自然物质成为

生命赖以存在
、

万物得以生长的最主要的物质基

础
,

同时也是人居环境生成的最主要的物质结

构
。

风
、

水之所以能够构合
,

而得以形成物质循环

结构
,

也必须求得
“

天道
”

之阳光的作用
。

因此
,

风

水理论中的那些山南水北
、

背山面水
、

坐北朝南等

操作原则
,

以及阴阳交合的原则无一不是以阳光

的作用为准绳
,

或者是说
,

阳光是判定风水效用的

最高准则
。

再次
,

气脉水系流行与化生万物
。

气作为一

种有形与无形而统一的物质形态
,

在自然宇宙的

生成和人的生存活动中形成了一种
“

力
”

的结构
,

同时它又是一种场
,

是一种波
。

从微观上说
,

气是

物质结构的最小的形态 ;从宏观上说
,

气是自然宇

宙最大的
“

场
” 。

从形态上呈现
,

气既是无形的
,

又

是有形的
。

在风水理论中
, “

气
”

以
“

转化
”

功能表现

其运行节律
,

不仅化为具体的操作方法
,

更重要的

是需要转化为人们的现实生存活动
,

用以繁盛人

的生命力
,

保证生命活动的和谐与圆融
。

显然
,

气

所形成的是一种由自然到人
,

又由人到自然的生

态循环结构
。

因此
,

有的学者说
: “

风水说
,

通过化

始— 化机— 化成的逻辑
,

将气这一哲学范畴

转化为可操作的系统
。 ” ’ 6 ]所谓

“

化始
” ,

即为
“

回归

原始
” ,

以观照始于阴阳的天地万物 ;所谓
“

化机
” ,

即为
“

转化机制
” ,

实际是
“

气
”

的无形与有形间的

互为转化 ;所谓
“

化成
” ,

即为
“

应用有成
” ,

依据气

的运动规律
,

以化生万物
。

水是有形的
,

同时也是

不断地处于动势中
,

缺少动态的水
,

气脉无法得以

润化
,

因而也无法化育万物
。

明代蒋平阶《秘传水

龙经》云 : “

气者
,

水之母
,

水者
,

气之子
。

气行则水

随
,

水止则气畜
,

子母同情
,

水气相逐
,

犹影之随形

也
。

夫气一也
,

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
,

行于地中

而无形者为气
。

水其表也
,

气其里也
,

内外同流
,

表

里同运
,

此造化自然之妙用
。 ” L, ’由此可见

,

气脉水

系应该是同体流行
,

才能生生化育
,

才能形成整体

系统化的生态结构
。

第四
,

人本关怀与优存策略
。

从生存论的角度

讲
,

风水理论典型地表现了对人的生存活动的关

怀
。

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
,

是出于顺应自

然
,

通过与自然有机融合的方式而
“

化性
”

生成
,

以

体现生态化的生存策略
。

在风水理论中
, “

化性
”

生

成的主体机制是人
,

所以
,

它构筑了一种人们主动

性
,

积极地选择自己生存环境
,

转换自己生存境遇

的生存策略
。

比如四时五行中的
“
旺相休囚死

”

中

就涵盖着深刻的生态存在策略
。

这五位序列顺次

递减
,

每个季节都呈现递减的节律
,

但作为
“

旺
” ,

在一个季节中是表示旺盛的状态
,

其实就是季节

生态中的顶级现象
。

季节之
“
旺

” ,

人体之
“
旺

”

都会

隐含着许多危机
, “
旺

”

达到极端的程度
,

就需要
“

克
” ,

因此
,

人在生存活动中
,

以及在不同季节的

节律中
,

必须选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策略
。

即便是在
“

风
”

与
“

水
”

的辩证统一中
, “

风
”

是强势
, “

水
”

是止

势
。 “

风
”

强而至顶级生态
,

必由
“

水
”

而止
。

五行中

的
“

相生相克
”

的道理其实也是这种生态顶级现象

的表现
。 “

堪舆
”

是
“

风水
”

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

《淮

南子
·

天文训 》称
: “

堪舆徐行
,

雄以音知雌
。 ”

许慎

解释说
: “

堪
,

天道也 ;舆
,

地道也
。 ” 〔“ ’

但许慎《说文

解字》却云
: “

堪
,

地突也
” ; “

舆
,

车舆也
。 ”

对
“

堪舆
”

的这几种解说内含有两方面的意思
:
其一是将

“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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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
”

视为天地运行之道
,

即天地的本体存在 ; 其二

是现实天地的具体状貌
,

尤其是凸显地貌
。

但在

此之外
, “

堪
”

还应有察
、

观及勘察之义
,

亦即勘察

天地之本与状貌
,

观察气脉与天象
,

体察阴阳构合

等意思
。

至于
“

舆
,

车舆也
”

之说
,

还在于古代车舆

的形貌
,

用的是比喻之义
,

用来指称地势
、

山势
,

或

者是
“

地突
” ,

像
“

车舆
”

那种半包围状
,

对气之流行

的阻隔作用
。

又如风水操作中的
“

巡天
” 、 “

望气
” 、

“

觅龙
” 、 “

察砂
” 、 “

观水
” 、 “

定向
” 、 “

点穴
”

等技法
,

都是依据自然生态环境的动势
,

以及人们对动势

的体认来把握自然物象及运行规律
,

以求促合
“
生

生
”

的永恒性
,

这些都表现了古代人们积极主动性

的选择自己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策略
。

第五
,

适时合理而顺自然
、

用自然
。

风水理论

不是对立的
、

二元的
,

而是顺应的
、

融合的解决人

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

但这并不排除利用 自然现

象
,

因为一切人为的活动
,

都必然需要利用自然
,

需要遵循自然的规律
,

演替自然的节律
。

风水理

论中对自然的利用
,

不是趋于征服与改造
,

而是依

自然之势
,

顺自然之气
,

蕴 自然之性
,

行自然之理
,

奏自然之律
,

呈自然之态
,

畅自然之情
。

在天人关

系的处理上
,

它遵循整体化
、

系统化的原则 ; 在自

然状貌的选择上
,

它行使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 ;在

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与整体布局方面
,

它追求依山

傍水
、

山水环抱的态势
,

要么是群山环抱
,

要么是

借山体之势
,

依山而建
,

因为
“
山环水抱必有气

” 。

但这里有一个总体原则
,

就是必须南有开 口
,

这就

是
“

气口
” ,

它要求有充足的日照
,

同时还具有稳定

感
。

在顺应天地之势方面
,

它依据坐北朝南的原

则
,

选择地理与地势创构人居环境
,

其中不仅是需

要阳光与日照
,

同时还要避风 ;在对
“

中和
”

理念的

操作上
,

它要求适中与居中
,

讲求不偏不倚
,

大小

均衡
,

高低有至
,

讲求
“

中节
”

与优化
,

阴阳平衡 ;在

生命生机的构划上
,

它强调要顺承生气
,

其中以季

节阳光
、

风向的变化
,

体察气脉的流动
,

遵循生气

之变
,

同时在城镇
、

建筑
、

屋舍等选址与建造的方

位上也要求得生气的旺盛
,

以使自然生物和人同

体
“

生生
” 。

如此等等
,

显示着风水理论中对自然

的崇尚
,

以及在顺应自然中希求自然的规律性呈

现能够避凶
,

能够为人的生活带来好运
,

能够人丁

兴旺
,

能够使国业
、

事业
、

家业永续传承
。

三
、

风水与人居环境构型的生态审美特征试探

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
,

中国的风水

理论
“

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的成分
” 。

我们探讨中

国古代的风水理论中这种
“

美学成分
” ,

需要两大

切人点
:
一是风水中融括的自然生态现象 ;二是风

水学中对人的和谐化生存的体认
。

可见
,

它不是一

般性的美学和艺术学
,

也不是一般的生存哲学
,

而

是以技术的艺术化与艺术的技术化的合体
,

从而

构建生存论视野中的生态审美体认
。

风水学生态

审美的和谐化表征在于
: 一是对人的生态化生命

存在的审美建构
,

一是体现我国古代哲学
、

美学
、

心理学
、

地质学
、

地理学
、

生态学
、

景观学等多学科

的人文生态化整合
,

从而呈现学科间对人的生命

存在的同体化的审美建构
。

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主

要是前者
。

首先
,

自然生态的审美因素促生人的和谐化

生存
。

我们之所以这样称谓
,

是要指明风水理论中

对自然生态的理解
、

融人及利用
,

不同于人们对自

然生态的审美体验
,

也不是像艺术审美活动那样

在自然物象中构建精神人格品质
,

而是在融人及

利用自然生态的整体与系统形式
,

为人的生存活

动服务
。

我们之所以说它存有审美的因素
,

原因有

三
:

其一
,

它
“

顺化
”

自然生态的系统和谐结构
。

不

论它融人及利用的哪一种自然现象
,

比如对 日
、

月
、

时
、

风
、

水
、

山
、

地
、

林
,

以及各种自然景观
、

多样

化的方位等
,

都不是孤立的
,

不是进行独体化的融

人
,

而是整体系统的
,

是多样和谐的
,

对自然生态

的这种和谐体认
,

成为风水理论中审美现象的客

观基础
。

其二
,

它
“

合化
”

了 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

生命结构体
。

风水理论的人文生态现象也是多样

化的
,

比如对生存论的建构
,

对本体论的体认
,

所

涉及的地理学
、

心理学
、

艺术学
、

地质学
、

规划学
、

气象学
、

景观学
,

以及阴 阳五行
、

四时五方
、

天干地

支
、

洛书河图
,

以及五行的相生相克等等
,

都是在
“

合化
”

中溶解了自然生态现象
,

使之成为一体化

的和谐性的建构
,

成为生态审美的逻辑结构
。

其

三
,

它从人的和谐化生存中
“

生化
”

了自然生态的

生命感悟
。

这不仅是自然生态转换为生命化的结

构存在
,

而且也转换为人生命体验的指示物
,

所以

在风水现象中关涉到的所有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

不只是促合生命的活动
,

其本身都可以成为生命

现象的象征体
,

或者直接就是对生命的理解
,

成为

生态审美化的指示物
。

其次
,

多样一体的生命互动与生态审美化的

系统建构
。

在风水现象中
,

不论是有机的
,

还是无

机的
,

是有生命的
,

还是无生命的自然现象
,

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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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

的贯通中化为生命化的存在物
。

当自然现象

和 自然物成为命运关注物时
,

化为生命结构体时
,

当其与有机的
、

有生命的植物
、

动物
“

合化
”

后
,

当

这多样的生命体与人的生命存在
“

合化
”

后
,

就必

然同体化成为生命活动的系统结构
。

这多样化的

生命系统
,

相互间进行着物流与能流的互换
,

进行

着信息的交流
,

从而转换为和谐的生命机能
,

成为

审美化的生态系统
。

即便是风水活动中
,

诸如建

筑
、

园林
、

景观
、

环境设置等
,

其择地
、

方位
、

布局等

都必然要与天道 自然
、

人类命运形成协调的关系
,

创生系统审美化的道与人
、

人与人的和谐
。

再次
, “

众生
”

参与及
“

众生
”

自由和谐中的生

命美感体悟
。

对于多样化的生命结构
,

我们可以

称为是
“

众生
” , “

众生
”

的自由与和谐
,

就是在风水

现象中人们进行的美感体验
。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

自由与和谐
,

从其理论形态的建构
,

技艺方法的运

用
,

以及现实的操作层面
,

所体现那种朴素的理想

形态
,

即为趋吉避凶
。

趋吉避凶就是对生命体的

保护
,

对生命自由活动的保护
,

其构建的是生态安

全
。 “

吉
”

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理想化的境

界
,

同时也是对这种
“

元素
”

的审美追寻
。

要深层

次地进行这种美感体验
,

必然需要
“

众生
”

参与
,

在

我们所认同的诸多的生命体中不论是有机无机

的
,

有生命无生命的
,

都必须参与其中
,

这似乎是

缺少哪种生命体
,

这种
“

吉
”

的审美元素都会成为

有缺憾的
,

或者是难以实现的
。

《宅经》 中说 : “

以

形势为身体
,

以泉水为血脉
,

以土地为皮肉
,

以草

木为毛发
,

以舍屋为衣服
,

以门户为冠带
,

若得如

斯
,

是事俨雅
,

乃为上吉
。 ” ! , ’

这种对
“

上吉
”

境界的

创建作为和谐 自由化生存的体认
,

足可以促成生

态审美化的体悟
。

第四
,

自然物象及图腾征象的审美象征性
。

面

对自然环境
,

风水学要追寻自然事物和人为事物

的象征意蕴
,

探求自然生态现象何以对人类的生

存起作用
,

以及人的生存活动对环境的存在有何

作用
。

如风水学中的
“

寻龙
” 、 “

觅龙
”

现象不仅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中
“

龙
”

图腾征象的解读
,

同时也是

现实中对地形
、

地貌的择取方法
。 “

觅龙
”

首先要通

过把
“

龙脉
” ,

而观
“

山势
” ,

故称
“

寻龙捉脉
” 。

所谓
“

觅龙
”

的方式
, “

就是考察山脉的起始
、

终止
,

观察

山体的走向
、

起伏等
” 。 “

在风水中
, `

龙
’

是山峦的

意象 ;
`

龙脉
’

就是山脉
,

确切地讲是山脊线
。

自然

界的山脉
,

起伏屈曲
,

远望山脊线
,

形似在地平线

上飞舞奔腾的
`

龙蛇
’ 。 ” 【’ “ ,

通过
“

寻龙捉脉
” ,

人们

可以认识人居环境中山体的来龙去脉
,

即为
“

寻龙

认祖
” 。

其实
,

把龙脉
,

即为评价龙脉的吉凶
,

分析
“

吉龙
”

和
“

凶龙
”

对人居活动的正负效应
。

中国的

地形
、

山势的主脉就是昆仑山
。

昆仑山曾经被中国

古代人视为可望不可及的神山仙境
,

并被夸耀倍

至
,

其原因即在于这种
“

龙头
”

征象
,

以及它本身具

有地势地貌特征所起到
“

避凶
”

及围护与屏蔽结构

的作用
。

对此
,

俞孔坚先生总结了四大特征
: “

( l)

空间阻隔
:
高万初

,

为洪涛万丈所阻
,

非羽仙不可

至
。

( 2) 围护与屏蔽
:
增城九重

,

帝宫仙胭均在间阖

之中
,

四水浸绕其间
,

四周奇木匝护
。

( 3 )门户与豁

口 :
城为重门所护

,

门又有神兽守卫
,

北门开以纳

不周之风
。

( 4 )资源特征
:
有不死之水

,

比死之树
,

比死之药和各种珍禽异兽
。 ” `川风水学中还认为

,

水能够
“

载气纳气
” ,

水对人的生存不仅有象征性

意义
,

能够对人的生活带来福祸
,

更是生产和生活

必不可少的东西
,

所以
“

观水
”

是风水操作的一大

至法
。 “

观水
”

首先需要观水口
,

察水源
,

其次要观

察水系的布局和形态
,

同时还要观水势
,

尝水质

等
。

因此
,

水不仅是人们生存活动的必需
,

是风水

蕴化的必需
,

同时也是风水景观设计的必需
,

它构

成了景观审美的一个主要载体
。

又如风水学中注

重隐藏
、

围护与屏蔽结构
,

这其中也中和着自然生

态和人文生态的意义
。

围护与屏蔽有自然山体形

势的结构
,

也有人工化的围城
、

围墙
、

照壁及风水

林等
,

围护与屏蔽的作用是保障
“

龙气
” ,

我认为
,

用生态学的术语解释
,

就是期望人居安全和生态

安全
。

这种维护式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致的设计
,

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景观美
。

在中国人的居室环境

内
,

这种围护与屏蔽也极为盛行
,

比如屏风
、

中堂

等都有隔与蔽之意
,

又是艺术审美化的精神体验

性装饰物
,

往往是取其
“

吉象
” ,

这也证明了这种居

室环境的实际意义和审美象征性
。

屏风的应用
,

在

我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

据专家分析
,

在河北平山

县战国墓中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铜器座
,

就是一

座屏风的柱基
。

由此可见
,

屏风在两千年以前就已

经出现
。

到汉人
,

屏风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
,

它在

汉赋中有较多的反映
,

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

出土有一座木质屏风
,

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我国最

早
、

最完整的一座屏风实物
。

屏风一般具有障蔽间

隔和艺术美化双重作用
,

但在风水现象中这两种

作用是同体的
,

尤其是艺术构形上
,

屏风往往取象

征性的动物和植物
,

如梅兰竹菊等
,

这显然是取其

自然物象的生态审美精神的质地
。

至于中堂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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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是一幅对联
。

居室的侧面墙上多挂有四屏或

六屏绘画或书法作品
。

四屏绘画多是春夏秋冬四

景
,

如花卉的春桃
、

夏荷
、

秋菊
、

冬梅 ; 山水的春水

满四泽
,

夏云多奇峰
,

秋月扬明辉
,

冬岭秀孤松
。

如

虎
、

龙等
,

就更显出它的艺术审美化的质地
。

第五
, “

荒野
”

美学与
“

如画
”

美学转换的景观

创制
。

风水学中对生命存在的生态支持系统的美

学构建
,

依存着
“

众生
”

参与与和谐情境的追寻
,

表

现了两种阐释原则
:
一是自然化阐释

,

一是艺术化

阐释
。

这里
,

我们借用美国人艾丽森
·

比耶雷的话

命名两者
,

即可为
“

荒野
”

美学的阐释原则与
“

如

画
”

美学阐释原则
。

【’ 2 1在比耶雷那里
, “

荒野
”

具有

神话的意蕴 ;而在美国人那里
, “

荒野
”

更具有直接

影响国家公共管理的作用
。

我们体认的风水构建

中的这种
“

荒野
”

神话
,

实际也可称为带有公共责

任的意味
。

因为它更注重的是一个群类
、

一个城

镇
、

一个景园
,

乃至一个家庭中的公共要素
,

寻求

的是整体化的环境构建
,

即便是对个体性的生命

存在的关爱
,

也必然是放在公共条件下
,

或者是在

环境的整体氛围内
。

这种
“

荒野
”

神话的美学维度

作为对自然状貌 (自然的本真与人的自然生命 )的

阐释
,

具有两重含义
:
其一是和谐性

,

它注重整体

系统化自然景观的选取与构置 ; 其二是对生命活

性动力存有的公共作用
。 “

荒野
”

神话的这种美学

原则在景观设置中不是艺术创造本身
,

但我们之

所以说它内蕴美学深意
,

就在于它对生命的理解
,

同时也在于它在宏观与微观
、

时间与空间的审美

转换中
,

客观上是采用了艺术审美化的创制机

理
。

尤其是在聚落选址与建筑布局上
,

既有技术性

的要求
,

更有艺术化的构形原则
,

它使技术与艺术

对这种
“

荒野
”

神话进行了合理化的阐释
,

并从中

生发出
“

情意
”

之理
,

显现出艺术生态化的审美特

征
。

比如
,

形式宗中的
“

点穴
”

之法
, “

就是寻找天地

之气汇聚之地
,

点出
`

山水相交
,

阴阳融聚
,

情之所

钟之处
’

;就是标定
`

取得气出
,

收得气来
’

之地
,

作

为建筑基址
” `’ 3 ,

。

因此
, “

荒野
”

神话中情由
“

气
”

出
,

情为
“
生生

”

而定
,

显然就能够转换为
“

如画
”

美学

景观
,

尽管它少有人工打造的痕迹
,

但人在其中的

积极主动性更是它的主要因素
。

所谓
“

如画
” ,

在 18

世纪末的西方
, “

原指事物很生动
,

视觉上很独特
,

能够用图画表现出来— 开始用来指称绘画风格

的一种类型
” 【’ 4 ]

。 “

如画
”

的景观弱化了自然和人的

生存的界限
,

可以使
“

荒野
”

性的自然生态审美和

人的艺术化审美体验进行合理的融合
。

在风水景

观最终构形上
,

它呈现着一种转换性的趋向
,

既由

对
“

荒野
”

景观的创制
、 “

荒野
”

神话的阐释
,

以及对
“

荒野
”

美学的体悟转换为对
“

如画
”

景观和美学的

体验
,

亦即由自然景观到画面景观的转换
,

使之具

有了一种艺术生态审美化的环境构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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