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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水学与GIS技术的传统民居选址比较研究*

———以重庆龙兴古镇为例

曹福刚,冯维波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0047)

摘要:从自然因素考虑分别以风水学和GIS技术研究重庆龙兴古镇的选址,按照风水学选址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古镇选址,

借助ArcGIS、ENVI软件分析古镇选址的适宜性。比较两种选址方法得知,风水学选址更侧重于以定性研究的视角进行

选址,而GIS技术选址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选址方法。虽然GIS选址比风水选址更具科学性,但风水选址中

也存在着合理内容。借鉴两种选址方法并使之有机地结合,为统筹规划与保护传统民居以及现代选址过程中如何把传统

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合提供参考。

关键词:风水学;GIS技术;传统民居;龙兴古镇;选址

中图分类号:X32;K9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693(2014)03-0119-06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在选址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GIS技术在选址方面的应用,使选址更具科学

性。与此同时,风水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选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风水选址既具人文性又具科

学性。所谓人文性,例如像“安居乐业、节节高升、财源广进”这样带有“风水”涵义的词语在一定程度迎合了居住者

求平安、求富贵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可称为居民的潜在意识;所谓科学性,对于民居选址的技术及理论,古人都是在

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风水选址中有许多科学内容,这启示着人们去认真分析探索和

借鉴;在现代建筑选址中应详细而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而后定,科学的选择和改良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居住环

境[1]。即使在今天,传统风水观中的某些理论对建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依然具有积极地意义[2]。国内学者对

风水学的研究主要侧重理论研究,如王其亨的《风水理论研究》[3]、程建军的《风水与建筑》[1]、何晓昕的《风水探

源》[4]等;对于GIS技术选址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方面的研究,例如汤国安、梁会民、田光进等人分别探讨了GIS技

术、TM遥感图像在乡村聚落中的应用技术研究[5-7]。古今选址存在很多不同,但如何借鉴风水学中的科学内容并与

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为选址构建出一个综合的科学系统,值得当今人们去研究。

1“风水宝地”与选址方法

1.1“风水宝地”格局

“风水”一词一般认为来自晋代风水家郭璞的《葬经》。郭璞为风水下了一个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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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风得水”已成为民居选址的关

键所在,也是“风水宝地”良好生态格局构建的必须条件。风水理论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很深,风水的环境观

反映了古代哲学观的“天人合一”思想,具体到相地择址上,即是考虑聚居谐和于环境[8]。风水选址以“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建筑理念就是追求天、地、人高度合一的境界,而风水

则是追求到达这种境界的理想生态环境[9]。《黄帝宅经》说:“宅修造,唯看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即修之。不

避将军、太岁、豹尾、黄幡、黑方及音姓忌宜,顺阴阳二气为正。”又云:“宅以形势为身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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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风水学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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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民居选址时,顺应天道,以自然系统为基础,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态环境。

       图1 “风水宝地”格局               图2 “风水宝地”良好的生态效应

  “风水宝地”格局是一种理想的负阴抱阳,后有靠山(玄武)前有曲水环抱并有朝案山(朱雀砂)相拱卫,左右

(青龙砂、白虎砂)有围护的格局(图1)。理想的“风水宝地”格局用现代观点看也就是具有良好的景观生态安全

格局(图2),在选址的实践过程中建立一个边界明确的盆地型的围合结构,使区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单元

空间的整体性,更容易在区域内形成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不易受到外部系统的干扰,维持稳定的生态过程[10]。

1.2风水选址方法

风水选址是以形势派为宗,兼取理气派的方法,风水学家经过长期的选址经验积累形成了一套属于风水在

选址上的评价体系和方法的 “地理五诀”,即“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择向”;风水家根据这5个方法选

择理想的住宅环境。
寻找具有“象形势之腾伏”的地形谓之“觅龙”,有“龙脉”就有“砂山”的护卫,才能凸显“风水宝地”的格局,

“龙”与“砂”配合方有助于丰富空间层次,而不使山体孤立,这样也就使整个环境呈现一种内聚性,达到“藏风聚

气”的目的。风水学中有许多关于水的说法,如“水深处民多富,浅水处民多贫,聚水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等;
由此可见,风水家对水相当重视。风水学中观水,也就是品水质、看水势,而找“水口”在观水中也特别重要,理想

的“水口”是 “源宜朝抱有情,不宜自射关闭,去口宜有关闭紧密,最怕自去无收。”风水选址的目的就是找到真穴,
点穴必须借助于有形的地形、山水、岩石、土壤、植被等因素加以分析判断,并加以验证。“向”既是风水学中确定

方向、朝向,理想的朝向为面南坐北,一般指的是与建筑基址垂直相对的方向,它是建筑基址选择和布局中的一

个重要参数,现代解释为,选择朝向的过程中,应综合考察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形、土壤、植被等地理环境因素以

及美学观在取向时非常看重风向和太阳辐射等因素[11]。

2龙兴古镇风水选址分析

2.1龙兴镇概况

龙兴镇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南部,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区,东临长江支流御临河,背依铁山山脉石壁山,坐
落在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里。龙兴古镇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江北县志》记载,龙兴“元末明初已有小

集市,清初设置龙兴场,因传说建文帝曾在一小庙避难,小庙经扩建而命名龙藏寺,民国初遂改为龙兴场”。据史

料记载,距今约有5000~6000年的重庆大溪文化遗址,分布于长江三峡沿岸一级台阶与小河交汇的台地,与长

江的相对高差为20~50m;所以对重庆龙兴古镇的风水选址研究,具备了研究的历史依据,也可以看出自古以来

这里的居民既有依山傍水的情结。

2.2龙兴古镇风水选址理念与方法

2.2.1“天人合一”思想体现 龙兴古镇中的建筑不管是穿斗式结构还是民居的布局都适应用地条件和地形变

化,与用地环境有机契合,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龙兴寺走廊为穿斗结

构,刘家大院的风火墙高过屋脊,目的是雨水不外流,通过角沟流进下水管进入天井内水系,这样设计一方面体

现了生态循环的科学性,一方面也体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希望子孙后代大吉大利的风水思想,还具有此

风水思想体现的就是龙兴古镇贺家寨选址,阴阳先生在选址时指了天上出现的3颗星星,遂命名为三星寨,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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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门朝向3个星星,以示吉星高照。
2.2.2古镇“五马归巢”的风水学寓意 龙兴古镇选址四周层峦叠嶂的谷地,古时的5条陆路干道汇集此处,可谓

风水学中所谓的“五马归巢”,5条陆路干道分别是来自北边的石龙路、来自南边的复龙路、来自东边的御龙路、来
自西南边的天龙路以及来自西北边的兴龙路。龙兴古镇作为古代时的商业集散地,而马又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

具,以马为喻显示出了当时人们一种求富贵的心理。
2.2.3古镇选址中理想的风水格局 1)觅其龙。龙兴古镇(封三彩图3)东边有一座名为龙脑山的独立山头(玄
武),山似龙头,气势威猛;古镇西北边,有一条山脊,名叫重石岩,弯弯曲曲恰似龙身(龙脉),滚滚翻腾。站在东

边山上朝西看龙兴古镇,古镇好似蛟龙昂首欲腾之势,极有“象形势之腾伏”的感觉。2)察其砂。龙兴古镇东西

两翼(左青龙、右白虎)也有合适的山岭左右围护,水口砂由粉壁河和回龙河(封三彩图4)曲曲相交流入御临河,
配合得宜。3)观其水。龙兴古镇中间地形平坦开阔,前方近有御临河,乃为长江支流,气势磅礴,并有粉壁河和

回龙河左右围绕。4)点其穴。龙兴古镇背山面水,中间地形平坦开阔,前方近有河流,形成了一个东、北、西3面

有山护卫,南面地形相对宽敞开阔的地形环境,完全符合“风水宝地”选址要求。5)定其向。坐北朝南,南北吉

向,顺其天然。分析可知,龙贵穴真、砂秀水抱、南北吉向,前照后靠、青龙白虎、负阴抱阳、藏风聚气等方面,龙兴

古镇风水选址格局特别符合“风水宝地”模式选址的要求。

表1 自然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评价因子 坡度 高程 坡向 植被覆盖度 水域缓冲区

坡度 1 5 3 2 2

高程 1/5 1 2 1/3 1/4

坡向 1/3 1/2 1 1/3 1/3

植被覆盖度 1/2 4 3 1 2

水域缓冲区 1/2 3 3 1/2 1

表2 自然因子分级标准及权重值

评价因子 分级属性 敏感性等级 评价值 权重

坡度

0~10° 适宜区 5

10°~15° 一般适宜区 3 0.39

大于15° 不适宜区 1

高程

小于250m 适宜区 5

250~500m 一般适宜区 3 0.08

大于500m 不适宜区 1

坡向

北向 适宜区 5

东、西向 一般适宜区 3 0.07

南向 不适宜区 1

植被覆盖度

大于45% 适宜区 5

30~45% 一般适宜区 3 0.27

小于30% 不适宜区 1

水域缓冲区

500m缓冲区 适宜区 5

500~2500m缓冲区 一般适宜区 3 0.19

大于2500m缓冲区 不适宜区 1

3选址评价体系的确定

3.1评价因子的选择

民居选址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点,由于研究的区域面积小所以选取了坡度、高程、坡向、植被、水域

等5个自然因子作为民居选址的自然评价因子。地形地貌是影响民居选址的重要因素,针对小面积研究区域来

说,地形对选址影响较大,根据封志明等人研究[12],村镇住宅选址应以相对高差小于500m、地面坡度在

10°~0.2°较适宜。坡向将影响到民居建筑的采光、动植物的种类分布。植被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水土流失

以及改善环境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尤其对山地民居

的影响尤其明显,根据卢玉东等人[13]研究对植被覆盖

度进行分级标准,其中,Ⅰ级覆盖度小于30%,植被覆

盖低对应土壤侵蚀差;Ⅱ级覆盖度为30%~45%,对
应土壤侵蚀一般;当Ⅲ级植被覆盖度大于45%时,对
应土壤侵蚀就为好甚至很好。水域在民居选址中的重

要程度不言而喻,一方面它改善周围区域的生态环境,
同时水资源是人们生活、生产及交通必不可少的条件,
与水域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着选址的好坏。
3.2评价方法及权重的确立

选址适宜性评价各自然因子权重根据专家咨询法

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来
确定。首先将各因子两两比较确定诸层次中指标的相

对重要性,构成判断矩阵(表1);其次根据方根法计算

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及最大特征值λmax,通过运算得
最大特征值λmax=5.2281,一致性指标CI=0.0570,
一致性比例CR=0.0509<0.1,符合一致性检验,归
一化处理后的单因子的重要性权重值 W =[0.39,
0.08,0.07,0.27,0.19](表2)。
3.3评价模型与方法

将各评价指标的数值输入 ArcGIS中,建立每个

评价单元的属性数据库。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值,在
ArcGIS中自动计算每个评价单元的选址适宜性综合

指数,计算模型如下

Sk=∑
n

i=1
EkiQi i=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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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k 为第k个评价单元的选址适宜性综合评价值;i为评价因子编号;k为评价单元的编号;Eki为第i个因子

对第k个评价单元的适宜性评价值;Qi为第i个因子的权重系数值;n为评价因子的总数。

4基于GIS技术的龙兴古镇选址分析

4.1数据获取与处理

本研究所需数据主要由4部分组成:植被覆盖度分级标准采用水利部发布的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分类标准

(SL190-96));植被覆盖度利用2009年25m分辨率的TM遥感影像并通过3、4波段计算得到;重庆市DEM数

据(比例尺为1∶5万);通过稻歌软件下载的分辨率为1.2m的高精度影像;还有一些其它相关的辅助数据如行

政区划图等。为了方便空间运算,所有数据均转换为统一坐标与投影系统的栅格(gid)数据,且与DEM 的栅格

单元大小一致(25m×25m)。根据各个因子的评价值,按照评价模型数学公式,将利用AHP方法得到的各个

单因子的权重值在GIS中进行叠加处理得到选址的综合适宜性评价值,并且根据综合适宜性评价值进行重新分

类,把适宜性等级的高低分为3个等级:适宜性、一般适宜性、不适宜性,最后综合各个因子得出适宜性评价图。
4.2龙兴古镇选址的适应性分析

利用GIS表面分析功能提取研究区域的高程(封三彩图5)、坡度(封三彩图6)、坡向(封三彩图7)因子,龙兴

古镇所在区域地势总体北、西高,南、东低,大部分区域高程在500m以下;地形坡角一般小于15°,区域内很少一

部分为陡坡、陡崖,总体上地势较低、地形平缓。植被覆盖度(封三彩图8)由ENVI软件分析TM影像得出,按照

植被覆盖等级标准,龙兴镇区内植被覆盖比较好,全区基本为Ⅴ级植被覆盖度,而古镇附近区域植被覆盖度低,
主要是因为农田及裸地等人工开发的地域面积大。运用GIS技术的缓冲区分析距古镇不同距离的水域(封三彩

图9),区域中围绕古镇有多条河流,位于镇区东边的御临河及古镇南、北方向的粉壁河、回龙河,粉壁河由西向东

流入御临河,回龙河由北向南汇入粉壁河,向东汇入御临河。根据对高程、坡度、坡向、植被、水域叠加分析得到

龙兴古镇选址的适宜性评价图(封三彩图10)。根据图示,龙兴古镇恰位于选址适宜区,地形整体平缓,距离水域

的距离适中,并且采光效果好。

5风水选址与GIS技术选址比较

5.1选址理念中人文精神的比较

古人在选址时讲求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对当地一些人文信息比较关注,并把其中许多人文信息

灌注到选址与规划中。而在GIS空间分析过程中对于人文信息的提取与表现,更多侧重于能够量化的指标,而
如人的文化、心理考虑这种因素就无法表现。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家代吉昌”这样具有美

好象征意义的人文环境也就很难体现了。现代风水学的“回归”对聚落选址和布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聚落选

址方面,现代风水的价值取向与综合自然环境的价值取向有较大的相似性;在聚落布局方面,风水的空间模式与

建筑美学都具有重要意义[14]。确切地说,风水学的“回归”应该是具有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人文精神的回归,风水

学选址中渗透着对民族“图腾”龙的崇拜,风水学思想的“回归”对传承地方文脉及加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凝聚力

大有裨益。
5.2选址分析方法的比较

风水学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科学,在限于农业社会的技术手段,风水选址多凭风水家的经验积累,采用望气、相
土、尝水、验石、观木等经验性的技术评判,属于定性研究范畴,多陈述性说法,缺少量化指标。现代选址方法依据遥

感与GIS技术对区域进行空间分析,该方法通过遥感获得地物的空间属性和类别特征,利用GIS的缓冲区分析、再
分类、栅格叠加、归组、面积计算等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实现满足多个条件的目标区块的提取[15-16],GIS技术选址的

高效性、直观性、准确性、动态性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传统选址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GIS与其它

方法的结合更能起到对问题分析的深度和广度,提高问题解决措施的科学性。比如,国际上已经出现应用模糊数学

与神经网络相结合方法研究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规律问题[5],而本研究对古镇选址的研究就是以GIS技术与层次

分析法为基础的。GIS技术与层次分析法的结合,将影响选址位置的众多因素综合起来,利用层次分析法获取不同

因子选址中的权重,在ArcMap中对选址问题进行可视化分析,给人们提供决策[17]。

5.3选址原则的比较

风水选址原则大体可以分为整体性系统原则、观形察势方法原则、依山傍水选址原则、顺乘生气目标原则、
因地制宜原则、改造风水原则等。GIS技术主要是按照规划指标设定选址原则,如本研究对于植被覆盖分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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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分类标准计算得出。GIS技术选址分析过程中借鉴风水学选址的整体性系统原则注重城

镇选址过程中的“地域环境系统的整体性”;此外,“风水环境要素评价体系”与现代城镇用地适用性评价基本如

出一撤,考虑的自然因素基本相同。风水选址原则的设计就是为了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而GIS技术选址原则

可以说是对风水学理论与方法的延伸和补充。
5.4选址基本程序与内容的比较

风水选址围绕着“寻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这5个方面展开的,具体到操作步骤,基本遵循“觅龙-定穴-
立向”3个步骤,而察砂、观水则贯穿其中[10]。GIS技术选址分析过程,首先采用专家咨询法,建立选址评价的指

标体系,然后再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出各评价指标的影响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及GIS的空间分析功能以栅格为评

价单元得出评价区域的各栅格的综合分值确定最佳选址区域。本研究利用GIS技术选址考虑的因素只有自然

因素,而在实际选址过程中,还有对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考虑,由此看出,GIS技术选址相对于风水选址更具全

面性、准确性及科学性。
5.5选址学科融合性的比较

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才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科学领域,学科之间的界线很难清楚

地划分,因为被研究着的现实世界是由相互关联的一个总体组成,而不是一些分离的部分[18]。不论是传统民居

建筑的保护还是对现代民居建筑的选址研究更应该考虑到多学科研究。古代风水师大都博学多才,如郭璞、陶
侃、周敦颐、刘伯温等,不仅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科学家,又是文学家、艺术家,因此使风水选址兼具科学、
美学、文学、哲学多层涵义。对于利用GIS技术分析选址以GIS专业或者规划学居多,而其它学科很少参与到城

镇选址与规划中来。

6结语

本研究以传统民居选址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风水学选址与GIS技术选址两种方法;以龙兴古镇文献资

料作为叙述古镇风水选址的基础资料,根据遥感影像解译及GIS空间内插得到龙兴古镇选址适宜性评价分析结

果。风水学选址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而GIS技术选址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古之风水脱胎于中国

传统农业文明,其前提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实用理性的整体思辨,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主张顺应自

然、利用自然和有节制地改造自然[13]。风水选址中的生态安全意识和有机自然观更应为今天加以借鉴和运用,
因此传统民居统筹规划与保护应始终坚持“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并与GIS技术相结合,这才是科

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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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GeomanticOmenandGISTechnologyComparativeStudyofSiteSelectionof
TraditionalDwellings:TakeLongxingTowninChongqingasanExample

CAOFu-gang,FENGWei-bo
(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ThispaperrespectivelyconsideredGeomaticomenfromnaturalfactorsandGIStechnologytostudytheLongxingTown
locatedinChongqing,accordingtothelocationofthegeomanticomentheoriesandmethodstoanalyzethesuitabilityofancientsite,

withanalysisofArcGISandENVIsoftware.Comparingtwomethodsofsiteselectionforoverallplannings,geomanticomenfocuses
moreonthesiteintheperspectiveofqualitativeresearch,AndGISlocationisthecombinationofqualitativeresearchandquantita-
tiveresearchmethods,althoughGISlocationmorescientificthangeomanticomen,thereisreasonablecontentbutalsoingeomantic
omen.Twomethodsofsiteselectionforreferenceandmakeitacombinationoforganic,protectionsoftraditionaldwellingsand
modernlocationintheprocessofhowthetraditionalcultureandtheintegrationofmoderntechnologytoprovidethereferenceofthe
locationoftheancienttowns.
Keywords:geomanticomen;GIStechnology;traditionaldwellings;LongxingTown;site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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