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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風水理論是人類祖先為適應環境，而發展出來的一門學問。 是構成中華文化內涵的一環。筆者選擇禪機山仙佛寺作為實例

， 探討從景觀美學而獨立出風水理論的可能，來確立中國的風水理 論就是東方最殊勝的景觀美學。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採

梁啟超的三種論證方法論，以歸納法觀 察景觀美學與風水理論的本相及其組合，用辯證法觀察景觀美學 與風水理論的內

在運動規律，以因果律觀察禪機山仙佛寺與景觀 美學和風水理論之間的相互關係。 西方景觀美學的生物法則理論即是中

國的風水理論。風水理 論是中國景觀美學基本架構的內涵，亦是一種契合人心與契合自 然環境居住正義的文化。 自古人

類社會的變化興衰與天象的變化有密切的關聯。目前 冰川不斷的溶解、海平面持續上升、地球暖化、全球氣候異常、 聖

嬰現象頻繁，如何防止情況不再繼續惡化，這是刻不容緩的問 題。在石油危機之後，水可能是人類下一個要面對的危機。

人只 有順著「水」的習性，不阻礙其自然循環，擇址居住生活才能確 保平安。 面對氣候的變遷，基於地球村的理念，我

們必須懂得節制並 付諸行動。期待透過對風水理論的正面認識，建造符合景觀美學 和環境美學的居住環境，可以達到節

能減碳及生態環境的維護， 並對土地的利用建立永續經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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