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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经》心得》

内容概要

《〈宅经〉心得》中所提到的十部著作是中国现存关于住宅风水的经典之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
选址建造阳宅和阴宅的重要参考文献。摆脱艰深和晦涩，我们以方家心得的方式，全面解读了风水经
典中常用的风水经典要义，包括阴阳、五行、八卦、九宫等，再加上清楚的图表说明，将看似复杂的
理论变得简单易懂，使你轻松掌握风水基本概念，并能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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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经》心得》

作者简介

虚生上人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专业，获硕士学位。师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侯仁
之先生，以及中国东方生态文化名家于希贤先生。长期从事历史地理、文化地理、旅游及城市景观规
划等研究和项目开发，在将风水文化与建筑景观规划设计相结合方面有深入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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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经》心得》

书籍目录

序言引言第一章 中国阳宅风水第一书——《宅经》第一节 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第二节　阳宅之
道：阴阳和谐交感，生生不息第三节 四论宅法善恶吉凶第四节 房屋翻新：主修福德方第五节 宅居布
建装修尤重风水附录 《宅经》原文第二章 中国风水开源第一书——《葬经》第一节 风水：无风有水
，得水藏风第二节 乘生气：风水上要寻求的是生气第三节 生气传感给子孙，使其得到荫福第四节 葬
法：观其龙脉，在其止结之处点穴入葬第五节 选择葬地：形要依从势第六节 风水讲究：主从有序，
主客有情第七节 葬地选择：觅龙、察砂、相土、尝水、点穴第三章 形法派风水鼻祖代表作——《撼
龙经》第一节 寻龙要看大格局第二节 九星之妙：剥换转化，起伏跌宕萋三节 九星吉凶有情兆第四章 
理气派风水鼻祖代表作——《催官篇》第一节 三吉六秀，二十四天星第二节 龙也有阴阳贵贱之分第
三节 二十四山结二十四穴第四节 砂若尖秀高耸，定有富贵气象第五节 催官之水唯三阳第五章 唐代形
法派风水代表作——《雪心赋》第一节 山水之法：聚集生气，环抱有情，宾主入位第二节 气脉分合
，需详审向背第三节 五星剥换方至尊贵第四节 水法：山水情意两恰，山重水绕⋯⋯第六章 形法派专
论山龙的代表作——《博山篇》第七章 明代形法派的代表作——《葬经翼》第八章 明代专论水法的
代表作——《水龙经》第九章 阳宅风水八宅派代表作——《八宅明镜》第十章 清代阳宅理论集大成
的代表作——《阳宅十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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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经》心得》

章节摘录

引言追求平安、渴望吉祥、趋吉避凶、迎祥纳福，这是人们不变的追求，也是风水研究的主旨。风水
理论认为，阴宅风水决定了先天的，命运中拥有的理想财富量的多少、官职地位的高低。而住宅、写
字楼、商铺等阳宅风水因素则决定了后天的，实际拥有的财富与地位。经过比较和提炼，摆脱艰深和
晦涩，我们在梳理风水流派的基础上，从众多的风水著述中选取了十部风水经典，以方家心得的方式
，原汁原味进行解读，形成此书。以利读者直接碰触风水的精髓，有效规避风水禁忌。这十部风水经
典分别为：承继汉唐古老传统，将阳宅分为“阴宅”和“阳宅”的《宅经》(又叫《黄帝宅经》)；首
次提出“风水”的概念，教我们慎重选择阴宅以便荫及子孙的《葬经》；具体分析寻龙捉脉之法，指
导怎样选择聚气旺财之地的《撼龙经》；强调以风水助官贵的《催官篇》；详论五行生克、吉凶互易
的《雪心赋》；深入辨析龙、砂、穴、水、明堂等风水要素的向背对人福禄造成重大影响的《博山篇
》；把中医里的望、闻、问、切诊断流程移植到风水理论中的《葬经翼》；专论水龙各种形态以及吉
凶取舍的《水龙经》；汇集阳宅理气派主要理论框架，深入阐述阳宅屋形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八宅明
镜》；重点介绍宅内形和宅外形各种吉凶情况的《阳宅十书》。以这十部风水经典为代表的风水理论
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集大成实用化表现，本书将阴阳五行学说、儒家思想、天文地理、文艺美学
、营建规划、命理择日等知识有机糅合在一起，构建了一套专业、精炼、实用的风水吉凶评断体系。
细心研读本书就可以基本把握中国风水的精髓义理，掌握中国风水的流脉真传。长久以来，人们“看
风水”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居家的舒适自在，还在于认为住宅、墓地的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居住者
及其子孙的吉凶祸福。尽管这一观念有偏颇之处，但不可否认，风水汲取了古人的智慧，在风水术中
暗含着某些由生活经验积累下来的合理因素。因此，本书的主旨是希望通过对风水经典要义的解读，
帮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风水的精髓，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更谨慎地投资、置业、安家；光宗耀
祖，福佑后人。宅居布建装修尤重风水《宅经》所关心和提醒的，也就是让人趋吉避凶的道理。只不
过它用了独具特色的评断体系。由于年代久远，《宅经》关于宅第按不同空间加以布建的规则与方法
，并未流传下来，但我们仍可从中窥其方法与真谛之堂奥。比如，在吉方修建房子要高壮或壮阔净洁
等，而在凶方则不宜拓建，否则，哪一方位犯冲则会影响该方位所对应的人的不同部位。如阳宅龙首
位置对应人的头部，如有违逆、冲煞，则家主可能会患头痛病等症。这种思维沿袭自自古以来八卦卦
位配人的身体不同部位的说法，自有其一套理论体系。虽然有主观和刻板之嫌，却是数千年来风水吉
凶验断的通用法则。原文精读：《经》云：“治明堂，加官益禄大吉祥，合家快活不可当。”阳宅乾
位：“阳首，宜平稳实，不宜绝高壮，犯之损家长，大病、头项等灾。”阳宅艮位鬼门：“宅壅气、
缺薄、空荒，吉，犯之偏枯、淋肿等灾。”阳宅修建酉方：“大富大贵，万亿钱财滚滚来”。阴宅乾
位：“天门，阴极阳首，背枯向荣，其位舍屋连接，长远、高壮、阔实，吉。”阴宅艮位：“鬼门、
龙腹、福囊，宜厚实重，吉，缺薄即贫穷。”本节要领：阳宅与阴宅的顺序分布正好相反，阳宅以亥
为龙头，巳为龙尾；反之，阴宅的龙头在巳，龙尾在亥。阳宅阴方，均为金匮、大德、宅德、玉堂等
吉方，宜开拓、高壮、新净、可以修建高楼大舍等建筑，而阳宅阳方反凶。阴宅在阴方都属凶方，犯
之，不是大祸就是官狱，或者死丧；而在阳方，则均是福德方，大德、宅德、天福、吉昌方兼备，适
宜开拓，建筑阔实、大舍、高楼。术语问答:问：我们知道，一般巽方是东南方位，是生气和文采之方
，那么阳宅的巽方与阴宅的巽方在修建方面有什么不同吗？答：的确，巽方是风门，宜低平、空缺，
不宜壅塞，不论阴宅和阳宅都是同样的要求。实例操盘：情状：现在我们去看楼盘时，常常看到南北
通透的户型，前后门相通，这样的风水好吗？解析：南北通透，特别是前门与后窗成一直线，正好对
流，表面看有利空气流通，但实际上，风水却非常不好，要尽力避免。如果已经购买了这样的居所，
就要想办法破解，比如，可以在客厅中安放一道屏风。“风水”的涵义原来是这样的风水作为一门古
老的应用性方术，流行了几千年。但有多少人了解风水的本来面目呢？就是从传世的典籍来看，从汉
以降到唐、宋，也经历了千年，许多关于风水的论著、典籍都虽见载汉、唐、宋等历代《艺文志》，
但真正传世的却很少。就是从传世下来的典籍中，通过经典论述而窥风水堂奥的又更是屈指可数。以
致我们现在要找到关于“风水”一词的渊源由来，也缺少充分的引证。今天，研究者普遍认为，“风
水”一词作为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当推《葬经》。也就是说，直到宋代左右，“风水”一词才正式
被大家所通称。至于以前的叫法，则五花八门，如叫卜宅、相宅、青乌、青鸟、堪舆等等。那么，什
么是风水呢？《葬经》中一共出现了三次“风水”一词。先引述古代经典的说法，从气的观念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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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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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经》心得》

（阴阳交感产生之生气）会因为乘着风势而飘散，如果有水流加以界隔，生气就会停聚。这是因为古
人认为，生气是内聚并运行于土壤中，外溢而化生成山脉（其形状运势像龙，故在风水中将山脉称为
龙，在平原地带没有山冈的地方，也将河流视为龙，叫水龙）、土垅等外在形态，有了河流水系，就
把山冈、土垅界隔开了，生气在土壤中的运行也就被阻隔并由此而累积、汇聚。古人通过山川水系以
及城郭等的围合，使生气不会被风吹散，使生气在运行过程中能得到止息、汇聚，这就叫风水。原文
精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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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
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本节要领：风水的本质是要无风有水，要得水藏风；而水的作用是界
止土壤中运行的地气，使生气得到停聚。术语问答：问：为什么风水却要藏风？答：因为风会吹散生
气。实例操盘：情状：在没有水的地方如何看风水呢？解析：在没有水的地方可以变通，将道路、街
巷、车流、排水渠、高架桥等视为水，同样可以进行风水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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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专家推荐： 于希贤，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东方生态学（风水）文化大师 现代人生存之
梦在哪里？何从安居？何以乐业？ 人生天地之间，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周围的生活环境。人和环境之
间总是不间断地进行物质、能量、意识、感情磁场等多方面的交流。人周围的环境，特别是人居环境
，总是有好坏之分，从人生活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在选择、建造、布局自己周围的环境的过程中，福
、禄、荣、寿——人所追求；艰、难、危、困——人所规避。要解决衣、食、住、行四大生活基础之
一的“住”的问题，选择和布建自身个性化的吉祥居住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中国几千年的
文明进程中，自有一整套完备的体系，构成了中国文化不可缺失的部分。 中华文化表现为三个层次：
一为精神层次、哲学的层次。在有关宇宙生成、生命本源、天象、气候等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系统思维
。形成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和天体演化认识,这些认识都必然反映到文化中来。 第二个层次为狭意的
文化层次，语言、文字、音乐、绘画、礼俗层次，以“礼、乐”为核心，包括节日活动。中国古代将
这两个层次称之为“道”。“道”是软件系统的文化内容。 第三个层次为物质文化的层次，城市、民
居、园林这些可视的器物在中国古代都称之为“器”。从房檐、门宇、厅堂、厨厕、厢房、耳房、廊
、过道，以及石雕、砖雕、木雕、联额、门匾、窗扇的细纹装饰，饮食文化、服饰等等又称之为“器
”。 文化的这三个层次不可分割,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而风水则是中华几千年来“人居环境”的
文化集大成的体现，是中国独有的文明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建筑文化、都市文化的文脉核
心，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几千年来，中国在风水思想和居住文化的理性探寻和实践探索中积累了
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著述历代传承、蔚为大观，自《汉书·艺文志》到明代的《永乐
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都专门有“术数”部分，收录了大量风水堪舆类书目。 由于历史的原
因，特别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对风水在建筑文化、
生态环境、景观规划、人居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忽视甚多、误解甚多。近十年来，风水在社会上大盛一
时，也引起了西方文化学、建筑规划、景观生态等方面学者的重视，但国人对风水的文化本义和文脉
机理认识偏差仍普遍存在。因此，梳理并还原风水的本来面貌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历史上有关风水的
著述汗牛充栋，一般人没有机会披览，更难得深入研读和理解其中的奥义。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风水
实用读本，又多以讹传讹之误。因此，选择历史上的经典名篇加以解读，体现原汁原味的风水本真，
就显得意义重大。《宅经》《葬经》《撼龙经》《催官篇》《雪心赋》《博山篇》《葬经翼》《水龙
经》《八宅明镜》《阳宅十书》等论著，可谓中国风水典籍的十大名著。千百年来，这些风水著作撑
起了中华“居住文化”的脊梁。细研这些典籍，可以尽窥中国风水的文脉走向，自然有助心鉴与明辨
。 旭升年少即入北大地理系历史地理专业，对风水的兴趣和探学之路尚始于1987年前后，那时，我正
好与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任教的尹弘基教授开展中国风水文化的合
作与研究。多年来旭升潜心向学，善积心得。这一次他将上述这些古典经籍做普及化、通俗化阐释，
予以整理出版，实是一件有益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播的盛事，作为师长辈，自当嘉许之。相信也
会得到有心者的认肯。故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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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得》编辑推荐：最原汁原味的风水力作，最全面实用的堪舆指南集十部风水经典之大成的镇宅宝
鉴精彩看点： 正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选择住在东南方位的卧室比较好。这个方位对应巽卦，主出文才
，有利科举。 以北京城中轴线为龙脉，完全是地产商的生意经而已。北京城西边和西北部燕山山脉才
是真正的风水宝地。 人与宅是有感通的，搬了新家后，睡眠反而不如以前好，可能是卧室的方位与人
的心理磁场不相合之故，可以先试着换个房间或者将床换个方位。 若从西南方位搬迁至正南方位，因
西南方属坤位为阴，南方属离位也为阴。而从阴入阴是重阴，在风水上是不吉利的，需要想法破解。

Page 8



《《宅经》心得》

精彩短评

1、我真的当教科书在啃，学识浅薄也分不出什么好坏来，暂且留案。
2、倒是挺全的，就是少的可怜

Page 9



《《宅经》心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