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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風水理論的操作體系傳統上分為「巒頭」、「理氣」兩大派別，但經過都市化、現代化的變遷，居住空間面貌已大不相同

，風水的發展也有所轉變，兩派理論互相影響交錯。近百年來，宅法幾乎完全歌訣化、禁忌條列化，以便風水師與民眾都

可以記憶，可以琅琅上口。風水理論與民間習俗產生了交互影響的關係，而這些禁忌所形成的固定觀念，口耳相傳，因而

深植人心，無形中影響了居住環境的塑造。 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彙整各家宅法禁忌觀念，並將之轉化成較合理的評分數

據，據以對大學校外住宿空間環境進行觀察評分，從結果中選出適合居住及有缺失需加以改善或不適合居住建議盡速搬離

的案例。研究之住宿空間型式範圍為連棟式宿舍、公寓、獨棟、中式獨院或一樓平房等四類。先使用科學儀器針對室內物

理環境因子(NO2、VOC、CO2、相對溼度、室內溫度)進行測量比對。接下來對大葉大學附近的校外住宿學生施行問卷訪

談，分以健康、財運、學業、人際關係等四項進行，蒐集受訪學生受環境影響的情況。最後綜合以上的調查及問卷結果，

利用交叉表關聯分析，判斷以上探討的四類型住宿空間環境與受宅法禁忌影響的健康、財運、學業、人際關係等四類之關

聯強度，結果發現，同型式住宿空間優良及不良案例之間分數落差愈大者，其健康、財運、學業、人際關係等四類關聯強

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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