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布局意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论文布局意思篇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行业日新月异,然而,
近些年来,建筑领域频频发生的火灾事件使得人们对该领域的
消防安全问题高度重视。20xx年元宵节,央视大楼发生特大火
灾,损失惨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楼外墙的保温材料不合格。
由此可见,防火建筑材料是确保建筑安全的关键性因素,直接
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本文主要针对建筑金属
结构中防火材料的应用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建筑事
业长远发展有所裨益。

论文布局意思篇二

关键词：科学风水学；住宅设计；住宅风水；

风水大部分的观点是科学的，尤其注重心理学、它是中国古
人累积千百年的生活经验，分析总结人与自然间的沟通的法
则与对策，指导人如何选择最适合生存的空间。

首先，选址应先看地形、一般来说风水定律是山环水抱必有
气、古人云：“有环山挡风，气不散、有水为界，气止
住、”山环的意思是在正西、西北、正北、东北方有群山作
依靠，呈半月状依次挡住了刚风、折风、大刚风和凶风、水
抱的意思是在东、南方向是平原，宅前面还有流速缓慢的河
流或者湖泊、这样依山傍水的好环境实际就是指一个良好的
生活空间。



朝向是至关重要的，众所周知南向是吉位、冬暖夏凉、这是
由我国地处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日照时间最长而且照射角度最佳、阳光可以除湿、紫外线可
以杀菌，保持室内清洁、另外，受季风影响，夏天则“迎
风”形成很好的对流；冬天则“避风”保暖、正东也不错，
古人有云“紫气东来”，比喻祥瑞降临，代表着吉祥的征兆、
西南，尽管下午有点西晒，但南向通风良好，阳光温而不暴，
有益健康、而东北、正北、正西、西北这几个方向就很一般
了、总的来说北方或西方比所有方位都会逊色，朝北最大的
缺点是冬季寒风入室，不断的风声、寒冷会影响人的情绪，
关闭门窗来阻挡北风会引起空气流通不好；如保暖设备不足，
就极易致病、朝西也不妥，每日均受太阳西斜照晒，热气到
夜晚仍未能消散，全家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其次，通风与采光在风水中是十分讲究的、风水中讲求“藏
风聚气”并且“气遇风则散”，因而风水学强调要避开强风，
求得微风、风的速度与血流的速度相近为佳、很多人误认为
南北对流就是让南北风尽情地在宅内窜流、其实不然，如果
风没有任何阻挡和缓冲直接通过室内，这样反而是“风煞”、
将造成屋里的人失去情感或人性的一面，从而带来伤害、解
决的方法可以把其他方位的门窗开少一点，或者在厅房直通
的地方设置屏风，以减缓风的速度同时也可以把风分流到室
内各个地方，促进室内气流循环。

“风水”中，住宅不同的方位朝向都有其吉凶位置，吉位：
生气、天医、延年、伏位；凶位：绝命、五鬼、六煞、祸害、
每个方位的吉凶都是相对而存在的，这样才构成了平衡的世
界。

例如生气位，那是第一吉利的位向，是我们所说的精力旺盛、
生气蓬勃和前途光明的象征、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有利的
方向，能提高工作效率，健康快乐长寿，不能将这作为浴室
或厕所，会破坏风水、又例如天医位，是第二吉利的位向，
特别关系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个位向好的话、房子的结



构和外型完整无缺，或稍稍的凸出，不作浴厕，就可以祛病
除灾、即使是经常生病或体质衰弱的人，住进这方位的房子，
时间久了，也可以借自然的力量改善体质，延年益寿，并能
使治疗药物发挥更大的效力、再如祸害位，是第四凶祸的位
向，五行相克，容易结仇、纠纷、破财、疾病。

以解读天医方位为例：在风水学的角度描述该方位气场平和
稳定，可补充人身不足气场、被认为是求财及病消灾的重要
方位，凡是体衰弱多病，或者久病不愈的人，利用好此方进
行康复的布局，使病人尽可能吸收天医之气场，对健康有很
大的益处、但如果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读该风水方位特性，
那么我们要先了解住宅各方位特征，主要通过日照、季风和
室内气旋图解等进行分析：

1、从日照时长和角度分析，结合本土气候特征和上文朝向的
阐述得知，经过一夜的冷却房子温度最低，住宅东面处于初
始加温阶段相对凉快；住宅南面受阳光小角度照射温度不高，
日照角度最佳；住宅西面朝向不太好，经过一天的日照中住
宅的温度达到峰值；住宅北面日照几乎是没有，常年不见阳
光冬天比任何方位都寒冷、“天医”位置刚好位于东方，夏
天不热，冬天不冷是最温和的方位。

2、根据季风的特点、北半球亚热带气候夏季是吹南风和东南
风，冬天则是吹北风和西北风、那么在炎炎夏日中，南向和
东向的住宅方位受季风影响起到很好的降温作用，但西面和
北面则无风闷热；而冬季则受季风影响，北向和西向的住宅
天天寒风凛冽，另外两个方位则温暖如春、“天医”的位置
在夏季的季风覆盖范围内，让人感到凉风习习；在冬天却刚
好躲在寒风的背后，避开最寒冷的北风和西北风。

3、结合季风的风向和室内模拟气旋流动轨迹图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见图p―01），天医位刚好处在室内气旋的末端，气场平
和且涓涓细流、该方位在冬季成功地躲开了北风和西北风的
直接冲击，在夏季也缓缓地迎来了消暑降温的东南风、该方



位并没有直接迎风，哪怕再好的夏季风，对于体弱多病的人
来说还是不能过于猛烈，就好比如大山的垭口和峰顶都是寸
草不生、因此最适合年老多病体虚的人群，让他们需要在气
流缓和、温度宜人的环境休养生息、经过科学的解读，风水
中的“天医”位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有益健康的好位置。

图p―01坐北向南住宅天医位气旋分析示意图

住宅除了选择座向，采光也很重要、每个房屋都必须有采光，
才会有阳气、阳光不足的房间，往往阴气过重，长期在昏暗
的环境下会导致居住者精神不振、家宅不宁；解决的方法可
以选用人工照明，而颜色以暖色为佳、好的采光是指光线温
和地进入屋内，但屋内必留有荫面，才能阴阳协调、如果阳
光太过强烈，穿透整个屋子，那就是“光煞”、会让居住者
长期在精神亢奋状态下显得疲惫不堪或失去人性，因此带来
伤害、解决的方法通常是借助窗帘。

布局应注意各功能的相互关系，例如通风采光最好的应该是
客厅，以向南为佳；房间应该安静和光线柔和，向东为佳；
厨房最好处在东北角上，这样厨房里的油烟和异味不会直接
进入厅堂；厕所也避免设在东和南两个方位、不过很多的楼
房格局已经固定，因此设计师只能通过各种排气、密封区间
等方法来解决问题。

最后，装饰和摆设是住宅气氛营造的关键，也是风水学中修
为最高的一门学问，但笔者认为装饰和摆设纯熟个人喜好，
只要符合审美要求，居住得舒适雅致，不一定需要寄托与风
水中各种神物来改变房屋主人的命运，深信只要创造良好的
居住环境、舒适的生活、良好的心态，自然万事顺利！

综上所述，风水学与现代科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表述不
一、在这门深奥莫测的风水学中，希望设计师能掌握精髓，
最终造福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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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布局意思篇三

摘要：场所理论诞生于二战后的西方社会，其目的是反抗日
渐千篇一律与机械重复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试图通过深究
场地背后的内涵达到构建具有场地特色的场所，给人带来归
属感。风水学则是中国古人在寻找与构建理想的居住环境的
一次次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是风
水学的终极追求。场所理论与中国风水学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风水学构建的是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场所精神的场所，同时又
比场所精神更加的立体与全面。本文试通过分析中国风水学
与场所精神的相似性以及风水学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找到
风水学在现代背景下的定位于发展方向，增强民族自信与凝
聚力。

关键词：场所；场所精神；景观；风水学；民族文化；

一、场所“的定义

在200多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脱离蒙昧的时代，开始了刀耕火
种的生活。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祖先们赋予了他们脚下的
那一方土地独一无二的精神内涵，这就是最初意义上的”场所



“.

在今天，我们对于”场所“一词赋予了更加系统、规范的定
义：场所是指一定的人或事物所占有的空间环境，比如我们
的住所或者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等，都可以称之为场所。依
据诺伯格・舒尔茨的观点，空间是场地的物理属性，而场所
涵盖人们在场地中所触发的一系列事件的集合，事件的发生
赋予了场地特定的意义。正如同诺氏所认为的”栖居“与”
存在“的关系，”存在“仅代表了人的物理空间属性，”栖居
“（人在空间中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存在赋予了意
义，即人存在于空间，而栖居于场所。也就是说，”人类活动
“是”场所“的基本支撑点。

我们所生存的空间环境（即”场所“）的产生和存在并非偶
然，依据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所论，”空
间“是我们人类的社会活动、宗教信仰、道德文化、哲学思
想等方面在物理空间的外化。人类活动和空间环境紧密相连，
场所既非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客观的实体，也不是我们臆断出
的主观的经验，若把人类实践活动剔除之后，场所也就不复
存在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论述的”场所“,不仅只是我们
所处的三维空间的实体，也是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会活动
属性的存在。

二、什么是”场所精神“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由于战后西方社会发展到
了一个相对丰裕的阶段，人们观念的转变也对设计界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爆发的背景。”
场所精神“理论在地方主义与人文关怀并重的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的土壤中孕育，结果于开放包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场所精神“的概念第一次的提出是在挪威建筑学家诺伯格・
舒尔茨在他的着作《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一书中。
在这本书里，诺伯格・舒尔茨还提到了，古罗马人认为，在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独立的主体，比如人、物品、场所等等，
都有其相应的”守护神“,与其相伴一生。也正因为如此，该
守护神也决定了所守护主体的特质和本性。放到今天来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场所的灵魂，以及城市景观的核心思
想。

从后现代主义时期开始，在物质生产到达一个阶段之后，非
物质设计的理念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非物质设计可以理解
为精神文化层面的设计，该理念的提出和发展，为当今的丰
富多彩的设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从之前的物质产品设
计到非物质的精神文化设计的转变，其过程反射的是设计中
的价值讨论和社会精神存在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即人类的需
求从早先的功能主义物质需求到现代的审美主义的精神需求，
诺伯格・舒尔茨所主张和找寻的场所感正当迎合了科技高度
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厌倦了机械和单一设计的人们内心的
需求，似乎在他们早已麻木的心中燃起了一团篝火。因此，
在人类与产品、设计与生产、人类与场所和消费者对设计师
设计的理解等方面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可观的连锁效应。诺伯
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理论理所应当地得到一众建筑设
计师和城市设计师的强烈响应，为城市设计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新的思路。在他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例如筑波中心广场、
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等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品。

诺氏认为，建筑设计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建造出有意味的场所，
提供给人们栖居。在某种意义上说，有意味的场所即具有”
场所精神“的场所。”场所精神“就是对集体记忆、感悟的
一种解构、提炼、重塑，从而使之具象化和空间化，成为系
统意义上的场所。每个场所都有一个或多个与之相对应的故
事经历。这种故事经历与场所的历史背景、传统习俗、文明
文化、民族精神等一系列关键词息息相关，并且赋予了场所
丰富深远的`内涵文化，给集体以归属感。整体空间环境的客
观存在形式奠定了场所的基调，但精神上的意义则更加深刻。
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氛围，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实
践在结合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场所感和意义深刻的空间



感。这种空间感诞生于场所，却又不依附于场所，甚至独立
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说”场所精神“比场所
有着更宏大而又更深远的生命力，是场所的灵魂。

三、中国风水学基本概念

风水学缘起于先民们对理想的居住环境一次次探索不断积累
而形成的经验之中，是一种在不断探索中所形成的朴素的世
界观，反过来又形成了一门学问，指导我们找寻及营造理想
的居住环境，受限于古代并不发达的科学技术，这门主要由
实践所构成的学问上经过代代相传，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也蒙
上了层层深重的迷信色彩。

风水学由”气“与”形“这两大基本要素所构成。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气“通”拧,即万物本源，盘古开天辟地，浊气
与清气分离最终形成天地万物。气即是先民对自然本质的高
度浓缩与概括总结。古人说风能”散气“而水能”聚气“,因
而风水宝地应当要能”藏风得水“.”形“代表了自然界中各
种物质及各种形态，即”气“在空间中的具象表现。”
气“与”形“因而密不可分，形发于气而气附于形。”地理
五诀“（龙、穴、砂、水、向）是先民们利用”形“之学问
总结出相地寻址的古老智慧。

风水之学问的本质即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追求，表达了
先民们认为只要合乎自然知道的生存方式就能获得身心的安
定与圆满的美好追求与朴素观念。

四、风水学与场所精神的联系

西方的”场所精神“的概念，与我国的风水学理论有着许多
的相似性。在”场所理论“中”空间“与”场所“的关系恰
似风水学中”气“与”形“的关系，不同的空间构成了不同
的场所，而场所精神赋予空间独特的氛围，换句话说也可以
解释为”形“将”气“外化成自然万物，而自然万物也各有



其不同的”气“.”场所理论“追求的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氛围，
这和中国人的风水理念的终极目标殊途而同归。

除了深刻的精神思想以外，”场所“的内容性也是不容忽视
的。建筑柱形的样式，广场砖花的拼接，市政道路的规划，
自然风景的安置，无一不与历史的积淀，社会的影响，人民
的诉求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人的需要铸就了场所该有的
样子。一棵保留老树可以决定房屋建造的位置，一条河流的
走向可以潜移默化得影响一座城市的发展。中国人讲究的依
山傍水、坐北朝南，都是自然与人为巧妙结合的结果。从这
一出发点上，”场所“又与我国民间的风水学不谋而合。

风水作为城市景观设计的一种辅助理论，实际上很好得解释
了”气“的演变、聚散及和人居的关系。无论是从国家、省
市、县区，还是到村庄、宅院、房间，风水学围绕着居所，
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场所“向我们陈述了为一个多层次、
多方面的地理系统。

五、风水学在景观中的应用

我们认为，我们脚下的这一方土地，有它本身固有的灵性。
特定的氛围。抛开风水学玄幻缥缈的外衣，我们依然可以将
之科学化、具象化以表达原本的目的。

风水学造就了独特的中式园林。受风水学影响，中国古人将
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存在而非主
导者。因此，中国古代工匠在造园时会追求自然的效果，尽
量隐去人工造作的痕迹，表达了对自然的向往，对天地的敬
畏。同时，园中亭台、楼榭、树木、花草、假山、水体的布
置又依据风水学，参照”气“与”形“的理论精心布置，源
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

风水学在指导居住环境的规划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依据风
水的理论寻找理想的居住环境其外化的表现即是山川秀美，



气候宜人的丰饶之地。而相地之学问，揭开玄学的面纱，实
质上是通过对地质、水文、日照、风向、气候等一系列因素
的考察，选择并布置最适宜的居所，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风水学讲究借助自然本身的势开发居住环境，相地之学问重
在一个相字，”盖古有寻龙之技术，而无造龙之工匠“,力求
花最小的功夫达到最大的效果，同时对自然的负面影响缩减
至最小，中国古人用无与伦比的智慧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与
现在的”低影响开发“相似的理论。

六、总结

场所精神通过对一种宏大深远的氛围的描述力图重塑场所的
灵魂，给人以归属感。而风水学理念综合了多领域，交叉了
众多学科，不仅仅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塑造，相较于场所精神
理论，更为全面，更加立体，代表了中国人特有的居住哲学
观以及审美诉求。但令人痛心的是，很多人仍然将风水学看
做是封建迷信而视如糟粕，对西方理念不加辩证的推崇备至，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塑造文化自信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正视风
水学，将之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以及文化符号，我们的民族
文化将更加充满魅力。

追寻真理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我们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的过程并非一番风顺，风水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曾给我们
文明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它也仍有许多可
取之处，我们不该将其当做是洪水猛兽，而是正视这门古老
的学科。风水学的意义，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们的功能、
娱乐、商业等浅显的目的，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追求合乎
自然之道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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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布局意思篇四

一、风水学的起源发展及应用

风水学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是一
种景观认知模式，而且风水学里的一些规范也都得到科学的
解释，包括对环境的解释、趋吉避凶的控制。风水学是在中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的秦汉时期。在当今
如此的中国人眼中，尤其是发达地区的顶级富商。把风水学
视为生命。

二、风水学在室内设计中到底是如何运用的呢？

在住宅中，大门是住宅的气口，是连接私人空间与外界万物
的咽喉，也是房主因势利导,若大门的朝向正确，常年会有紫
气东来，如果大门开的不好，轻则诸事不利，重则遭殃。家
居慎开北门，遇有败北之意。楼梯是向下的，则家中财气向
下流失，因此门后设屏风，阻止内财外流。门如若正对向上
的楼梯，俗称“破面”，对健康有影响，化解的方法是把门
槛抬高3公分。大门正对电梯，是不宜的。我们居家过日子，
又不是做生意，需要的是安静环境。

入门要三见，开门见红，开门见红色墙壁或装饰品，入层放
眼有喜气腾腾之感。2开门见绿一开门见绿色植物，生气盎然，
有养眼之功效。3开门见画，提高涵养，避免仓促感。进入了
大门,第一个遇到的便是玄关.玄关一词来源于日本,有玄妙,
关键的意思.虽然说玄关地方小面积小,但是在住宅中却是咽
喉的作用，玄关是从室外进入室内的缓冲空间。它在风水上
的作用，是化解室外进入室内的煞气。如果人们住宅的外部



并非环境清秀宜人，风景秀丽，而是令人压抑别扭，那就需
要风水上的办法加以弥补，玄关正是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
首先玄关上的天花如果太低，便有种压迫感，这在风水上有
种不祥之兆，给房主及家人压迫感，难以出头。相反如果天
花较高，空气流通顺畅，对人身心有益。玄关天花的颜色相
比地面的颜色不可过重，反之有头重脚轻的感觉，给劳累的
进入者施加了无形的压力。

玄关的地板要平整：地板要尽量保持平整，财运才会畅顺，
而且也可避免意外摔倒。同时，玄关的地板不可有高低上下
之分。地板的颜色要选择厚重的颜色，象征着根基深厚，符
合风水之道。在玄关应该放置鞋柜，是借个“谐”因。并且
鞋是成双成对的意思。鞋柜里的鞋子不可表露在外，因为一
天工作在外，鞋比较脏，如若柜子没有遮挡，有伤大雅。所
以不但要注意鞋柜的遮掩，还要定期清洁。亲朋好友来拜访，
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玄关。第一印象十分的重要，在玄关摆放
一些盛开的兰花盆栽，如果玄关昼夜温差变化大，则可选择
特殊的植物来连接玄关与室内。推荐摆放，发财树、纸菊、
山梗菜、黄金葛。忌讳摆放玫瑰，杜鹃。人们喜欢在玄关处
安放镜子，以便于出门的`时候看看自己的着装仪表。这个时
候要注意，镜子不可正对大门，否则大门外流入的财旺之气，
会被反射回去。

客厅是一家老小活动的中心，它关系到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它连接着卧室、厨房、书房、玄关等。是一个家庭的中心，
居于全家的枢纽。客厅的格局，摆放决定了全家人的运势和
全家人关系和睦的程度。一谈到客厅，给人的感觉是明亮大
方，如果采光不足，空气不顺，可导致家人的身体染病。客
厅的天花不宜太低。如果低于2.8不建议使用吊灯。天花过低，
再加上吊灯，会给人以压迫感。使事业运无法展开。组合沙
发在客厅中的重要性，我就不加以赘述了。但是它的摆放有
很大的学问。一定要选择靠墙的位置，切不可使主沙发后背
空置。因为人们在休闲的时候，后背空荡荡，缺少安全感。
如果沙发背后是大门或者窗户的话，还要担心受怕。如果选



择了靠在结实厚重的墙壁上，那么不但心安理得还象征着事
业上有靠山。如果沙发背后确实没有墙壁可靠，那么就摆放
矮柜和屏风来化解吧。在沙发背后摆放一些植物对居住者也
是有益无害。

三、总结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卧榻之室摄气养神的说法，所以古人就要
求卧室格局考究，安定静谧、温馨祥和。而今人们更加关注
生活质量，卧室的方位、明亮，床铺的安排尤为重要。首先
要考虑卧室的私密性，空间适当，面积够用，尽量选小不选
大。风水学讲“藏风聚气”现在经科学证明是人体外表能量
流，对人起保护作用。房间过大不利于聚集，则起不到保护
作用了。其次卧室的方位及床位对人的健康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卧室朝向是否有利于通风、是否有利于采光，都是
健康的重要因素，另外一方面人在睡眠状态顺应磁场会提高
睡眠质量，反之会让人睡眠深度不足，久而久之容易患失眠
症。

作者：周晶王著斌杨智淇单位：辽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与建
筑学院

论文布局意思篇五

摘要：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以辩证的角度看待风水学
在室内空间中的运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的风水学并非
传统意义上的“封建迷信”.本文从室内空间中的客厅、卧室、
厨房、卫生间及阳台灯方面来诠释室内风水学，我们可以看
到风水学在室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我们更好的科学认识室
内设计风水学。

关键词：现代居住空间；风水学；辩证；

传统风水学是什么？传统风水学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相地、



住宅辨吉凶的一门“易经”学问，传统风水学是研究人们生
存地理风貌环境等因素为生活的村落、宫殿或者死后的墓葬
地选址的学问，传统风水学与道家追求的理念颇为相似，都
是天人合一境界，古时代人们称之为堪舆，并不是单纯的封
建理念。

一、现代居住空间室内设计与风水学的辩证关系

1.居住空间室内设计与传统风水学的异同

人的衣食住行是与人类最密切相关的事宜，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在现代室内设计中，
设计师通过室内装饰、空间布局等方式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居
住生活空间，在居住空间上传统风水学的目的也是如此，风
水师通过改变空间布局、调动家居位置等方式来为人们选择
好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风水学来源于易经，风水学中所要设置的
方面都是跟人体脉络、气血、精神等方面息息相关，注重人
与环境共处。现代室内设计也是为了给人们创造优质的生活
环境，因此在这一方面二者属于异曲同工，我们要科学的对
待风水学在室内居住空间的运用，不能以偏概全或者全部相
信，要用辩证的理论看待两者。

2.现代居住空间与风水学的科学现象

现代室内设计是需要心理学、行为学等多种学科融合来实现。
传统风水学与现代室内设计都是通过研究人们的不同生活环
境，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善人们生活工作居住场所。传统风水
学是研究人与宇宙现象的活动。当前我们都知道，人类是大
自然的一个环节，道家中的天人合一境界也是我们都认同的
生活理念，当然，很多所谓风水学的奇怪现象都可以通过科
学来解释。在居住空间室内设计中，设计师会通过空间、材
质、灯光等方面来改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空间的



平面与立面布置，来改善人们生活环境。

二、现代居住空间中传统风水学的合理运用体现

1.室内居住空间功能方面

在风水学中，居住空间平面整体上以坐北朝南、南北通透为
佳，尤其在我国北方地区，户型南面朝向对于冬天的阳光取
用显得非常重要，同时南北通透也利于空气流通，可以整体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在室内空间中有客厅、卧室、厨房、
卫生间、阳台灯居住生活空间，分为私密、公开、半私密、
半公开属性，要求不同人们对室内装饰在灯光、家具、布艺、
绿色植物等方面要求也不同。

2.室内居住空间之客厅部分

客厅是整个家庭中最活动的区域，是家庭核心，因此不管是
现代室内设计上要非常用心客厅的设计主导思想是和、福。
因此客厅的设计需要更加平稳、清雅，且具有活力。客厅应
设置在户型的入口处与玄关相接。客厅公共的属性要求它必
须气氛活泼，家具合适，配置适当的绿植点缀以提高家庭的
整体活力。在传统风水学里面，住宅空间最活跃部位应当朝
南接受阳光，色彩明亮、活泼，家具不宜设置过多棱角，形
状过于奇怪的摆设品。

3.室内居住空间之卧室设置

在卧室中，风水学的应用也非常重要。卧室是家庭的私密空
间，室内设计以舒适为主。卧室在室内设计与风水学上都要
求安静、舒适。按照风水学理念，床应在吉位，即生气、延
年、天医、伏位四吉方。卧室空间在室内设计中应当要注意
灯光柔和、布置温馨舒适。创造良好的休息场所。夜晚的休
息对人体机能的修复非常重要，夜晚阴气较重，身体应当充
分休息获得较好的.体力，因此色彩过于鲜艳、气味浓烈的物



品都不宜设置在卧室空间。

4.室内居住空间之厨房处理

厨房空间也是体现一个家庭财运和食物的场所，因此厨房应
当宽敞明亮，厨房设计要尽量符合室内人体工程学设计，炉
灶、水池位置摆放位置要注意，尽量设置通风较好位置吉方
应根据自己的五行从多方面决定。在厨房室内设计中，我们
通常用整体厨房室内设计，橱柜的地柜、吊柜等有专门的设
计公司进行，面板材料用防火板，传统中式厨房设置门，西
式厨房可以为开放式厨房，这样在外观上也非常宽敞也增加
了与外界的联系，增强互动联系。

5.室内居住空间之卫生间装饰

中国人在传统理念里都认为人体所有的排泄物都是人体的精
血，要处理好顺与盈的关系。在室内设计与风水学上产出上
要处理好极其微妙的关系。在卫生间的室内设计中应当注意
不要与厨房门相对或者相背。卫生间内部要做好防水处理，
顶面不要采用石膏板吊顶，卫浴五金选择好的品牌。在亚热
带气候的南方地区还要做好防腐防霉处理。

6.室内居住空间之阳台方面

在住宅设计与风水中，阳台联系着客厅是户外的活动的过渡，
属于室内的灰空间场所。在风水学力代表眼镜和肺部，通达
远处，在阳台的室内设计中要注意公共空间设计功能，既要
有好的观景，还要有流畅的通风。应当简洁、方便，不要杂
乱不堪。人们通常情况下会在烟台种植植物，现代阳台设计
也更注重个性，阳台可以设计成书房、洗衣房、休闲室、早
餐台、花房、琴房等各种空间。

三、总结



在室内设计中，传统风水学与现代科学室内设计是有众多相
似之处，我们通过合理的室内空间布局、软装搭配来处理室
内空间范围，传统风水学是通过家居摆设、房屋建造等多种
方式为人趋吉避凶，这两者根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这些方
式对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室内设计空间布局等方面给人们
带来很多便利。随着科学的普及人们对“封建迷信”的风水
学已经有了科学的认识，不再单纯相信假科学，但这并不意
味着人们要放弃风水学在居住空间的合理科学运用。在室内
居住空间中硬装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室内软装方面我们可
以通过适当的风水学来引导软装搭配，包括家具、窗帘、色
彩、材料、艺术品、植物、装饰画、灯具等其他软装配置，
来配置人们适宜的生活场所空间。人们获得的切实的精神与
物质享受，尤其是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利益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充满正能量的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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