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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中的
“

地母崇拜
”
和女阴象征

`

刘 沛 林
(湖南衡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理系

,

衡阳
,

42 10 0 8)

摘 要 该文认为中国古代风水说是一种大地有机说
。

它是 由原始的
“
地母崇拜

”
思想发展而 来

。

它用生气论和胎
、 .

忽
、

孕
、

育等原理建立 了自

己的穴位体系
,

其中风水穴实为女阴的象征
。

作为一种大地有机说
,

它强

调的是环境各部分的协调
,

同时强调最佳穴位的选择
。

关键词 风水说
,

大地有机 自然观
,

地母崇拜
,

风水穴
,

女 阴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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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风水说是一种大地有机说
。

风水说认为大地有生气如同人之有生气
,

大

地孕育万物如同人之繁衍生育
。

由于原始时代人们把人的诞生和氏族的繁衍归功于女阴
,

因而产生过长时期的女阴崇拜
; 同样

,

由于人们把人的生存和万物的化生都归功于大地
,

因而有过广泛的
“

大地为母
”

的思想
。

从
“

女阴崇拜
”
到

“

地母崇拜
” ,

有着本质上的传

承关系
。

由于风水说把大地看作母体
,

因而就有了风水中的女阴象征
。

原始的
“

地母崇

拜
”
以风水为载体

,

长期潜伏在风水文化之中
。

而风水学对原始的
“
女阴象征

”
又赋予

了新的意义
。

本文试图解释有关风水学的三个 问题
:

( l) 风水说是一种大地有机说
;

( 2) 风水说受了
“

地母崇拜
”
思想的影响

; ( 3) 风水穴是女阴的象征
。

1 “

大地生气
”
说的缘起和内涵

大地生气说是风水说的精华
。

风水理论中明确提出
“

大地生气
”

说
,

是晋代郭璞的

《葬书 》 (旧题晋郭璞作
,

有人认为可能是唐人所作 )
,

书中论述的核心内容是
: “

葬者
,

乘

生气也
。

夫阴阳之气 … …行乎地中而为生气
。

… …气行乎地中
,

其行也
,

.

因地之势
,

其

聚也
,

因势之止
。

丘 陇之骨
,

冈阜之支
,

气之所随
。

经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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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地生气论也因此而成为后来风水思想的核

心
。

然而
,

风水学中的大地生气论受启于中国古代的大地有机自然观
,

而大地有机自然

观则根源于中国传统的气论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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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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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天地万物的认识起初是分为对立的
“

阴
”
和

“

阳
” ,

此所谓
“
一阴一阳之为

道
”

( 《易传
·

系辞上 》 )
,

随着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逐步加深
,

人们开始用
“

气
”

来解释阴

阳
。

西 周末年
,

太史伯阳父用阴阳二气的失序来解释地震
,

他说
: “

夫天地之气
,

不失其

序
,

若过其序
,

民乱之也
。

阳伏而不能出
,

阴迫而不能蒸
,

于是有地震
”

( 《国语
·

周语

上 )))
。

认为地震是因为阴阳二气失序
,

阳气受阴气的压迫而不能蒸升
,

因而发生了地震
。

春秋末期
,

气论又有了新发展
,

《管子 》 在老子的
“

道
”

的基础上
,

提出了更明确的

气论思想
。

如 《管子
·

水地篇 》 曰 : “

水者
,

地之血气
,

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 , “

人
,

水也
,

男女精气合
,

而水流行
” 。

这里把水比作地之血气
,

比作人之筋脉
,

是一种大地有机 自然

观的初步体现
。

战国时期出现 了把阴阳二气看作既对立又统一的气论 思想
,

即所谓的
“

阴阳二气离合
”

说
。

《庄子 》 认识到了虽然
“

气分阴阳
” ,

但二者能
“

交通成和
”

的对立

统一关系
,

他认为阴阳
“
二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

”
( 《庄子

·

田子方 》 )
。

《荀子 》 在肯

定
“

气分阴阳
”

的同时
,

进一步指出
: “

天地合而万物生
,

阴阳接而变化起
”

( 《荀子
·

礼论 7))
。

《易传
·

象传 》 中有
“
二气感应以相与

,

… …天地感而万物生
” ,

又说
: “

天地烟

蕴
,

万物化醇
; 男女靖精

,

万物化生
” ,

《字林 》 : “

烟蕴
,

阴阳和气也
’ `

(晋代吕忱撰
,

宋

以后亡佚
。

清代任大椿有辑本 《字林考逸 》 )
。

将天地之合与男女二性的交烤相比拟
,

这

已很明显地把大地看作一个类似于人体的有机体了
。

风水说正是在气论思想的启发下
,

以生气论为原理
,

阐述自己的大地有机 自然观的
。

杨泉 《物理论 》 : “

土精为石
.

石
,

气之核也
;
气之生石

,

犹人筋络而生爪牙也
” 。

晋代郭

璞 《葬书 》 认为
,

大地有生气
,

象人之有脉络
,

生气沿山体延伸
,

随山势而上下起伏
,

地

下的气可以通达地表
。

这显然受到了 《易传 》 “

山泽通气
”
思想的影响

。

唐宋时期
,

’

大地有机说和经络学说有了大的发展
。

唐代曾文边 《青囊序 》 把人体中

流动的血液比作自然界的水和气
,

他说
: “

水是山家血脉精
’ , 仁̀ 〕 。

约成书于唐代的 《宅经 》
,

对住宅周围形势的论述充满了大地有机的观点
。

书 中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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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事严

雅
,

乃为上吉
”
川

。

大地俨然一副人的模样
。

宋代蔡元定在 《发微论 》中把自然界的水
、

火
、

土
、

石分别比作人身上的血气骨肉
,

他说
: 严水则人身之血

, · ·

一火则人身之气
,

… …土

则人身之 肉
,

… … 石则人身之骨
,

… … 合水火土石则为地
,

犹合血气骨肉为人
’

,a[ 〕
。

这与

《宅经 》 的观点完全一致
。

清代叶泰的风水著作 《山法全书 》 认为
: “
生气之所在

,

其形色土石亦有可见者
,

其

形 则生动而不蠢死
,

其色则光彩而不暗晦
,

而土则湿润而不发散
,

其石则细腻而不燥

焰 o" 说明了地中生气的广泛存在
。

并指 出
: “
龙者何 ? 山之脉也

”
·

…土乃龙之肉
,

石乃

龙之骨
,

草乃龙之毛
”
叫

。

这仍然是
“

大地生气
”

说的观点
。

整个风水学都是以气论为主旨
、

以
“

生气
”

为寻找目标发 生发展的
,

而
“

大地生

气
”
说本身就是

“

大地有机
”

自然观的反映
。

2
“

地母崇拜
”
思想在风水中的演替

风水是以大地为表现舞台的
,

而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直把大地看作母体
。

而
“

大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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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中的
“

地母崇拜
”
和女阴象征

母
”

的思想归根结底还是导源于原始的女阴崇拜
。

因此
,

要弄清风水的文化象征
,

还必

须从原始的女阴崇拜讲起
。

上古 时期
,

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过对性的崇拜
,

华夏民族也不例外
。

华夏族的性崇拜

以女阴崇拜最为突出
,

这也是与我们所要谈论的主题
“

大地为母
”

的思想来源直接相关

的
。

“

在发展的母权制下
,

宗教是沿着自然崇拜的路线发展的
,

… … 自然力和 自然因素被

赋予以妇女的形象
”
川

,

这是一个无法 回避的事实
。

因为在母权制的时代
,

人群的繁衍全

赖于妇女
,

而且人们对妇女的生育缺乏认识
,

还不懂得人是
“

男女烤精
”

的结果
,

这就

自然而然的把人类生殖力看作是一个伟大而神秘的自然力
。

因此
,

当时情况下人们对妇

女性器官的崇拜
,

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

即使随着时代的发展
,

先民朦胧意识到了人

的繁衍是由男女二性烤合的结果
,

但女性仍然是 氏族繁衍中极不可缺的角色
。

女性在原

始文化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今天所能见到的远古性崇拜的证据仍不在少数
。

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遗址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了
,

其中出土的陶塑孕

妇像
,

阴部就是用一个甲形压痕表示的
,

用以表示女性生殖器之所在川
。 “

在古代和原始

民族中
,

以蛇象征
`

地
’ 、 `

蕃殖力
’ 、 `

女性
’

或
`

阴司
’

等等
,

是常见的
。 ”

… 在原始

的神话传说中
,

蛇又往往与女性相联系
”
工

。

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女帝一女蜗
,

就是龙蛇之

躯
。

《洪范
·

五行传 》 郑玄注
: “

蛇
,

龙之类也
” ,

《淮南子
·

天文训 》 高诱注
: “

龙
,

水物

也
” 。

水属阴性
,

故龙蛇之躯的女蜗是女性无疑
。

经人考究
,

女蜗的本相即女阴
;
女蜗系

苗蛮族团女性生殖器崇拜的产物
江8习。

郭沫若在 《 甲骨文字研究
·

释祖姚 》 中指出
: “
盖以化器 (女阴 ) 似 匕

,

故以 匕为姚
,

若牡也
” ,

而
“

人称育 己者母
,

母字 (曾 ) 即生殖崇拜之象征
’

,:9 二
。

原始思维是质朴而又天真的
。

先民们常常从妇女怀孕分娩的事实出发
,

探询大地的

奥秘
。 “

嫩绿的麦苗是从地 内长出来的
,

难道大地也当真和人类所熟知的具有生殖功能的

妇女一样能怀孕吗 ?
” 〔` 。二

。

女性生殖后代
,

大 自然也生育万物
,

原始人开始把大地与母体

等量齐观
。

《老子 》 所提到的
“

玄扎之门
” ,

被认为是宇宙间一个硕大的女性生殖器仁’ `二
,

是

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本
。

人类对大地的崇拜
,

就象原始时期对母亲的崇拜一样
。

所以 《易传
·

说卦传 》 中才

会有
“

乾为天
,

… …为父
” , “

坤为地
,

为母
” , “

乾
,

天也
,

故称乎父
; 坤

,

地也
,

故称

乎母
”

的解释
。

这是对中国古代
“

大地为母
”
思想的哲学总结

。

这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

当然也包括对风水的影响
。

《汉书
·

礼乐志 》 载 《效祀歌 》 十九章中的 《帝临 》 云
: “

后土富温
,

昭明三光
。

穆

穆优游
,

嘉服上黄
” 。

注引张晏曰
: “

媳
,

老母称也
。

坤 (地 ) 为母
,

故称媳
。

海内安定
,

富媳之功耳
” 。

富温
,

到后来干脆称
“

地温
” ,

即
“

地母
” 。

正如有人所总结的
: “

土地为

万物的负载者
,

… … 因此出现 了地母崇拜
。

原始社会的妇女偶像不仅是对妇女的尊敬
,

也

是土地
、

生育的象征
’

,l[
2〕

。

《河图括地象 》 对所知大地形象的描述是
: “

荆 山为地雌
,

… …

岐山为地乳
, `

· ·

…演山之地为井络
” 。

英语中称故土为 M ot h er lan d
,

即 由
“

母亲
”

和
“

土

地
”
两字合成

。

今天我们仍会不假思索地称祖国为母亲
。

这都是原始时期就 已形成的
“

大地为母
”
思想的潜在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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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过
“

大地 为母
”

即
“

地母崇拜
”

的思想的出现
,

但都不曾

象中国一样表现得突出
。

在中国
, “

大地为母
”

的思想是伴随着古典哲学的发展而后延的
。

同样
, “

大地为母
”

的思想又是与中国独有的风水文化相左右的
。

风水文化中特有的
“

大

地 生气
”

说为
“

活体
”

的地母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当然
,

风水中的
“

地母崇拜
”
比

原始的
“

地母崇拜
”

进步了很多
。

因为风水说不仅把大地本身看作一个母体
,

而且把大

地各部分山体所在也看作是一个又一个本质上类似的母体
。

正象宇宙全息律所揭示的那

样
,

整个宇宙都有着同构关系
,

任何部分与整体
、

部分与部分之间
,

都有着极为惊人的

相似性
。

部分 中包含着整体的信息
,

整体中也包含着部分的信息
;
部分可映射出整体

,

整

体又是各部分的概括
。

也就是说
,

一片树叶的各个细部
,

都是整片树叶的复写
; 一片撕

碎的全息照片的碎片
,

能复原整张照片的信息
。

风水说中把大地本身看作是一个母体
,

同

时又把大地各部分也看作是若干次一级的母体
,

这是完全符合宇宙全息统一律的
,

也是
“

地母崇拜
”
思想在文化中的全息反映

。

所以
,

风水中除了有
“

坤为地
,

为母
。

… …万物

之所以资生
,

故名地母 帅
盯
的说法外

,

又有
“

穴虽在山
,

祸福在水
,

… …山如妇
”

(见

《水法 》
,

该书附于 《 司马头陀达僧问答 》 卷后
〔` 4」)

, “
夫山之结穴为胎

,

… …犹如妇人有

胎
” : `弱的思想

。

很 明显
,

把 l如比作妇人
,

比作母体
,

这既是对
“

地母崇拜
”
思想的传承

,

又为风水穴的女阴象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

3 风水穴的女阴象征

既然
“

山如妇
” ,

山就应该具 备妇人的一切类似功能
:

有胎息孕育之功能
,

有交烤之

区
,

有受孕之穴等等
。

而风水说的思想体系正是依此而建立的
。

3
.

1 关于胎息
、

孕育 《青囊海角经 》 中指出
: “

认气于大父母… … ;
认气于方交

姥
,

看胎伏星
;
认气于成胎育

,

看胎息星… …全胎
、

保胎
、

破胎
,

是 为做法
。

挨生傍气
,

或为脱壳借胎
,

或为子投母腹
;
脱煞逢生

,

或为借母养子
,

或为以子救母
仁, 6三。

书 中论述

了如何从山体中感觉胎息以及胎息的几种不同情形
。

由唐代 卜应天撰写
、

清代孟浩注解的 《雪心赋正解 》 一书中
,

作者以气论为指导思

想
,

认为天地万物皆生于一气
,

气赋于人以体
,

气赋于地以形
,

人体和地形都有着共同

的机理
。

因此
,

他对 山体的解释就有如对人体的解释
: “

体赋于人者
,

有百骸九窍
; 形著

于地
,

有万水千山
。

… …胎息孕育
,

神变化之无穷
; 生旺休囚

,

机运行而不息… …胎
,

指

穴言
,

如妇人之怀胎… … ;
息

,

气也
,

子在胞中
,

呼吸之气从脐上通于母之鼻息
, · , ·

…

故曰胎息
。

… …孕者
,

气之聚
,

融结土 肉之内
,

如妇人之怀孕也
。

育者
,

气之生动
,

分

阴分阳
,

开口 吐唇
,

如妇人之生产也
。

… … 夫山之结穴为胎
,

有脉气为息
,

气之藏聚为

孕
,

气之生动为育
,

犹如妇人有胎
、

有息
、

有孕
、

有育
” 。

宋廖禹 《十六葬法 》 有息之四穴 (斩
、

截
、

吊
、

坠 )
,

对其中的吊穴的解释是
: “

吊

者
,

悬也
。

悬提其生气
,

生气奔于息之下
,

上不可过高
,

恐漏其气
;
下不可过低

,

恐脱

其脉
。

生气半在息体之足
,

半在息体之衬
,

一阴既盛
,

一阳复生
。

气交感而成形
,

形既

完而成穴
’

,l[
’ J

。

所谓吊穴
,

根据气息所在
,

在点穴时采取半离半连之式
。

旧题宋胡矮仙撰的 《至宝经 》
,

擅长于
“

穴
”
之道理

,

书中说
: “

露而不隐
,

应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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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乘胎
;
潜而弗彰

,

实二交而受息
’ ,仁旧

,

也是用胎
、

息的原理来指导找
“

穴
”

的
。

3
.

2 关于交姗之区 《青囊奥旨 》 中写到
: “

雌为阴
,

雄为阳
,

二气也
。

而以雌雄

言者
,

犹夫妇之义也
。

夫妇烤而男女生
,

雌雄交而品物育飞 此夭地化生之大机也
。

故杨

公首看龙家之雌雄
” l[ 9 〕

。

能交烤的地方就是阴阳二气相交感的地方
,

二气交感就能化生万

物
。

因此胎息可生
,

孕育可成
,

是吉利的象征
。

南唐何溥在 《灵诚精义
·

形气 》 中说
:

“

龙势必得阴阳雌雄烤会之处
,

而始成胎
,

认气者所当审也
’

心叼
。

那么
,

交烤之 区表现为

穴形何样 ? 我们开始讨论下个问题
。

3
.

3 关于穴形与象征 几乎每部风水著作都要谈
“

相穴
”

之法
,

但是对接触风水文

献不多的读者来说
,

总是被书中那些难涩之词弄得晕头转向
,

最后如坠云里雾里
。

其实
,

在了解风水文化的哲学背景和思想基础之后
,

就不难把握风水的整体特性了
。

风水是大

地有机 自然观的产物
,

是地母崇拜的表现
。

风水穴是指生气出露的地方
,

是阴阳交合之

区
,

因而是女阴的象征
。

即使古代风水学家在谈论此问题时总是遮遮掩掩
、 一

不予明言
,

但

只要你注意
“

意会
” ,

是能找到其原型的
。

在谈到如何找穴时
,

《青囊海角经 》 特别强调灵活性和悟性
,

书中说
: “
山川之形

,

不

外方圆曲直
; 山川之势

,

不外远近高低
; 山川之体

,

不外水泉土石
; 山川之变

,

不外阁

辟往来
; 山川之情

,

不外生克制化
。

探其绩
,

虽万变莫穷握其机
,

殆一笑可破
。

古人千

言万语
,

皆为未悟者
”

( 引文中着重号 为引者加
,

以下同 )
。

书中说找穴的奥妙在头脑里

装着
,

只有会
“

领悟
”

的人才能识破
,

很多古人滔滔其辞
,

往往是
“

未悟
”

的表现
。

《青囊海角经 》 进而揭示人们要如此这般地领悟风水穴位所在
: “

万里之 山
,

各起祖

宗
,

而见父母
,

胎息孕育
,

然后成形
。

是以认形取穴
,

明其父之所生
,

母之所养
。

天 门

必开
,

山水其来
。

地户必闭
,

山水其回
。

天门
,

水来处也
。

地户
,

水去处也
。

… …穴居

其中
,

不居其旁
。

… …突中有窟
,

高处低也
。

窟中有突
。

低处高也
。

状如仰掌… …
” 。

如果说 《青囊海角经 》 对风水穴的女阴象征提示得还不够明确的话
,

那就请再看五

代黄妙应 《博山篇 》 中的论述吧
: “

天下道理
,

阴阳五行
,

不离一圈
。

这一圈者
,

生死之

窍
。

天地之间
,

有小的圈
,

有大的圈
,

认得此圈
,

处处皆圈
。

渴 曰
:

白玉团团一个圈
,

乾

旋坤转任自然
。

谁知圈内百般趣
,

便是人间行地仙
。 ”

作者先是闪烁其辞地说到了这个
“

圈
”

(说穿了就是指女阴 )
。

接着又进一步解释说
:

“

这一圈
,

天地圈
,

圆不圆
,

方不方
,

扁不扁
,

长不长
,

短不短
,

阔不阔
,

尖不尖
,

秃不秃
,

夸本拿令
,

似亨似手
,

自然圈也
。

叩甲移卒
,

平行移丰
。

甲申誉瞥 似水悲水
圈外微起

,

似砂非砂
” 。

这段文字对风水穴 的女阴象征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

难怪 《博山

篇 )) 书末有宋代厉仙 (伯韶 ) 赞语
: “

不见先生面
,

雅闻先生诀
,

大哉 ! 我曹师千载传真

法 ”
’ 〕

,

看来这位厉仙先生也是颇具
“

悟性
”

的了
。

清代孟浩在对唐代 卜应天的 《雪心赋 》 作注解时
,

先是大讲山体的胎
、

息
、

孕
、

育
。

“

胎
,

指穴言
,

犹如妇人之怀胎
” ; “

夫山之结穴为胎
,

有脉气为息
,

气之藏聚为孕
,

气之

生动为育
,

犹如妇人有胎
、

有息
、

能孕
、

能育
’

,{2
2〕

,

明确说明了山之穴犹如妇人之胎
,

而

胎是从女阴受孕而成
。

于是书中出现了颇似女阴的
“

穴形图
”

(图 1 )
。

孟浩的
“

穴形图
”

基本上由化生脑
、

分水
、

合水
、

圆球
、

蟹眼
、

葬 口
、

虾须
、

蝉翼
、

球髯
、

合襟
、

明堂
、

左龙
、

右虎等部分构成
,

在这里
,

风水穴的女阴原型暴露无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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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大 目 穴

毯获
口

暇奴

夺碟左艇

“ 。 ”
处 为穴 上

、

下为两种山体穴位图

图 1 风水穴形图 图 2 葬地形势图

(据孟浩 《雪心赋正解 》 卷二 ) (据日本渡边欣雄 《风水思想与东亚 》 )

这里所附的另一副穴形图
,

即 日本的
“

葬地形势图
’

心
3〕 (图 2 )

,

显然是 日本风水学者

在悟得 了中国风水的真谛后所为
。

因为古人认为
,

人的诞生和死者的转胎都是通过女阴

来实现的
,

因此
,

葬者也以象征女阴的风水穴为最佳位置的选择
。

风水穴有胎息孕育之

功能
,

是有
“

生气
”

的表现
,

而有
“
生气

” ,

代表着旺盛
,

在 《周 易》 中属
“

大吉
” 。

因

此
,

日本人在选择葬地时
,

往往要选择与母体相类似的地形
,

就是这个道理
。

相反
,

许

多中国风水师并未真正领悟中国风水经典的深层意蕴
,

常常模棱两可
,

不得要领
,

有的

甚至装腔作势
,

故作神秘
,

难怪乎人们总把风水看作巫术迷信
。

至于 日本从何时
“

悟
”
得

了中国风水的奥秘
,

作者另有专文论述
。

风水作为中国本上文化的一部分
,

有着它深刻的文化内涵
。

风水本身探究的是人与

环境的和谐
,

而这种思想是以大地有机自然观形式表现出来的
。

风水把大地看作是一个

犹如人体的自然有机体
,

认为大地有经络穴位如同人体有经络穴位
,

从而赋予大地以生

命
; 风水认为大地有机体是以各部分的相互协调为前提的

,

只有在摸清大地的经络穴位

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
,

人才能有效地适应自然
、

适应环境
,

在人与环境间作最佳选择 ` 什

么样的环境是最佳环境
,

风水说在
“

地母崇拜
”
思想的基础上

,

用生气说和胎息孕育的

原理
,

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穴位体系
。

不管这套体系的科学性如何
,

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想
,

风水说把大地看作有机体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

今天从事人与环境问题研究的人们
,

如

果 明白了中国古代风水说是一种大地有机自然观
,

一定会对风水思想有个新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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