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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ng-Shui (Geomantic Omen) Theory, a knowledge developed from the process to adapt themselves to environment by human

ancestors, is a link forming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author has chosen the Hsien Fo Temple of Chan Chi Shan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to single out such Feng-Shui theory from landscape aesthetic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likewise

Chinese one the most outstanding landscape aesthetics of the Orient. This study employs qualitative methods of three-demonstration

methodology set forth by Mr. LIANG, CHI-CHAO. The induction method observes the features and combination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Feng-Shui theory. The regular pattern of inner movement of landscape and aesthetics and Feng-Shui theory is closely

watched with the method of dialectics. And, the interrelation among the Hsien Fo Temple of Chan Chi Shan,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Feng-Shui theory is seen under law of causality. The theory of biological law of western landscape aesthetics is the same as

Chinese Feng-Shui theory. Feng-Shui theory is the essence of infrastructure of Chinese landscape aesthetics, i.e., a kind of residential

justice culture corresponding with human sou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changes and shifting of natural phenome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The continuous dissolving glaciers, steady rising of

sea level, global warming, unusual worldwide weather extremes and frequent El Nino scenes are being experienced currently. How

to prevent the conditions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is now a matter of top priority. Immediately after the oil crisis, water -vmay be the

next critical situation to be confronted by mankind. Human beings can only ensure their peace and security by following the water

characteristics, not to obstructing its natural cycling, and choosing the proper sites for habitation. With the conviction of global

village in the presence of drastic climate changes,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know how to refrain ourselves and take proper action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rough the positive understanding of Feng-Shui theory we will buil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conformity with both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achieve energy-saving, carbon-reducing, and maintenance goa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perpetual management of l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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