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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建筑糸) 

摘 要 中国早期哲学的辩证思维， 异茸』纷 呈 其中隅阳洋深影响着中国文 

化。建筑作为文化栽体体现十分奎面。基于时山啦自然环境的追求，建筑高低俯仰 

的布局，静动互释的变化，相互渗透的情调，兼容井蓄的发展，体现着建筑自身的 

自然性、秩序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兼容性 苯文由探求中国建筑发展的理论时旺 

上体 系进行 7分析 。 

关键词 哩 ， 笔墨丝 lL 

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思维，诸子百家，学说纷呈 究其大者莫过于 周易 、 孙子》、 

黄帝内经》与老庄。其内容博大精深，气象万千，各有侧重。它对于中国的政治、军事， 

农业、 医学、 文化艺术等的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其中 《周易 包含的内容更加广博宏 

伟，将自然法则与人事规律统一起来，把 自然事物的禧性与人格的品德联系起来，在天人关 

系中视人为能动的主体。所谓以天道明人事，以人事证天道，实天人之学，中心内容是研究 

天地人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渗遥到各个领域。其核心部分则是阴阳思 

维，故云 “立天之遭，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剐 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 

之，放 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j迭用柔刚，敌易六位而成章。” (说卦传)又云 观变于 

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 而生爻j和顺于道德， 而理于义}穷理尽性， 以至于命。” 

(说卦传)通过阴阳而成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以象征政治的兴衰、人事的休咎、和自然的 

变异。大千世界，都可用抽象的阴阳加以描绘。故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 

而成位乎其中矣”。 (系辞上传)明确了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就能以确定天地人的地位。 

Ⅸ周易》经过历代的研究与演绎，通过简约概括的形象，象数辞的推断，以解释过去、 

预浏未来，说明了宇宙万物依循阳剐阴柔无穷变化的法则，涵盖了天地人三方面的相互关系 

和真理 ，形成了系统的阴阳思维和严整的结构框架模式。经过历史的积淀和验证，从中可以 

窥见 Ⅸ周易 》包含的象、数、理、时、气、机诸方面丰富的内容。它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 

艺术等的集中反映。同时也必然表述设计与建造者的哲学思维，阐述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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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与理解。加之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的发展是各民族间相互冲击、相互影响、相 

互渗透、相互汲取、相互补充的结果，汇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表征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气质 

与特征。其中有继承、 汲收、 创新与扬弃， 在世界建筑宝库中， 构成了稳定的建筑框架模 

式，得 以经久不衰。 

究其内在的原匠，离不开 周易 》的阴阳思维 。全息论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 

这一统一体中，各子系与子系、子系与系统，系统与宇宙之间，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着泛对 

称性。凡是对应部位较非对应部分，在物质组成、重演程度、感应关系，对称效果、脉动频 

率、经纬震荡等， 物质特性上相似程度较大， 子系统成为系统的缩影， 系统成为宇宙的缩 

影，宇宙间的信息具有统一的规律。通常视宇宙演化为天道，物质结构为地道，生命起源为 

人道，三者具有同构的节律。 场论认为宇宙， 自然环境、人体，细胞处在一个自然统一场 

内，视宇宙运行为大周天，自然环境为中周天，人体生理为小周天，细胞结构为微周天。相 

互之间的感应度、地球经络、人体生理，细胞构成都有一定 内在联系。 《周易 称一阴一 阳 

为 道”，而遒有三，即天道，地道、人道。无论是从全息论、场论来看，与天道、地道， 

人道的分析，都说明了天地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阴阳辩证思维，反映了事物的时位关系，变 

化特点与运动规律，构成了系统的哲学思维体系。 

阴阳思维认为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有相偏，有和合 。敬云 天地 

缃 媪，万物化醇。”说明天地间充满着阴阳之气，运动变化过程中，构成完美的万物。一切 

事物都有正反 (阴，阳)两个方面，对立统一。阴阳消长变化，而促进事物的变化与发展。 

作为天人之间关系密切的自然环境，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自然环境的物化就是建筑，它犹 

如中周天，恰把天、地、人三者契合为一个整体。所以，建筑无论是总体环境、空间组织、 

平面布局、立体造型，对外来文化的汲收等， 都离不开阴阳思维。 故视住宅为 阴阳之枢 

纽 人伦之轨模”。说明了建筑介于天地阴阳二气交汇的场所，反映着人类社会生存的空间 

模式与伦理关系。祈求天地间阴阳和谐，人杰地灵。 

诚然， 中国建筑的发展与演化， 同时受到儒， 道、 释三者的影响， 在建筑中都有所反 

映。但从深层中去分析它的哲学意义，仍以阴阳思维为主导，前面巳进行了分析。现从建筑 

中所体现的自然性，秩序性、 动态性、开 放性与兼容性进一步验证它对阴阳思维所作的诠 

释。 

1 建筑的自然性 

中国建筑热爱自然，天人情融，使人的理想与天地交融，正是 《周易 天人观的反映。 

传统建筑对于环境意识重视，基本理论来自阴阳相冲相和，追求环境的吉凶意识，以便趋吉 

避凶，人丁 旺，健康长寿。故对于建筑的风水堪舆、山水因借特别强调。 《周易参同契 

称 “性主处内，立置鄞鄂，情主营外，筑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说明了环境与人 

的祸福依存关系。历代建筑，无论是民居、庄园、别墅、山寨，所处环境的优雅，形势的独 

特，无不令人津津乐道，赞叹不巳。身处其境，确有清心寡欲、养真修性之惑。根据阳刚阴 

柔之理， 强调自然环境与人工建筑的融合， 山脉与水体相映， 追求藏风聚气， 形成新的境 

态，使人体与天地的节律同步。几千年来，形成了特有的环境地理学—— “风水学”，指导 

着人们的建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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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风水学，反映 自然的引力场，追术气的流动与聚合，是重要的生命力源，山脉、 

岗阜、水体、绿化等对人的生理生活至关重要。 “天下名山寺占多 ，正说明对山水 自然环 

境的重视。中华民族凭着直觉的发现，经验的积累，对于建筑座北朝南、背山面东的地基， 

视为理想的居住环境，正所谓 前卑后高，理之常也”。这正是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 思 

想，把天地人的整体性作为环境的抽象框架，把社会和谐关系，委之于自然节律的共存。所 

以对于山水的因借，方位朝向的选择，尊重自然的形态，发挥地势的特点，以求达到 “人杰 

地灵”的理想境界 建筑中无论是房屋，院落、宅第、村庄、集落、城镇，从风水学的基本 

原理出发，都可以发现其中同构的 “宇宙图式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并 

非偶然，与阴阳思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阴阳相对，左右呼应，正如 “老子 》所说， 万物 

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使阴阳二气经过运动变化而达到和谐统一，奠定了建筑选址的 

基本格局。以祈达到山水交会，动静相乘，负阴抱阳，阴阳相济。历史上都可从建筑中看到 

清幽灵秀、气韵独具的内在基因。阳宅如此，阴宅 (陵墓)更加突出，主要祈求人与山川同 

在，与大地隽永。最典型的例子可以从西安乾陵中看到它的气势与规模。然而，大 自然对人 

们的理想还有很大距离，为了达到理想境界，有时不得不进行局部的叠山、理水，以补 自然 

的不足。中国建筑园栋之盛，大蓟风景，小到庭院，徽到盆景，都是借助自然而增加建筑的 

生气。 

不可否认，风水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蒙上一层朦腑的面纱。若按当代环境地理学的 

分析，它是研究环境地理对人心理、生理以及社会经济等影响的一门学科，对电、磁感应， 

地下潜流进行了科学分析， 某些地方与风水学不谋而台。据 载， 澳大 q亚某地有一微弱磁 

带，华涉有条街地下有很多潜瀛，人们及交通就受到不同惑虚与骚扰。人们熟知的百慕大三 

角之谜，中国沿海风暴为什么都源于台湾东南一带 海沟”?从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地理环 

境，对气候的影响和电磁干扰。那么中国建筑追求良好的自然环境，讲究风水则不无原因。 

2 建筑的秩序性 

易 ·系辞上》称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 

存乎卦”。贵贱决定于六受的位置，阳大阴小在八卦中备有相应的位置。建筑中高低俯仰， 

应比承乘的布局，无不是借助于阴阳关系构成整体的秩序。 

应比承乘是阴阳八卦中爻的关系，事物间相互配合的反映，反映在建筑上的总体布置， 

高低搭配、前后呼应、左右关系，构成了严整的秩序，体现了建筑各部间的相互关联与起伏 

变化的群体。根据 周易 》诠释，紧邻之爻为比，指相互间的联带关系，应为彼此呼应，指 

相互邻接关系}承乘则指相互对待之意，以上I瞄下为秉，以下对上为承。相应 g遭行，无应 

则困窘，是分析事物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积累，构成为一 

定的定式，它可以因不同客观条件而给予不同的解释。特别由于古代社会、自然，人事等有 

关问题，多以寓言、故事来加以隐喻，以说明相互问的整体关系和秩序。例如北京宣武门对 

崇文门，钟楼对鼓楼， 左祖 (太庙) 对右社 (社稷坛)， 武英殿对文华殿， 弘义阁对体仁 

阁，大多沿中轴线进行对称布局，主从分明，秩序谨严。既或一般的住宅，也讲究朝向上的 

阴阳，空间上的主从，方向性的导向，层次上的前后，环境上的侧重，内外的有别，以及公 

共与私密性质的区分，强化了建筑的秩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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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札记*谓，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其 

中充分地说明儒家运用中国阴阳八卦中的天、地、人的相互关系，在建筑中得到了强化。故 

在建筑特别是住宅中，天地君亲师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形成牢固的宗法观念，成 

为建筑伦理的核心，所以视住宅为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它涵盖了人在天地间应有的位 

置 。任何建筑，内部都有一个神圣的所在，住宅的贡案，祠堂的祖牌位，县衙的大堂，庙观 

的大雄宝殿，皇宫的金銮殿等，对于一般人来说，被视为禁区 为了维系社会秩序，儒家认 

为 “礼别异，卑尊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这种将阴阳思维与伦理结台，反映了建筑高 

低俯仰、尊卑有别处理的必然性。 

建筑秩序性反映在主从、层次、重点特别突出，并具有抗变、排外的潜能，构成了稳定 

的框架模式，强化了建筑的气势，表达了建筑间相互有机关系。任何建筑都强化中心，构成 

自内而外的力场，向前后左右四周扩散、辐射、增殖、发展，从单一的 “间”逐渐形成庞大 

的群体，而宅第，而村寨以至于城市，有条不紊的秩序性地发展 山东曲阜，系由孔子诞生 

地为核心，而孔府，而孔庙， 而曲阜， 可视为典型。 其中轴线起着重要作用， “万法不离 

中”，是所有秩序的依存。 

5 建筑的动态性 

“周易 的 “生生之谓易 ，是变化的总称，有变即有动。 “易 ·系辞上 说 “夫乾， 

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琦”。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说明 

乾坤之广大，其静也专一，包容一切，其动也，正直，承受一切，阐明了静动阴阳的关系。 

在建筑中它是动的，是随客观条件的发展而变化，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 

程。任何建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变动中构成了它的规模与型制。无论是北京故宫、拉 

萨布达拉宫、热河避暑山庄，以及青城山的古常道观，其平面和空间的增殖，往往都要经过 

历次的修正与补充，前后需要几百年。现存的古建筑，哉者七大古都的建筑遗存，它绝不是 

某一个年代单纯的产物，是历史的积淀的结晶。但是，在它发 展的不同阶段，也具有相对的 

独立与完整， 充分地考盘了建筑的动态要求， 任何建 筑， 其平面自中心向各方的延伸与扩 

大，体现了中国建筑的特色。 

所以， 建筑由于静动互释的变化， 虚实相间的组织， 它在适应人 口的增长、 功能的变 

更，与不断的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它也受宗法制度的影响、环境条件的差异、经济 

条件 的制约，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强调整体平衡与和谐，表现出彼此消长、相互制约、量变 

到质变的关系，因之建筑中容易构成连续性，形成簇群。 

Ⅸ易 ·系辞上》云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 。说 明阴阳变动而成卦，在变动中每蔓 

的情意不同使吉凶也随着变化，每一变化反映了不同的客观条件，在 Ⅸ周易 》演 绎中特别强 

调 “动爻”的性质与意义。建筑在其增生发展过程中，包括内在的、外在的条件的改变，系 

于吉凶的关系， 则都采用了相应的对策。 故云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 

Ⅸ周易 》日 “变通者，趣时者也。 强调了人的能动性， 以趣吉避四，改变客观环境条件。 

所以，无论是重庆的重台天井，北方的深宅大院，福建的团楼，它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 

断地增生、扩充、完善，达到一定的规模。至于一气呵成的 “状元府”、 “进士第”则是少 

数。任何建筑，都含着恒定的模式——问、院与增生变化的静动两个方面，反映了它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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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应变抗变的能力，二者相互为用，在发展过程中能以气势贯通，一脉相承，使其总 

体驳而不杂，和谐统一。 

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时无刻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从量变而达到质变 。几千年来， 

可以看到汉宫、唐寺、宋塔、 元都、 明殿， 清苑等重点的转移与更替， 也可看到汉赋，唐 

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在不同时期的侧重和风韵，都不是一个静止的态 势。同是封建 

制度，周代的公侯伯子男与明清的封疆大臣，则有本质的区别。性质不同绝不能一概而论。 

建筑的动态性，反映在意境上的深邃，打破了死的沉寂。明计成无否在 “园冶 中指出 

园林忌排偶，贵活变，建筑庭院中叠山，凿池、流光，疏影，在于打破固有的平衡。大观园 

的水， 颐和园的湖， 避暑山庄的池， 都是静动互释的妙品。 建筑中动是恒常的，静是相对 

的，二者的结合，才给建筑带来生机，所有的建筑大体如是，只有在人们政治，经济地位特 

殊的变化，才会 “大兴土木 ，把原来的建筑推倒重来。 

基于建筑动态的要求，型制上产生了一定模数关系，通过一定的 间 、 “架 构成基 

本平面作为母题，可 以单独成幢，也可通过各种庑、廊、亭，榭 ⋯⋯将各个独立的单幢经过 

各样组合、衔接为一个有机整体，达到总体的和谐 

4 建筑的开放性 

人们认为中国传统建 筑具有封闭性，其实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按 周易 》中的阴阳思 

维，事物有封闭的一面，必有开放的一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易 ·系辞上》称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 

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它概括了天地之间的万象，远者无限，近者静止明正。何况它本身 

是 以天道 明人事，以人事证天道呢?在建筑中必然反映这种思维 。例如，任何建筑其封闭的 
一 面，封闭性很强，甚至不开窗，而其开放性的一面，一般在临大门一侧，讲求礼制的喜庆 

大典，节 日威仪直有尽有。无论是广场、道路，上马石、太狮少狮 (太师少师)，牌坊、华 

表等等，其讲究 “门面 之盛，无与伦比。 

中国哲学上 “内圣外王 的思想意识，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筑上反映更加强 

烈，追其源流，离不开阴阳调和与互济。 《易 ·乾卦 》说 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在 

天体运行规律中，来加强自身的修养以利进取。这正是儒家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思想的写照。中国古代社会 以士大夫阶层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上下的纽 

带， 其人生哲学正是受 “内圣外王一 这正负两极相反相成的思想所支配 —— “达剐兼善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 其封闭的一面是维护传统，其进取的一面是面向社会，促进改革。反 

映在建筑上也有两个不同的极端，既有高墙深院的气势，也有山水园林的情趣。 

宏观上北京故宫与苏州园林，是一种鲜明的对照。即或是宏伟庄严的故宫，其中也有灵 

巧开放的乾隆花园， 一方面是求威镇宇内， 而另一方面则是悠游于园林。试看各种寺庙道 

观，对外气势森严，山门、三大殿 (正殿，大雄宝殿、经楼)显其端庄封闭的一面，而对内 

则有玲珑透剔变化自如的庭院和花园。这种正负两极的共存，比比皆是。 

人们看到建筑包围空间，形成不同的庭院，还应看到庭院包围建筑，形成开放的一面。 

这种亦内亦外的处理方法，虚实相间的不断扩大，反映了建筑的开放性。中国建筑廊、榭、 

亭、台之盛， a灰空间 之多，庭院之丰富，亦可作为开放性的佐证。拉萨罗布林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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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庭院所包围，庭院又为外墙所限定，建筑自身还有大小不同的内庭，处在高原的拉萨，人 

在其内，丝毫没有封闭的感觉。各地建筑廊、庑广泛的应用，挑吊与骑楼的延伸，街巷檐廊 

的剃用，等等，它是内外空间的过渡，是 “灰空间一。 “灰空间”实质就是封闭空间与开放 

空问的中介，目的在于冲破封闭空间的制约而争取与户外空间取得广泛的联系，以达到内外 

渗透，阴阳互补，使主体与客体情景交融。 

5 建筑的兼容性 

阴阳思维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其初始仅以阴阳两个符号 (一 一，——) 

构成了复杂的64卦，384蔓， 由于阴阳的交迭， 其相互关系既对立又相互包容，经过时间的 

转化而达到和谐。它不是刻板符号静止的排列，而是生动、变化、深寓象征内福的矛盾的对 

立与和谐，充分反映了亦此亦捩、兼容并包的思想。按照一般的说法，即 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任何事物由于时间不同、位置变更以及相互比邻关系的变化，就产生质变。故中国 

建筑中亦此亦彼的兼容性十分突出，不能不说是它能以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易 ·系辞上 云 刖柔相摩，八卦相荡 。刚柔由于阴阳相互交错摩擦构成了八卦， 

产生宇宙万物变易，剐柔互推而生变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任何事物都是对立 中发展的， 

建筑也不铡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排他性的一面，也有求同性的追求，是一种动态发展 

过程。那种非此即捩的现象传统建筑中并不明显。例如西方柱式的渗入之后，除了程式化的 

作法之外，固有 的柱式也超到变化。圆柱上出现雕沟，柱头上出现了白菜 、金瓜的装饰，线 

脚也出现了 枭混”，方形柱头上也出现不同雕花。但从总体上看，在原有的建筑模式上注 

入了新的因素，这样异质共生的现象，处在变革的过程中相当鲜明。 

中国建筑文化， 虽然各个地区， 各个民族，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固守自己框架的特 

性，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时代发展上电q作理想的建筑，充实着文化的宝库。但由于阴阳学 

说的影响，中华民族具有胸怀坦荡兼容并包的思想，大量的考古材料证实，中国建筑文化系 

以中原文化为主体，汲收了楚文化、满蒙文化，西部文化和佛教文化，经过长期的交融与积 

淀，建筑中反映了共同的民族意识，社会观念，心理感受和审美情趣。汲收多种文化以壮大 

自己，使建筑具有坚强的生命力，历史上不乏成功的事例。远自佛寺、佛塔， 中至布达拉 

宫、承德普陀宗乘庙，近自基督教堂、教会学校等等，经过多次的渗透、融合与改造，都在 

不同程度上反映中华民族建筑的情调。 

面对当前改革开放的年代，由于世界建筑信息的交流，横向渗透的影响，在某一城市， 

某类建筑上呈多向性的发展，是不足为怪的。在建筑总体和建筑造型上形成各种符号的变迁 

与各种信码兼容的特色是正常的现象。最终要经过多次提炼与筛选，都将反映中华民族的情 

调。七大古都的现存建筑，实质上是历史建筑的缩影，是各种文化融汇升华的一种典型。 

建筑兼容性的这种潜能，几千年来由于阴阳思维的渗透，构成了牢固的思想体系。一方 

面要发挥本身的特点突出了排他性，另一方面也要求把某些合乎时代要求的因素， “化”为 

自己的因素，充实壮大自身，反映出了求同性。各种不同的思潮，凡不合固有思维框架的内 

容，在历史的抉择中将会退后于从属地位。故 易 ·系辞下 说 物相杂，故日文 。相互 

错综复杂的内容，经过时代的扬弃，则会顺理成章。 

综上不难看出，中国建筑之所以具有自然性、秩序性，动态性、开放性与兼容性，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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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哲理层面分析，是长期受传统阴阳思维所浸润的结果，历史上有大量的侧证足以证明。但 

是，其中也渗入了不同程度的神秘和迷信。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应当结合当代新的科学， 

揭开隙胧的面纱，给予科学的诖释与评价，有助于发掘传统的建筑理论，把建筑创作提高到 
一

个新的高度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本文仅就一个侧面，阐述其在建筑上的反映。许多深入 

细致的研究工作，将赖于哲学界的共同协力。 

(骗辑；徐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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