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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僚风水文化在园林布局中的应用
———以三僚八景为例

黄思颖ꎬ谢官宏

(江西农业大学园林与艺术学院ꎬ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　 要:虽然风水掺杂了许多玄学和迷信的成分ꎬ历来争议很多ꎬ但它是我国民俗

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ꎬ在园林景观的基址选择及布局设计中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ꎮ 以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三僚为研究对象ꎬ从园林布局手法的角度ꎬ分析了三僚

风水理论在园林布局中的具体应用ꎮ 三僚八景创新地提出了“两仪四象八卦”布局

理论ꎬ对于指导现代公共园林的布局设计具有参考价值ꎮ

关键词:风水ꎻ三僚八景ꎻ园林布局ꎻ布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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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水又称堪舆、卜宅、青乌等ꎬ是一种古

老的“山水之术”ꎬ以传统的阴阳、五行和干

支生肖思想为基础ꎮ 风水是古人为创造理想

的生活环境而衍生的产物ꎬ通过对大自然进

行适宜的改造ꎬ以达到“天人合一”境界ꎮ 但

人们历来对风水文化存在争议ꎬ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其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发展ꎮ 俞孔

坚[１]认为风水文化是“通过对最佳空间和时

间的选择ꎬ使人与大地和谐相处ꎬ并可获得最

大效益、取得安宁与繁荣的艺术”ꎮ 凯文林

奇[２]更是对中国风水有着高度评价ꎬ称其是一

门前途无量的学问ꎮ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肯定

了风水文化对园林景观的积极作用ꎬ即追求因

地制宜和尊重自然ꎬ使得天、地、人三者和谐统

一ꎮ 唐朝末期ꎬ杨筠松为避黄巢之乱ꎬ随着南

迁的客家先民来到了江西省赣州市三僚村ꎬ并
在此把风水术传承和发扬光大ꎮ 三僚风水文

化作为赣南弥足珍贵的文化宝藏ꎬ体现了先民

在园林布局中的智慧ꎬ并沿袭至今ꎮ

一、三僚风水文化溯源

１.风水理论

三僚古称“僚溪”ꎬ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兴

国县梅窖镇ꎬ东西长 ６ ｋｍꎬ南北宽 ２ ｋｍꎬ是一

个南、北、西三面环山的小盆地ꎮ 三僚风水属

于江西形势派(又称赣南派)ꎬ是唐朝风水大

师杨筠松继承和发扬风水术的形法理论ꎮ 三

僚风水理论需经过觅龙、查砂、点穴、观水的

步骤ꎬ主要特点为主形势、定向位ꎮ
从本质而言ꎬ三僚风水通过观察来龙去

脉ꎬ注重分析地势、地场、地表、地气、土壤及

方向ꎬ因地制宜ꎬ因形选址[３]ꎬ追求和谐优美

的环境ꎬ加之“风水林”的信仰ꎬ自古以来沿

袭着植树护林的良好习惯ꎬ与风景园林规划

的宗旨不谋而合ꎮ
２.形成过程

唐代以前ꎬ风水文化活动活跃于长安一

带ꎬ史称为长安派ꎮ 唐朝中后期ꎬ随着中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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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南迁ꎬ客家先民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ꎬ
风水术悄然流入[４]ꎮ 唐末ꎬ杨筠松为躲避黄

巢之乱由长安来到赣南ꎮ 之后ꎬ便在此定居ꎬ
寻龙追脉ꎬ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ꎬ并收曾文

辿、刘江东等人为徒ꎬ加之风水大师廖瑀(廖
金精)的加入ꎬ使风水术在赣南地区广为流

传ꎮ 相传ꎬ杨筠松晚年时ꎬ因想给自己和徒弟

们找一个可以安家立业的风水宝地[４]ꎬ故来

到僚溪ꎬ即现在的三僚ꎮ 廖瑀是否是杨筠松

之徒ꎬ稍有争议ꎬ但其与曾文辿、刘江东皆从

于都移居三僚ꎬ并世代居住在此ꎮ 受到杨筠

松和其弟子从事风水术的影响ꎬ风水师成为

三僚村世代相传的职业ꎮ 明清时期ꎬ三僚风

水师名扬全国ꎬ堪测明十三陵、修建故宫大皇

城、修建万里长城九镇军事要塞和勘测天坛

祈年殿等都经三僚风水师之手ꎮ ２００８ 年ꎬ三
僚风水文化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ꎮ 如今ꎬ三僚村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

实习基地ꎬ为学子提供学习和研究地理堪舆

文化的平台[５]ꎮ 三僚风水文化对当地的影

响从未减弱ꎬ该村的常住人口 ６ ０００ 余人ꎬ以
看风水为职业的占到 ８０％ ꎬ三僚村享有“中
国风水文化第一村”的美誉ꎮ

二、三僚八景意向

１.八景文化

“八景” 一词最早来自道教ꎬ有两种含

义:一是指人的眼、耳、鼻、口、舌等主要器官ꎬ
属于人的生理范围ꎻ二是指 ８ 个最佳行道受

仙时间里的气色景象[６]ꎮ 最早关于八景的

记载来自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ꎬ书中记载

了宋迪创作的八幅山水画ꎬ亦是潇湘八景的

出处ꎮ 北宋时期“潇湘八景”和苏轼“虔州八

景”影响广泛ꎬ出现在历代方志、艺文、诗文、
图或者家谱之中ꎮ “八景”的存在丰富了园

林类型ꎬ在公共园林中独树一帜ꎬ以最简便、
通俗的方式影响着百姓的风景营造意识和审

美取向ꎮ
２. “两仪四象八卦”布局

在“八景”文化思潮影响下ꎬ“三僚八景”
的出现有其特殊原因ꎮ 三僚村表面上看与其

他村落没有明显差别ꎬ但经过历代风水师的

影响ꎬ三僚的景观被赋予了风水文化内涵ꎮ
三僚的风水文化在古代已存在ꎬ且广泛应用

在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当中ꎮ «周易系辞

上»云:“易有太极ꎬ是生两仪ꎬ两仪生四象ꎬ
四象生八卦ꎮ” 曾、廖两家分居三僚村的两

边ꎬ中有阴阳河穿村而过ꎬ宛若一条天然的界

限ꎬ使曾、廖两家的位置有如太极中的 “两

仪”ꎮ 在三僚村东、南、西、北 ４ 个方位上建

造了象征“四象”的东华寺、南箕庵、西竺寺

和北斗寺ꎬ三僚人称之为“四维”(见图 １)ꎮ

图 １　 三僚村风水空间布局图

　 　 曾、廖两家有着各自的“八景”ꎬ象征“八
卦”ꎬ它们在时间、地点、方位或者形态方面ꎬ
都与风水八卦相对应联系ꎮ 八景中既有自然

景观ꎬ又有人文景观ꎬ从日月星辰到山水土

石、花草林木ꎬ皆囊括其中ꎮ 三僚八景与曾、
廖两家的八景虽没有涵盖三僚村的全部景

观ꎬ但反映出曾、廖两家所居的生产与生活环

境以及当时历史文化ꎮ “两仪四象八卦”的

景观逐渐成为了当地景观的代名词ꎬ体现了

三僚村别树一帜的营造观念ꎬ“两仪四象八

卦”整体结构布局(见图 ２)体现出三僚居民

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ꎮ
３.廖氏八景

据邓金汤在清光绪元年(公元 １８７５ 年)
«廖氏八景题诗»的记载ꎬ廖氏八景分别是:
活龙脑、九尾杉、御屏帐、甘泉井、七星池、贤
士石、和合石和章罡土ꎮ 廖氏八景以和合石

为主体ꎬ九尾杉正好在活龙脑ꎬ即屏幛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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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僚村结构示意图

“龙脉”结穴点上ꎬ其地理位置称得上是“上
风上水”ꎮ 廖家建筑位于廖家八景的构图中

心ꎬ其背靠屏幛峰ꎬ面临甘泉井ꎬ但有条山溪

从山上向中心流入ꎬ严重危害了村庄的安全ꎮ

明洪武年间(公元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年)ꎬ廖厚公

主以文公无蚊祠、月洲堂为轴ꎬ按五行生克制

化的原理ꎬ在无蚊祠后主持修建章罡土ꎬ并由

北而南开挖天乙池(土)、犁头池(火)、墨池

(木)、曲尺池(木)、砚池(水)、半月池(金)、
太乙池(土) [７]ꎮ ７ 座水池相连贯通ꎬ自太乙

池起通至章罡土ꎬ宛若七窍能通风聚气ꎻ并开

挖了 １０８ 口池塘ꎬ象征人全身 １０８ 个穴位[８]ꎮ
这一系列对自然水体形势的改造工程ꎬ既解

决了居住区的安全问题ꎬ又含有趋吉避凶、藏
风得水的风水意义ꎬ创造了更为优美、舒适的

居住环境ꎮ 经过廖氏家族的合力规划、修建ꎬ
满足了居民“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藏风聚

气”的风水需求ꎮ 廖氏八景在布局中的位置

及功能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廖氏八景”的位置及功能分析

方位 名称 景观 功能 文献

北(坎) 御屏帐 屏幛峰(呈半圆状)山势从西向东 抵御寒流 清进士谭论«御屏帐»

西北(乾) 活龙脑
九尾杉

屏幛峰下横列的一道山脉(呈秤杆形)
围 ４ ｍꎬ高 １０ ｍ 多的千年古杉

重要的龙脉
—

清邓金汤«僚溪八景题诗»
廖氏家谱«九尾杉»、清邓金汤«僚溪
八景题诗»

南(离) 甘泉井 山坡间的井(呈方形) 待客烹茶 清邓金汤«僚溪八景题诗»

由北向南 七星池 ７ 座水池和 １０８ 口池塘 分流溪水、趋吉避凶 清邓金汤«僚溪八景题诗»

中 章罡土 人工修筑的土堆上栽植树木 将山谷的溪流一分为二 清邓金汤«僚溪八景题诗»

西(兑) 和合石 西竺寺后山的青石(呈品字形) 观景平台 清进士谭论«和合石»

贤士石 许多青石 古驿道隘口 清邓金汤«僚溪八景题诗»

　 　 因五代时杨筠松也曾到三僚临县宁都县

勘察ꎬ当地的廖氏八景也深受形势派风水文

化的影响ꎮ 在宁都的«璜溪中坝重订世传»
(又名«大清乾隆辛五中坝廖氏家谱»)中也

存在“廖氏八景”ꎬ如白虹双绕、陀列七星、璜
石枕流等[９]ꎮ 三僚风水相地和布局手法影

响甚广ꎬ波及周边区域ꎬ体现了当地居民对风

水公共景观的认同感ꎮ
４.曾氏八景

据曾氏族谱«僚溪文丛»记载:“僚溪虽

僻ꎬ而山水尤佳ꎬ乘兴可登眠弓峻岭ꎬ健步盘

遨独石谗岩ꎬ赏南林之晚翠ꎬ观东谷之朝云ꎬ
览西山之晚照ꎬ听北浦之渔歌ꎬ临汾水龙潭而

寄遐思ꎬ卧盘龙珠石以悟玄奥ꎬ耕南亩以滋

食ꎬ吸龙泉而烹茶ꎬ余生得无穷之乐ꎬ可谓知

足ꎬ而死无憾矣ꎮ” [７] 从文中可知曾氏八景分

别是:小龙潭、眠弓岭、罗经石、留记珠石、东
朝郭云、南林晴翠、西山晚照、北浦渔歌ꎮ 八

景中的“北浦渔歌”与“南林晴翠”、“东朝郭

云”与“西山晚照”ꎬ在时间、地点、形态上都

构成对比和对称ꎮ 与廖氏八景不同ꎬ曾氏八

景多为自然山水ꎬ少有人工的痕迹ꎮ 取景命

名比廖氏八景更具文人情怀ꎬ如«僚溪文丛»
对“曾氏八景”中北浦渔歌的描写:“湾湾流

水抱树前ꎬ北有渔翁乐自然ꎮ 噫欤数声烟树

晚ꎬ徘徊一曲夕阳天ꎮ”展现了古代生产劳动

场景ꎬ并把歌唱之声融入景色之中ꎮ 曾氏八

景是三僚风水文化与先民生动的现实生活结

合的产物ꎬ其布局中的位置及功能如表 ２ 所

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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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曾氏八景”的位置及功能分析

方位 名称 景观 功能 文献

北(坎) 北浦渔歌 原湖泊、现稻田 捕鱼捉虾 曾氏古族谱«僚溪文丛»
西北(乾) 留记珠石 山腰有石一珠圆似龙盘 — 清代宁都进士丁有美«三僚游记»

南(离)
南林晴翠 天马山下的松树林 — 曾氏古族谱«僚溪文丛»
小龙潭 溶洞观音岩的深潭 水库(人民公社时) 曾氏古族谱«僚溪文丛»

西(兑) 西山晚照 晚霞 观景 曾氏古族谱«僚溪文丛»

东(震)
眠弓岭 东华山

观景
曾氏古族谱«僚溪文丛»

东朝郭云 朝霞 曾氏古族谱«僚溪文丛»

东北(艮) 罗经石 独石山 八卦罗盘中的指针 «兴国县志»(１９８５ 年版)

三、三僚八景布局解析

虽然三僚村面积仅有 １５ ｋｍ２ꎬ但与风水

勘地的要求完全吻合ꎬ山水交汇、阴阳相济ꎬ
且包含着丰富的景观要素ꎬ蕴含着独特的文

化内涵ꎮ 杨筠松师徒对三僚村进行了详细的

勘测ꎬ«杨师钳三僚记»曰:“僚溪山水不易

观ꎬ四畔好山峦ꎻ甲上罗经山顶起ꎬ西北廉幕

应ꎻ南方天马水流东ꎬ仙客拜朝中ꎻ出土蜈蚣

艮寅向ꎬ十代年中官职旺ꎻ今卜此地为尔居ꎬ
代代拜皇都ꎮ” [１０] 钳记中对三僚村的地形地

貌进行了分析ꎬ三僚群山围绕、水口密闭、明
堂开阔ꎬ正是理想的安居之地ꎮ 通过风水文

化的融合ꎬ对各种不同形式、规模的景观空间

巧妙地进行选择与组合ꎬ形成一个完整、和谐

的公共游赏空间ꎮ
三僚八景布局的本质是以山向为基础ꎬ

按形势派的“两仪四象八卦”模式进行组织

布局ꎬ赋予了山川形势、湖泊流向、花草树石

等不同的象征意义ꎮ 依据三僚山形之脉ꎬ寻
找其最佳段脉ꎬ并考察其环绕的山体格局ꎬ确
立了“两仪四象八卦”风水格局(见图 ３)ꎬ确
定了三僚村“四象(四维)”的具体方位ꎬ并建

立东华寺、南箕庵、西竺寺和北斗寺 ４ 座庙

宇ꎮ 此布局体现了三僚风水文化对当地选址

的重要影响及其广泛应用———衍生了曾、廖
两家的八景ꎮ
１.空间围合

在我国公共园林中ꎬ用群山环绕形成远

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的做法不胜枚举ꎮ 三僚八

景位于山环水抱的中央ꎬ聚气而不散泄ꎮ 在

这四象围合的八景中ꎬ四周山、水、石、树围绕

图 ３　 三僚风水布局示意图

阴阳河水分布ꎬ布局疏朗开阔ꎬ向心性较为明

显ꎮ 其背部倚靠的屏幛峰ꎬ可抵挡冬天北方

的寒流ꎬ宛如天然的屏障ꎬ故北面的山脉取名

屏幛峰ꎮ 屏幛峰地势向东南方向倾斜ꎬ水自

西北向东南流去ꎬ风水极佳且有利于排水ꎮ
东西两侧青山环绕ꎬ利于阻挡从西北方而来

的寒流ꎻ而南面开敞ꎬ则利于接受温和湿润的

南风ꎬ起到调节空气的作用ꎮ 故在南面建造

了小龙潭、甘泉井等水景ꎬ既可以满足附近居

民的生活用水需要ꎬ又可以起到通风的作用ꎮ
三面环山、开口向南的布局给人一种空间上

的秩序感和安全感ꎮ 背靠屏幛峰ꎬ前有松树

林遮挡ꎬ左右有砂山和护山围护ꎬ“穴”口向

南流去ꎮ 此布局在风水的影响下孕育而生ꎬ
改善了三僚的局部小气候ꎬ使得村落形成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ꎮ
曾、廖两家各自的八景都按照典型形势

派风水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四象模式)ꎬ构成

三山一河的围合空间ꎮ 此布局模式也与风水

中的理想格局“负阴抱阳ꎬ背山面水”所契

合ꎮ 同时ꎬ八景布局也相对独立ꎬ位于各自风

水的地理位置ꎬ形成一个围合的四象八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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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ꎮ 这种围合空间的构成ꎬ既包含风水寓意ꎬ
也满足其公共景观空间置景、组景、借景的功

能ꎬ并将静态观赏和动态观赏因地制宜地融

入其中ꎬ组成丰富及充满情趣的景观ꎮ
２.空间分隔

山景、水景、石景、树景等构成了三僚八

景的公共景观空间ꎬ被穿村而过的阴阳河所

分隔ꎮ 阴阳河构成了曾、廖两家各自八景空

间的界限ꎬ使三僚村分为东西两个部分ꎬ隔一

村为二家ꎬ形成了曾、廖两家分隔两岸的景

象ꎮ 村民称之为“阴阳河”不仅是因为水系

分隔出阴阳两极ꎬ还因为其不同位置水温不

同ꎮ 靠近曾家的水冬天暖、夏天凉ꎬ而靠近廖

家的水则冬天冷、夏天热ꎮ 三僚村曾、廖两家

村民长久以来以“阴阳河”为界ꎬ划地而居ꎮ
此布局像太极中的“两仪”ꎬ在空间上起着过

渡与渗透、约束与隔断的作用ꎮ
３.空间渗透

虽曾、廖两家和各自的八景因阴阳河而

分隔ꎬ但又互为借景ꎬ两家的八景互相连通、
渗透ꎬ并显示出空间的层次变化ꎮ 四象延伸

出的八景将山石溪水、花草树木皆纳于景框

之中ꎬ并相互作为曾、廖两家的对景、底景和

衬景ꎬ使景观达到“驻远势以环形ꎬ聚巧形而

展势”的效果ꎮ
曾、廖两家宅址位于全村风水最佳之地ꎬ

即为“点穴”之地ꎬ为三僚八景的核心ꎮ 曾、
廖二家的分界线顶端为和合石ꎬ相传ꎬ这是当

年杨公教导他的弟子曾公、廖公的地方ꎬ以告

诫曾、廖两家世代和睦ꎬ精诚合作ꎬ才能发扬

风水术ꎮ 被分隔的曾、廖两家各位于太极阴

阳之位ꎬ处于相对分离的位置ꎬ因为两家八景

间的相互渗透ꎬ仿佛各自都延伸到对方的景

色中去ꎬ打破了两家相互独立的状态ꎬ从而产

生景色交融的感觉ꎮ 曾、廖两家建筑组群在

正向、逆向空间序列以及侧翼方向上都能与

八景融合ꎬ在背山面水的天然环境下ꎬ更显布

局精巧ꎮ 将建筑、山川、水石、花木和人群活

动ꎬ与风水布局以及晨辉晚霞等自然景观的

变化相结合ꎬ构成具有诗情画意的意境空间ꎮ
尽管曾、廖两家八景景观形式各不相同ꎬ但无

论何种景观类型ꎬ皆互相渗透ꎬ最终都把孤立

的景观连接成有序的围合空间ꎬ既隔又引ꎬ虚
实相生ꎮ

三僚风水文化指导下的八景布局ꎬ在风

水学“穴居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延伸ꎮ 三僚

八景通过山川、水石的空间围合、分隔和渗

透ꎬ使得空间既分又连ꎬ相互穿插通透ꎬ增加

了景观的层次性和整体性ꎮ 同时ꎬ“两仪四

象八卦”的布局也寄托了天人合一的思想ꎬ
为居民提供了公共交往、游憩的场所ꎬ符合人

们的精神生活追求ꎮ

四、结　 语

三僚八景是当地风水文化影响下的审美

表现ꎬ并深刻反映了当地风水文化ꎮ 无论是

三僚村“两仪四象八卦”的整体布局还是曾、
廖两家的八景都借助风水文化ꎬ创造了天人

合一、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ꎮ 借助和依托当

地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ꎬ因地制宜地选址和

布局ꎬ对原有的自然环境进行选景ꎬ并加以适

度的改造ꎬ展示了人类生活与自然景观相互

作用的一致性ꎮ 三僚八景是风水文化与地域

环境相结合的产物ꎬ对其进行研究能为现代

园林景观布局带来启发ꎮ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

引入风水文化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ꎬ并结合

实际环境要素ꎬ可设计出富有地域文化特色

的景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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