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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经》所见风水文化论

전경에 나타난 풍수문화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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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巡真理会广泛地吸收了诸多古老的传统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

宗教文化，而对风水文化的借鉴和改造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

《典经》的记载中，就有许多关于风水文化的内容。《典经》中的风水

文化，既从传统的风水学说中汲取养分，也进行了许多的创造性地理

解。借助大巡真理会的教义对风水文化进行理解，这就使得《典经》

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通过对《典经》中有关风水文化的整理，本

文试图从地气、山势以及明堂这三个方面来讨论大巡真理会的风水文

化。透过风水文化的视角对《典经》展开深入探究，有助于更好地理

解《典经》这一宗教圣典的深刻内容和神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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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典经》所见之地气

三、《典经》所见之山势

四、《典经》所见之明堂

五、结语

 

一、引言

大巡真理会是建立在九天上帝姜甑山、道主赵鼎山以及都典朴牛

堂所传承的宗统之上，而形成的一个宗教团体，是韩国目前具有代表

性的新宗教。作为新宗教的大巡真理会，其在教理教义、宗团组织以

及文化内涵等等方面都展现出区别于传统宗教的新面貌，这样的新面

貌就顺应了当代社会的时代节奏和发展趋势，也符合了当代人的生活

需要和信仰诉求。不过，大巡真理会在面向时代进行调整、创造的同

时，也还传承着来自于传统社会中的古老智慧，这也使得大巡真理会

展现出别具特色的宗教形象和信仰文化。

大巡真理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着诸多表现，特别对儒、道、佛

三教的宗教文化都有吸收。大巡真理会借鉴了儒道佛三教之精华，并

加以整合、创新，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三道冠旺｣的宗教精神。1)

大巡真理会这种统全性的宗教精神实际上和道教所提倡的三教融合有

相似的地方。道教提倡的三教融合思想在道教经书中多有表现，比如

1) [韩]李京源，〈大巡真理的统全性宗教精神与｢三道冠旺｣〉，《第2届东亚新宗教国际学术
大会论文集》(2015)，页55-74。[韩]金贵满，〈大巡思想的冠旺论研究——以仙ㆍ佛ㆍ
儒三道的关系为中心〉，大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8)，页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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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教的劝善书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2)此外，在大巡真理会的

宗教文化中还对古老的风水文化有所摄取，这也是大巡真理会继承传

统文化的一个表现。

风水，又称为堪舆、相地、地理、地术、形法等等。对于｢风水｣
这两个字的解释有很多，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选择住宅和墓地的

学说和方法。关于｢风水｣二字最为经典的说法是晋代郭璞《葬书》中

所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

之风水。｣3)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通过对｢风｣和｢水｣的认识，来掌

握｢风｣和｢水｣的规律，从而使得｢气｣凝聚不散。由此可知，｢风水｣二
字之由来，而其核心就是｢藏风｣、｢得水｣以及｢生气｣。换言之，《葬

书》中所谓的｢风水｣，就是一套认识和控制自然环境中｢气｣的观念和

方法。而｢风水｣二字背后所强调的就是妥善处理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

的关系。这样一种对于自然的认识方式，经过长期的发展也就逐渐变

成今天我们所谓的｢风水｣学说，即认识并处理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

特别是住宅和墓地。当然，住宅和墓地的选择仅仅是风水文化最具体

的两种表现，但风水文化绝对不仅仅只是选择住宅和墓地，而是人类

探索自然的观看方式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方式。

从某种角度上说，风水文化是自然与人文的一种连接和交流。在

人类认识、探索自然的过程中，自然景观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意义，比

如说地质学层面上的解释、审美艺术层面上的解释，以及风水文化层

面的解释等等。从风水文化的角度观看自然，仅仅是人类认识自然的

一种方式。较之其他认识自然的方式，风水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揭示

了自然景观所蕴藏的神秘文化。正是风水文化具有神秘色彩，使得风

水观看自然的视角有别于其他，这就是风水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因为风水文化对自然景观赋予的文化意义具有神秘色彩，所以风

水能够与许多宗教中的神秘主义观念进行沟通。基于风水与宗教二者

2) 刘金成，〈从道教善书探三教融合〉,《中国道教》1 (2011)，页54-57。

3) 郭璞，《葬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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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相通性，许多宗教也就借鉴并吸收了风水学说中的诸多内容。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就对风水文化有不少摄取，使得风水学说成

为道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韩国大巡真理会被认为是｢新道教｣，4)

在教理思想上多以中国的道教为背景，其文化形态也与道教文化有一

定的相似之处。因此，韩国的大巡真理会与风水文化的关系也就值得

加以考量，藉此契机则可探索中韩风水文化的联系。

风水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广为东亚各国所接受，是东亚传统文化中

的生态智慧。基于这样的情况，也就形成了｢风水文化圈｣。5)风水学

说不仅被中国所重视，同时在韩国也有广泛的影响。韩国民众对于风

水学说的认识，既有借鉴中国风水文化的部分，同时也参考了韩国本

土的山水环境。基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韩国的风水师

借鉴了中国的风水学说，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风水知识。6)这与中

国的风水文化既有联系，也有不同。

基于韩国本土的风水文化，大巡真理会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

当然，大巡真理会对风水文化的认识并不是简单地照搬、挪用传统风

水文化中的要素，而是对传统的风水学说进行了许许多多创造性的理

解，从而形成了具有大巡思想特色的风水文化。有关大巡真理会风水

文化的探讨，此前已有学者涉及一二。闵丙三教授曾撰写《甑山的风

水物形与解冤思想》一文，对大巡真理会的风水问题进行了讨论，他

认为甑山通过风水来调整天地之气的做法是大巡解冤思想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7)高南植教授曾在《朝鲜后期的东亚观念—以姜甑山的思想

为中心》中有所论述：大巡思想的创始人姜甑山为了解决东亚地区韩

中日三国的问题，从解冤和报恩原理出发，主张立足于风水地理来认

识韩中日三国，同时建立东亚三国的新秩序。8)朴商万先生曾撰有

4) 金勋，〈韩国新道教大巡真理会的历史与教理〉,《中韩道教文化比较研究》(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2017)，页2。

5) 三浦国雄，《风水讲义》（东京：文艺春秋，2006），页215。

6) 村山智顺，《朝鲜の风水》（京城：朝鲜总督府，1931），页1。

7) [韩]闵丙三，〈甑山的风水物形与解冤思想〉，《新宗教研究》第33辑（2015），页13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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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山的风水观考察》一文，其聚集于《典经》对甑山的风水观念展

开了研究，并对地观进行了详细的讨论。9)此外，还应该加以重视的

是，从实地考察的角度对大巡真理会的风水文化加以探讨。在《典

经》的〈教法〉第三章第16节，就有记载姜圣上帝修建道场的神异情

形。10)可以说，大巡真理会道场的建造地点在地理环境的选择上都颇

为讲究，值得从风水学的角度对每一个道场展开具体的研究。闵丙三

教授曾经就从｢地上仙境｣的视角对大巡真理会骊州本部道场进行了分

析，其中就涉及该道场的风水学分析。11)近来，申荣大教授对大巡真

理会骊州道场进行的风水学考察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引人启发

良多。12)

本文聚焦于《典经》展开研究，试图较为全面地挖掘其中的风水

文化。《典经》是大巡真理会重要的信仰指南，具有独一无二的神圣

地位，包含着始于九天上帝、又由道主和都典传承至今的宗统内

容。13)《典经》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反映教理教义的思想，又有涉

及韩国近代的历史信息，还有关于姜圣上帝和道主的诸多事迹，这当

中就有关于风水文化的丰富记载。据《典经》记载，早年的姜圣上帝

在梦中与｢后天真人｣密议天地玄机与世界大事。14)这里｢天地玄机｣很
可能就涉及到姜圣上帝后来所施行的｢天地公事｣。不过，｢天地玄机｣
中可能也包含着风水文化的内容。从字面意思来看，｢天地玄机｣既有

关于｢天｣的玄机，又有关于｢地｣的玄机。这样一来，关于｢地｣的玄机

8) [韩]高南植，〈朝鲜后期的东亚观念——以姜甑山的思想为中心〉,《中国学论丛》第50辑
（2015），页1-27。

9) [韩]朴商万，〈甑山的风水观考察——以｢典经｣为中心，《大巡思想论丛》25，(2015)

10) 大巡宗教文化研究所編,《典经》(骊州：大巡真理会出版部，2017)。以下简称《典经》。

11) [韩]闵丙三，〈大巡真理会的地上仙境观：对骊州本部道场的研究〉，《大巡思想论丛》27
（2016），页35-77。

12) [韩]申荣大，〈大巡真理会骊州本部道场的风水学考察〉，《大巡思想论丛》第33辑（2019），页
91-145。

13) 李京源、高南植，〈关于大巡真理会《典经》的概要及继承宗统的考察〉，《道与东方文
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页142-143。

14)《典经》，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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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有可能就涉及了风水文化方面的知识。如果说｢天地玄机｣对风水

文化的指涉并不那么直接明白，甚至是有些微妙；那么，在姜圣上帝

的一些教示中就明确地反映了其对风水的态度和看法。姜圣上帝对朴

壮根的教示中有｢宜用心探究天文地理｣一句。15)此处提到的｢地理｣二
字就意味着风水文化，这就明显地看出姜圣上帝对风水文化的重视，

并要求认真钻研风水文化。

此外，在《典经》中还有着不少关于风水文化的记载，诸如山

势、穴形、地气、明堂、发荫、迁葬、吉地等等。因此，讨论《典

经》中的风水文化是相当有必要的。本文在末尾附有笔者整理的《典

经》中有关风水文化的资料表》，其中列举了《典经》中关于风水文

化的30条材料。基于这一资料整理，并结合风水学中有关｢理气｣和｢形
势｣的观念，笔者试图从地气、山势以及明堂这三个方面来讨论《典

经》中的风水文化。 

二、《典经》所见之地气

对于风水文化的探讨，地气这一概念可能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

的。地气是风水文化中的重要概念，甚至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概念。

在传统的风水学说中，有｢理气｣的流派，侧重于探索｢气｣在地理中的

凝聚和消散。这在《葬书》中就已有记载。《葬书》中有说：｢夫气行

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16)

其意思是，风水中所强调的｢气｣实际上是同自然地貌的具体形态相联

系和呼应的。换句话说，在风水的语境下，｢气｣的强弱消长造成了地

势的高低起伏。如果从宇宙论的高度来看，特别是从道教的教义思想

15)《典经》，页98。

16) 郭璞，《葬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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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能认识到｢气｣在天地宇宙间的重要性。在道教的思想中，｢气｣是
生成天地宇宙的关键性要素，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由｢气｣所变化而来，这

就是道教所谓的｢宇宙气化论｣。17)道教的《元气论》中对气化天地的

情形有具体的说明，其言：｢元气先清，升上为天；元气后浊，降下为

地。｣18)其意思是，清气上升变为天，而浊气下降形成地。从道教思想

的角度来看，地的造就与｢气｣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无论风水学

说，还是道教思想都认为，大地是由｢气｣所造就。因此，蕴藏于大地中

的｢气｣，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能量，也可以叫做是｢地气｣。
对于地气这一地理能量的认识，值得从现代科技思维的角度出发

进行探究，也需要立足于传统风水文化的观念来加以认识。换句话

说，对地气的认识不能完全用现代科技的方法进行测定，还需要从传

统思维的认识方式出发来理解地气。传统的地气概念需要依靠宗教式

的神秘经验来认识，特别需要借助｢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念来体会地气

的存在。19)所谓｢天人感应｣的观念，又称｢天人合一｣，20)就是把宇宙

当作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结构，各种生命体彼此之间都具有相互沟通的

能力，借助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能感应彼此的能量强弱，而地气则

可以通过感应的方式加以体会。可以说，人的生命与地气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联。在《典经》中就认为，人是秉受天地精气所生。〈行录〉

第一章第36节有这样一句话：｢宋时烈天生禀赋天地之精气｣，21)这就

是说，生命的出世是禀受天地之气而来，而地气给生命的孕育提供了

支持。在风水学中，地气就好比是人的血脉，地气行布于大地就好比

血脉流经人身。由此可观，人身与大地确实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正

是基于人与地气的特殊关联，就连上帝在教导众从徒行礼之时，也是

17) 李丰楙，〈葛洪《抱朴子》内篇的｢气、炁’学说，《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页520。

18)《云笈七籤》，《道藏》第22册（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页
382。

19) 杨儒宾，《导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页7。

20) 林安梧，〈｢天人合一’的误用与正用〉，《鹅湖月刊》总272期（1998），页1。

21)《典经》，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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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袭地气｣的样子行四拜之礼。此事可见于〈教运〉第一章第37

节。22)从姜圣上帝传授的仪式动作中可以获知，他把地气的概念编制

到仪式行为当中，这或许就是让大家从中领悟｢天人感应｣的神秘体

验，从中则更能体会到人与地气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关联。

《典经》中多有提及｢地气｣的说法。比如说〈行录〉第三章40节

就有提到遍布八方的地气。姜圣上帝有说：｢明月千江心共照，长风八

隅气同驱。｣23)这是姜圣上帝面对众多弟子所吟诵的一句话。当中的｢
长风八隅气同驱｣七字，就值得加以注意。这是与地气有关的内容。这

里｢八隅｣就是指八个地理方位，即正东、东南、正南、西南、正西、

西北、正北、东北八个方向；而｢气同驱｣的意思是，来自于八个方位

的地气都同时在流动、运转。不过，风水宝地中地气的正常运行，还

需要与天、水二气进行配合；只有天、地、水三气共同运转，风水宝

地中的地气才能够起正常的作用。例如，在〈公事〉第3章第20节

中，姜圣上帝就有说道：

｢如今天地水气不运转，墓葬亦不会发荫。待后日水气运

转，地气乃发。｣24)

由此可见，地气并不是孤立地在宇宙间进行运转，而是与天气、

水气一起共同运行，这三种气需要彼此配合才能正常地运行。如果其

中任何一种气有所停滞，都会影响其他二者的运行，从而破坏风水宝

地的功能和作用。这其实同道教文化有着相似的地方。道教文化中也

是说宇宙间充盈着天地水三气，如《元气论》中有说：｢夫混沌分后，

有天地水三元之气，生成人伦，长养万物。｣25)此外，〈预示〉的第51

节也有姜圣上帝论及天地水三气之说，其言：｢天地水气流转,万国之

22)《典经》，页150。

23)《典经》，页41。

24)《典经》，页123。

25)《云笈七籤》，《道藏》第2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
页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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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学而能彼此通语。水气流转而轰然作响。｣26)这里的意思是说，天

地水三气的运行还能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沟通。有意思的是，

在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中有一个｢通天塔｣的故事。｢通天塔｣作为一

个文化符号，象征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运用相通的语言进行无障碍的交

流。如此一来，天地水三气则有着同通天塔相似的功能，这是大巡真

理会值得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地方。可以说，姜圣上帝对于天地水三

气共同运转、彼此配合的观察是十分独到的。

按照《典经》中的说法，地气有着或吉或凶的差别，象征吉祥的

地气叫做｢禄脉｣；而预示灾祸的地气则被认为是｢劫气｣。这在〈公

事〉第二章第13节中就有记载，其文有说：｢上帝在笼岩行公事时,对

亨烈说道:｢许眉叟重修的成川的降仙楼里的一万两千条木地板藏有禄

脉,而金刚山一万两千座山峰却附有劫气。今吾将此劫气消除。’｣27)由

此可知，地气虽然有吉凶的分别，但是经由姜圣上帝施行公事就可以

消除灾劫。

按照风水学的观点，地气的吉凶可以影响人的祸福，所以地气能

够影响、干预人类活动。而姜圣上帝则凭借其非凡的神力举行公事，

他通过行公事的方式改善地气的恶劣状况，解除地气中的冤结，从而

使地气得到疏通，将恶劣的风水格局转变为风水宝地，最后达到｢后天

仙境｣的理想境界。韩国探索理想世界的历史源远流长，《郑鉴录》中

有提到｢十胜之地｣，这与风水文化就有着密切关系。28)而大巡真理会

所追求的｢后天仙境｣作为一种理想世界，或许也与风水文化有着一定的

联系。具体来说，后天仙境对｢地气统一｣的理想状况进行了描绘，这就

可以与风水文化的地气之说联系起来。根据〈公事〉第一章第2-3节的

记载，姜圣上帝在首次行公事之时，就阐发了他试图建立地上乐园的

宗教理想，通过调整天地度数来解除怨恨。29)姜圣上帝施行的公事就

26)《典经》，页315。

27)《典经》，页105。

28) 车瑄根，〈现代韩国的神仙世界论〉，《东方文化与养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页
145。



272 대순사상논총 제34집 / 연구논문

是对天地秩序的调整，这当中应该就包含着解除地气冤结的部分，换

句话说，疏通地气是推动天地开辟的重要公事。通过借助地气的调整

来匡正天地度数，从而达到宇宙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这就与风水文

化中勘察地理气运的观念是一致的。在〈公事〉第三章第5节中就有相

关说法，其文见下：

上帝又道:｢因地气尚未得统一,故生活于地球的人类,所思有

异而反目争斗。若消这一矛盾对立现象，应通过解冤来调化万

古神明, 匡定天地度数。此公事得成,则天地开辟,展现后天仙

境。｣30)

从某种程度上看，上帝对不良地气的调整，就是在匡正天地的运

行结构，推动从｢先天｣到｢后天｣的｢开辟｣大事，从而建立新的宇宙秩

序。可以说，姜圣上帝对地气的改善、疏通，既是一种对风水格局的

调整方法，也是天地公事中的重要部分。 
姜圣上帝在施行公事的过程中，对地气多有化用、汲取，以此影

响并干预了人类的活动，从而推动了开辟大事。根据〈公事〉第一章

第27节的记载：｢上帝赴淳昌郡笼岩的朴壮根家,对众从徒道:｢此地内

藏有大气,吾欲化之而用。’虽有全明淑,崔益铉,然皆非用此气之人,故东

学和义兵未能成功。｣31)这就是姜圣上帝化用地气之一例。再者，〈公

事〉第三章第6节中还有｢上帝举行汲取各地精气之公事｣的记载。32)

由于人与地之间有着彼此感通的联系，所以人的活动也能影响地

气的运转，比如说人的怨恨可以导致天、地之气的阻滞，破坏地气的

正常运转，这在〈公事〉第三章第29节中有说明。其文见下：

时至己酉(1909)年,上帝使东南风连刮七七四十九日,到第

29)《典经》，页87-88。

30)《典经》，页116。

31)《典经》，页97。

32)《典经》，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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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天,有人前来哀求上帝为其诊治疾患。上帝因专注于公事

重任, 故未予应允。此人回去心生怨恨,责怪上帝。 这时,东南风

止住,上帝方有所醒悟,立刻差人 找到患者加以安慰。上帝道:｢一
人含怨,亦可致天地之气阻滞。｣33)

此外，地气还与国运有着密切的关联，调整地气可以救国安邦、稳

定东亚的局势，例如姜圣上帝就曾行公事、拔除日本地气。其文见下：

某一闷热夏日,上帝行新濠公事,汲取日本地气。众从徒将上

帝写下的众多文字带到了泰仁郡新濠铁铺,将其放进锻铁炉烧

掉。几天后,上帝命甲七前去全州的金秉旭处,了解世风消息再回

来。甲七从秉旭处得知日本神户发生大火的消息,回来便禀告了

上帝。上帝闻之,道:｢日本地气强,因而其民族性富于贪欲与侵略

性,以侵害他人为能事。自古以来,朝鲜屡遭其侵害。如今,唯拔其

地气,令其为生计奔忙,方无暇贪恋他人之物,如此才能保此朝鲜江

山安稳,日人自身也能得以安生。日前行新濠公事乃新濠与神户

谐音。如今神户遭大火,此汲其地气之征兆也。｣34)

三、《典经》所见之山势

《典经》中有两处关于山势的描绘写得特别细致，值得加以特别的

重视。一是在《典经》第一部分〈行录〉第一章的开头；一是在〈教

运〉第二章的开头。这两段文字都是为了说明上帝与道主这两位神圣

不凡的降生，其中就包含了对二者出生环境的地理说明。

就拿姜圣上帝所降生的地点古阜甑山来说，其起伏的山势之中就

蕴藏着不凡的灵力，这就烘托出姜圣上帝降诞的神圣性。在《典经》

33)《典经》，页127。

34)《典经》，页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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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行录〉的第一章第2-3节中就描述了古阜三神山以及甑山的

地形。其文有说：

此地（指古阜）自古以来便有蓬莱山,瀛洲山(神仙峰)和方

丈山,此三座山,又被称为三神山。顺方丈山山势而下,望帝峰与瀛

洲山耸然屹立,瀛洲山形成仙人布氈穴形,而望帝峰则山势连绵起

伏,形成甑山。35)

根据上文可知，姜圣上帝所降生的古阜是一处神山绵延的风水宝

地。实际上，〈行录〉这里提及的三神山乃是神话传说中著名的仙山。

按照《史记ㆍ秦始皇本纪》所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

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36)《史记ㆍ封禅书》还

说：｢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

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

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37)据此可见，三神山是传说中仙人所居住

的地方。神仙所居之山自然有着与凡俗世界不同的气质。不仅中国有

喜好仙山的神话传统，韩国也对仙山有崇拜的习俗，并且还将仙山神

话引入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环境中。在韩国古阜，当地就流传着｢三神

山｣的说法。换句话说，蓬莱山、瀛洲山(神仙峰)和方丈山这三座神山

不仅是神话传说中的仙山，而且在韩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也能找寻到

这三座神山的踪迹。

在古阜当地，作为三神山之一的方丈山，其余脉形成了望帝峰与

瀛洲山。望帝峰与瀛洲山也就延续了方丈山的地气，禀受了方丈山这

一仙山的灵气，自然也就具有神圣的气质，从而有别于一般的山峰。

特别是瀛洲山，它展现出｢仙人布氈穴｣的地形。所谓｢仙人布氈｣，从

字面上看，这就是说有一位仙人在铺展毛氈。这是以比喻的手法来描

35)《典经》，页1-2。

36)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247。

37)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369-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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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瀛洲山独特的地理形势。实际上，风水学中有｢形势｣与｢理气｣二种

流派。｢形势｣一派就特别擅长使用比喻的手法对山川地理进行描述，

这在风水学中被称为｢呼形喝煞｣。所谓｢呼形喝煞｣就是，通过对山川

河流之类的自然景观进行观察，将它与特殊的意象进行联系。许多风

水宝地的名字就是依照这些意象而来。而瀛洲山的｢仙人布氈穴｣一名

应该就是依照｢形势｣流派的命名习惯而来。按照这样的说法，｢仙人布

氈穴｣这个风水宝地，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块类似像｢氈｣一样的平坦地面

斜斜地连结到一座被认为是｢仙人｣一样的山峰上。这就说明，古阜当

地有着非常好的地理环境，被认为是风水宝地。

姜圣上帝的降生地客望里就在甑山的东侧，而甑山是顺着方丈山

的山势走向而来，经由望帝峰的山势起伏而成。从地理气脉的角度来

看，这样的山势起伏就是地气在山川中的流动、运转，好像龙一样在

地表活动，所以说好的山脉就叫做｢龙脉｣。在《典经》看来，甑山与

方丈山、望帝峰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山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条龙

脉，而这背后就有风水文化的知识作为支持。按照风水文化的立场来

说，山与山之间的牵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一样，这当中就存

在着祖先与后代的关系。小山是大山的延伸，小山被看作是经由大山

的孕育而来，而大山则被当作是小山的祖宗。正如风水名篇《雪心

赋》中所言的那样：｢迢迢山发迹，由祖宗而生子生孙。｣38)既然客望

里的地势是经由甑山延伸而来，那么甑山就好比是孕育客望里这一风

水宝地的父母。因此，甑山就是姜圣上帝诞生地的｢父母｣之山。沿着

甑山的山势向上追溯，方丈山、望帝峰都可以被当作是甑山的祖宗

山。需要细致说明的是，虽然方丈山、望帝峰都被当作祖宗山，但是

按照风水学的观点，二者各自有着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地理人子须

知》中｢论太祖山｣所言：｢所谓太祖山焉,也曰始祖。以其去受穴处甚

远,如人之有始祖远宗也。｣39)简言之，太祖山是地气发源处的山，它

38) 卜应天，《重校故本地理雪心赋》（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页7。

39) 徐善继、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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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气与风水宝地的地气相连。因为太祖山与风水宝地的距离较远，

所以站在风水宝地往往无法直接看到太祖山。按照这样的看法，方丈

山就应该是｢太祖山｣。《地理人子须知》还有对｢论少祖山｣的说法，其

云：｢龙行既长，离祖已远，各分枝派。将结穴处，忽起高大山峦，不

过数节，即结穴场。其高大山峦，谓之少祖山。｣40)概言之，少祖山是

与风水宝地气脉相连的山峰，而且距离风水宝地较近的山峰，其之特

征是山势有起伏之状。这不正与《典经》中介绍望帝峰之｢连绵起伏｣
相对应吗？所以说，结合古阜当地的情况来看，望帝峰就应是｢少祖

山｣。如此一来，方丈山、望帝峰都可以看作是甑山的祖宗，甑山也就

传递着方丈山的灵气。 
风水学说对古阜群山的神异解说，给姜圣上帝的诞生地笼罩上了

一层神秘的氛围，也为姜圣上帝的降诞神话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神圣意

义。姜圣上帝诞生在这般神奇的地理环境中，自然就显得与众不同。

可以说，姜圣上帝以｢甑山｣为尊号，标志着他秉承仙山而生的灵气，

这就是在提示这一风水环境对他神力的支持作用。同时，甑山这一地

理意象还具有神秘的道教色彩，是道教丹道修炼中的重要概念，这也

丰富了姜圣上帝尊号｢甑山｣的内涵。41)换句话说，《典经》之所以细

致地描写古阜群山，就是为了强调当地风水的独特性，以此说明姜圣

上帝秉受灵力而生的神圣气质。把甑山所在的山岳景观与姜圣上帝的

神圣降生进行联系，也就符合风水名篇《雪心赋》中所言：｢地灵人

杰，气化形生｣。42)从某种角度来看，山岳的神秘能量确实能够影响人

的生命状态，姜圣上帝的神圣天赋与他诞生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

关联。如此一来，古阜甑山下的客望里能出现姜圣上帝这样的神人也

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除了〈行录〉第一章开头的这段地形描写之外，《典经》中对道主

40) 徐善继、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69。

41) [韩]郑在书，〈姜甑山对中国神话的受容及其意涵〉，《大巡思想论丛》25（2015），页7。

42) 卜应天，《重校故本地理雪心赋》（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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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山诞生地的地貌环境描写非常细致，可见于〈教运〉第二章第1

节。其文有说：

一日,骊兴闵氏梦遇从天而降的明亮的火光,此后怀有身孕,

产下一婴。此婴儿即为将来承继上帝公事之道主也,时乙未

(1895)年十二月四日。此婴孩姓赵,尊讳哲济,字定普,尊号鼎山,

降生地为庆尚南道咸安郡漆西面会文里。会文里是一个小村庄,

由大邱向灵山、昌宁、至南旨延续平野，南旨以南天界山、安

国山、三足山、釜峰山、余航山绵延相连，依傍道德谷的文童

山、紫皐山山脚下，会文里安然坐落在此群山环抱中,并可远眺

龟尾山。43)

从以上文字可知，道主赵鼎山诞生在会文里这个地方，而会文里

则是被群山环绕的一处风水宝地。通常来说，群山环绕的地形在风水

文化中被认为是｢有情｣的自然景观，是风水宝地的一个重要标志。这

是因为群山的聚拢则意味着地气的凝聚，从而符合风水讲究｢生气｣之
说。所以，群山环绕的地形有助于保护地气的汇聚、使之不散乱。再

者，从会文里可以远眺龟尾山这一细节来看，这也是证明会文里作为

风水宝地的一个标记。在群山环绕的风水格局中，龟尾山作为一个远

眺景观其实也属于这个风水宝地的构成部分。一般来说，乌龟象征着

福气和长寿，而山形似龟也就表达着福寿的寓意。如此一来，龟尾山

的存在则为会文里这一风水宝地增添了一份美好的祝愿。按照风水学

的观点来看，龟尾山则可以被看作是这个风水宝地中的｢富贵砂｣。与

姜圣上帝一样，正是有极佳的风水作为环境条件，道主赵鼎山的非凡

诞生则更具有神圣的意义。

43)《典经》，页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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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经》所见之明堂

明堂是风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本来的意思是指皇帝接受

大臣朝拜的地方，是举行隆重仪式的场所；而风水学则借用｢明堂｣一
词来说明地理空间，意为｢穴前之地｣，也可以说是山拥水汇的地

方。44)一般说来，明堂都是被山水环绕的一片平坦之地。明堂是风水

宝地中最为核心的位置。明堂虽然有大、小的差别，或宽阔，或精

巧，不过其作用都是为了给地气的凝聚提供一个空间。换句话说，明

堂就是地气能量所汇聚的地方。风水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它给自然

界的山、水赋予了独特的意义。而明堂周围的山水景观在风水文化中

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水，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景观，能够作为

一种预言说明人们的命运。举个例子来说，风水名篇《雪心赋》中就

有说：｢九曲入明堂，当朝宰相。｣45)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水弯弯

曲曲地流经明堂，这就预示着将来会有升居高官的命运。可以说，风

水文化的神秘性在于它将自然景观与人的命运进行了巧妙联系，这就

是风水吸引人们为之着迷的关键所在。在相信风水的人看来，明堂发

挥作用就会使预言兑现。依靠明堂让人交上好运，就好像是受到了树

荫一样的保护，而祖先就类似大树一样可以保佑后代，这种的情况就

叫做｢受荫｣，这是爱好风水的人所追求的。

促使明堂产生发荫效果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正确判断明堂的地形

名字。在风水文化中，特别强调对地理形貌的观察，这就是对地形的

重视。通过对地形进行正确的认识，才能获得符合地形的正确地名，

地形和地名的正确配合才能发挥风水宝地的巨大能量。然而，想要对

地名进行正确地命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真正精通风水、经验丰

富的风水名家才能做到，这就是风水师的知识专长。只有得到风水名

44) 徐善继、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351。

45) 卜应天，《重校故本地理雪心赋》（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页12。



《典经》所见风水文化论 / 刘金成 279

家的指点，风水宝地的能量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开发。这就像是大地

给人类出的谜题，只有正确回答地形的名字才能获得打开密码箱的钥

匙。《典经》中就记载了因不能正确辨别地形名字而不能发荫的情况，

如〈行录〉第四章第9节，其事见下：

一日, 上帝带着公又经过泰仁郡宝林面壮才洞时, 见到   

一座墓,便对公又说道：｢此穴为卧牛形, 但误称之琴穴形。因起

错墓穴之名, 未能发荫。无论何地，若是不明穴名，造坟时,不

设龙尾。先请教有名风水师为其起名，之后续上龙尾,就能发

荫。｣ 46)

从上文的记载来看，这就是地名与地形不相符合的一个例子。原

本应该叫作｢卧牛形｣的墓穴，因为对地形判断的失误而起错了名字，

导致墓穴不能利益后人。为了化解这一风水问题，姜圣上帝强调了正

确辨认地形的重要性。因为墓穴地形是确定地名的重要根据。如果对

墓地的地形认识不准确，就会导致给墓穴起名出现错误，从而影响墓

地的发荫。可见，正确认识地形在风水活动中的重要性。

再者，在〈教运〉第一章第12节中，还有提及一处名叫｢卧牛形｣
的墓穴，也强调了墓穴地形与发荫的关系。其文见下：

天色已暗,上帝这才转过身来,问秉旭墓地所在处,秉旭回答

就在此地。上帝又询问墓形,秉旭回答是：｢卧牛形｣。上帝遂道:

｢既然如此,当以闻听牛哞之声为实。｣于是坐了下来等待牛哞

声。这时山下传来牛的叫声。秉旭回禀说已经听到了牛哞声。

上帝道: ｢远哞之声,毫无用处。｣又过了一会儿,令人称奇的是竟

有一人牵牛经过墓前,牛发出很高的叫声。上帝说道:｢穴荫已

动。｣47)

按照风水学说的观点，好的坟墓地形可以利益后人，而不好的坟

46)《典经》，页53。

47)《典经》，页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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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形则对后人有不利的影响。正如大儒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如果选
择不好的地形安葬祖先，后代子孙就可能出现灾祸。48)所以，如果墓

地的地形不理想，就需要考虑对坟墓进行迁移。在〈行录〉第三章41

节，姜圣上帝就曾主持车京石祖坟的迁葬活动。其事见下：

上帝命京石道：｢汝之祖坟位于九月山, 将其金盘死雉的穴

荫应予迁址。｣又令公又击鼓，并道｢穴荫应承接长风 才可发

也。｣这时, 李道三的弟弟长丰突然进门， 公又登时停止击鼓， 

问道｢长丰来了？｣上帝见此道:｢应到此为止。｣ 49)

从上可见，车京石的祖坟是坐落在一个名叫｢金盘死雉｣的中，这

是一个不太理想的坟墓地形。因此，姜圣上帝就指点车京石对祖坟的

迁葬。可以说，姜圣上帝通过风水术来帮助世人的各种事迹，既显示

出他有着渊博的风水知识，更彰显了姜圣上帝拯救世人的神圣魅力。

在《典经》的记录中有不少冀望于追求明堂荫庇而改变命运的

人，比如说金亨烈的曾祖父就希望风水师能够给他指点一个可以利益

后人的风水明堂。50)除了金亨烈的曾祖父热衷于寻找明堂之外，曾为

僧人的金秉旭也寄希望于明堂发荫之事。这在〈行录〉第一章第37节

有记载，其事见下： 

金山寺青莲庵的僧人金玄赞久闻上帝之高明,待谒见上帝,便请

上帝指点一处明堂,上帝答之以｢持信｣。之后金玄赞还俗,尽享洞房花

烛,还生有一子。金秉旭亦求明堂于上帝,上帝同样告之以｢持信｣。几

年后,他也得了盼望已久的儿子。数年间上帝对秉旭未曾提及明堂之

事,秉旭问道：｢不知何时赐明堂? ｢上帝答道:｢求子既已得之，即受

荫明堂矣。｣又道：｢虽先天埋白骨而葬之,后天不埋白骨而葬之

矣。｣后来,玄赞拜见上帝,亦求赐明堂,上帝说道:｢汝已受明堂之气发

荫矣。｣ 51)

48) [韩]]闵丙三，《朱子的风水地理生死论考察》，《儒教思想研究》36(2009），页250。

49)《典经》，页41-42。

50)《典经》，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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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值得注意，姜圣上帝对金秉旭说：｢虽先天埋

白骨而葬之,后天不埋白骨而葬之矣。｣这里的｢先天｣和｢后天｣是大巡真

理会的重要概念，其意思是｢天地开辟｣前后所处的不同时空。｢先天｣是
旧有的时空，在这期间宇宙万物彼此相克，地气不通。而｢后天｣则是

新的时空，是经过｢开辟｣之后迎来的地气疏通的时代，此间万物相

生、阴阳协调。姜圣上帝认为，不同的时空对待埋葬的态度和方式有

不同，在｢先天｣之际需要埋骨葬，而在｢后天｣之际则不用埋骨葬。传

统的风水观念中，祖先之骨与后人有着感应相通的关系，通过埋葬祖

先的白骨并借助明堂的作用就可以利益后人，这种葬骨观念被姜圣上

帝看作是｢先天｣时空下的行为。而到了｢后天｣，人人都受到相生关系

的影响，生活在美好的地上仙境。如此一来，人人在｢后天｣的地上仙

境中所享受的利益或许要比受明堂发荫的利益要大得多。所以姜圣上

帝并不指点寻找明堂的方法，也说明了｢后天｣时空中不埋白骨的这种

变化。这种从｢先天｣到｢后天｣出现的新变化，应该因｢开辟｣所带来的

结果。正是姜圣上帝通过天地公事来解除冤气，改变了宇宙万物的相

克情况，让宇宙万物彼此相生，这就使得一切都有了新的改变。在地

气疏通的｢后天｣时空下，对待葬骨、发荫等风水文化的态度自然也就

与｢先天｣的做法不一样。可以说，姜圣上帝是透过｢天地开辟｣的视角

来批判传统的风水文化，并且立足于｢后天｣的时空情景为风水文化中

的葬法进行了新的解释，这是极具创新意义的。

除了埋骨葬的葬法，在《典经》中还有提到招魂葬的葬法。招魂

葬虽然不埋葬骨头，而通过招魂的方式来安顿亡者的灵魂，为亡者解

冤，52)同样也有借助明堂的作用为生者获得不薄的利益。在〈预示〉

第66节中就有相关记载，姜圣上帝招利玛窦、崔水云二人之魂分别安

葬在光州无等山上帝奉诏穴和淳昌回文山五仙围棋穴这两个地方，以

此整顿时局、安定天下并且利益生者。53)

51)《典经》，页14。

52) [韩]]闵丙三，〈甑山的风水物形与解冤思想〉，《新宗教研究》33（2015），页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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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传统风水文化的革新和批判，姜圣上帝不仅是对｢明堂发荫｣
这一桩事情提出了新的看法，而且他还对于明堂中的｢吉星｣问题展开

了创造性的理解。比如〈教法〉第二章第20节，姜圣上帝有说：｢世人

自古寻｢吉星所照’之地，其实并无所谓的｢吉星所照’之地。时逢解冤时

代，当修德而礼遇他人，便得吉星照耀，此即避难之法也。｣54)从字面

上看，｢吉星所照｣就是有吉祥的星星在照耀，意即星星在保佑人们，

从而表达了一种趋吉避凶的祝愿。风水学中所言之｢星｣，就是比拟成

星星一样的山，也就是罗列在明堂周围的山头。明堂四周的山头大多

可以叫做砂山，或者说是砂星，而其中显得圆润、秀丽，并且在特殊

位置上的山头则可以被看作是｢吉星｣。在实际的地理空间中，作为｢吉
星｣的山头与风水宝地形成一种对应的关系，就好像是星星在照耀着，

这就是一种｢吉星所照｣的明堂情景。按照风水书《地理五诀》中的说

法：｢三吉、六秀，并催官发贵人。｣55)其意思就是，有｢吉星所照｣的
风水宝地预示着荣华富贵，能够使人拥有好的运气，自然就能避开灾

祸。风水宝地所暗示的美好预言自然就诱使人们去寻找｢吉星｣。不

过，姜圣上帝虽然精通风水之术，但他对这种沉迷于寻找风水宝地的

做法给予了批判。姜圣上帝认为，在这个走向后天开辟、解除冤结的

时代，如果能多积德行善、诚恳待人，也就能获得吉星的照耀，这才

是能够避免灾祸的方法。可以说，姜圣上帝以｢修德而礼遇｣的方法来

重新解释风水中的｢吉星所照｣，这就显示出姜圣上帝作为｢开辟者｣的
智慧。

虽然姜圣上帝对传统风水学说中的明堂观念多有批判，但是他也

没有绝对地否定风水明堂的价值，至少说姜圣上帝还从明堂中采取地

气能量。在〈公事〉第三章第3节中，上帝就曾借助仙人布氈穴这一明

堂的地气来办公事。其事见下：

53)《典经》，页320。

54)《典经》，页233。

55) 赵玉材，《绘图地理五诀》（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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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上帝对公又道:｢到古阜弄些钱来。｣待筹来钱后, 修整

了药房。又令甲七制作弓一把、箭九枝,并令公又用此箭射向天

花板。箭命中了天花板, 上帝道:｢九天皆中的。｣又道:｢以古阜之

钱修缮药房, 是用仙人布氈之气也。｣56) 

由于明堂是地气能量汇聚的地方，所以明堂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能

量。在韩国各地的明堂中都蕴藏着丰富的精气。姜圣上帝不单在古阜

采取了明堂之气，也还在其他地方摄取了明堂之气。比如说，在〈公

事〉第三章第6节中就记载了姜圣上帝汲取淳昌回文山的明堂精气。其

事见下：

为汲取和附和江山的精气, 先以父母山精气为始行公事。上

帝道:｢父母山即全州母岳山和淳昌回文山。回文山有二十四穴,

其中有五仙围棋形。围棋系唐尧创作,用来教育丹朱。因此, 若解

丹朱之冤应启始于五仙围棋, 开启大运, 流转顺畅。｣57)

从上文可知，淳昌回文山的风水明堂叫做｢五仙围棋形｣。这个明

堂之所以叫｢五仙围棋形｣，应是根据该明堂特殊的地形而拟定的名字。

不过，姜圣上帝把｢五仙围棋形｣的｢围棋｣同帝尧传授给丹朱的围棋联系

起来，认为这一明堂是解除｢冤之根｣的关键所在。58)所以，｢五仙围棋

形｣这一明堂在姜圣上帝的解冤公事中意义重大，甚至影响着朝鲜的国

运。〈公事〉第二章第3节中有说：

上帝又令壮根酿来一坛甘酒。当晚初更时分,用大碗舀出甘

酒, 放到草磬下面。上帝说道:｢围棋始祖丹朱之解冤度数置于回

文山五仙围棋穴,此将扭转朝鲜国运。五仙之中一仙作为主人旁

观棋局, 其他四仙摆开棋阵,两人一组与对方一决高下, 在长时间

对峙中, 难分胜负,欲请来崔水云为证人,一决胜负, 因此, 这一

坛甘酒就是用来款待水云之用者也。｣59)

56)《典经》，页116。

57)《典经》，页116-117。

58)《典经》，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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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圣上帝从各地的明堂都汲取了地气，涉及到的明堂有很多处，

其中有四处明堂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即｢四明堂｣。对｢四明堂｣的记

载，《典经》中有多次提及。比如说，在〈公事〉第三章第6节中就具

体介绍了四明堂的位置和名称，其文曰：｢四明堂者, 即指淳昌回文山

之五仙围棋形,务安僧达山之胡僧礼佛形, 长城巽龙之仙女织锦形,泰仁

拜礼田之群臣奉诏形。｣60)还有〈行录〉第五章第21节中也有提到这

四处明堂。61)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胡僧礼佛穴｣在中国风水名篇《雪

心赋》中也有提及。《雪心赋》有云：｢或是胡僧礼佛错认拜相铺  

氈。｣62)这句话的意思是，名为｢胡僧礼佛｣的明堂与叫做｢拜相铺氈｣
的明堂不容易区分，因为二者的地形特征都非常相似、容易混淆。借

由《雪心赋》的这句话可知，胡僧礼佛穴是一种经典的明堂样式。这

样一种著录在中国风水书中的明堂样式，它在《典经》中也被提及，

这就说明中韩两国在风水文化上的古代交流，可以看出韩国风水文化

对中国风水文化的借鉴。 
关于｢四明堂｣这一说法的由来，姜圣上帝在〈行录〉第五章第15

节进行了说明，其说：｢〈弓乙歌〉中所讲的四明堂更生,并非指僧人

四溟堂,而是指写有明亮之｢明’的四明堂。造化存于佛法之中,为胡僧礼

佛穴；无病长寿存于仙术之中，为五仙围棋穴，国泰民安为群臣奉诏

穴；仙女织锦穴为苍生披绸缎。｣63)姜圣上帝在这里创造性地解释了

《弓乙歌》中文字，把原先理解为抗倭僧人的｢四溟堂｣更换成了风水

明堂的｢四明堂｣。姜圣上帝之所能够做出这样巧妙的替换，在技术上

就是借助了｢溟｣与｢明｣在语音上的近似。这样一来，《弓乙歌》中原本

期盼武僧四溟堂带来太平时代的意思，也就变成了借由四处风水明堂

开启太平时代。这样的新解释是符合姜圣上帝办公事的要求，因为他

59)《典经》，页102。

60)《典经》，页116-117。

61)《典经》，页79。

62)卜应天，《重校故本地理雪心赋》（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页4。

63)《典经》，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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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明堂中摄取地气能量，以此来推动天地开辟，最终实现建设地

上天国的宗教理想。

五、结语

《典经》作为大巡真理会的宗教圣典，虽然并非专门的风水著作，

但是其中关于风水文化的不少材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内容。本文则

立足于对《典经》的阅读，通过整理、归纳对书中有关风水文化的记

载进行了探讨。《典经》中有关风水文化的记载，既有关于地气的内

容，又有涉及山势、明堂的部分，这就可以与风水文化中的两大流派

进行对应。在传统的风水学说中，有划分不同的流派。不过，按照大

的流派来讲，风水学说有着理气派和形势派的不同侧重。理气派主要

侧重讲地气，形势派则偏重于地形。而《典经》中的风水文化既涉及

地气、又涉及地形，综合了理气与形势二大流派的理论知识，这兼容

了不同流派的观点，而并非独取一家之说。基于这样的认识，就可以

借助理气派和形势派两大风水流派的知识作为参考，对《典经》中的

风水文化进行深入探究。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典经》这一宗教圣典

的深刻内容和神圣意义。

地气作为地理能量的一种存在形式，这是风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

概念，是｢理气｣流派较为侧重的部分。在《典经》中，关于地气的记

载非常多。对于地气的认识，《典经》认为它能够与人进行感应相通，

地气可以作用于生命孕育和成长；反过来，人也可以干预地气疏通与

阻滞。地气的正常运行需要与天、水二气进行配合，天地水三气一同运

转，风水宝地中的地气才能正常运行。此外，地气还有着吉与凶的划

分，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姜圣上帝凭借其神圣禀赋

具有操控地气的能力，比如说他可以通过汲取地气能量来举办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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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水文化中，山和水的外观形态都可以被归入地形之类，都被

认为是地气运化所造成的地理现象。对山、水的具体状态进行勘察和

认识，是｢形势｣流派较为强调的部分。在《典经》中，对姜圣上帝和

赵鼎山道主的出生地有具体地说明。二者出生地的山势情况在《典

经》中都有着细致的描绘。两处山势形状都显示出风水宝地的特征，

这就说明二者的降生具有特别的神圣意义。

明堂是风水宝地中的核心位置，其范围或大或小，是凝聚地气能

量的重要空间。无论是｢理气｣派，还是｢形势｣派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探

索明堂这一空间的奥妙。对于墓穴明堂的地形情况，《典经》中较为关

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墓穴地形与墓穴名字的配合；二是墓穴地形对

后人的利益与荫庇。再者，明堂以及明堂中的吉星都被认为是能够给

人带来好运的风水要素；有许多人都沉迷于寻找明堂和吉星。不过，姜

圣上帝对传统的风水文化多有批判，其分别从后天世界和解冤思想的角

度审视了传统风水文化中的明堂和吉星，给风水文化增添了创新性的解

释。此外，在《典经》中，记录了韩国各地的多处明堂。姜圣上帝就从

各地的明堂中汲取地气能量来行公事，推动开辟事业的展开。根据《典

经》的记载，在韩国各地明堂中最为重要的有四处，即｢四明堂｣，这些

明堂在姜圣上帝的公事活动中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新的历史阶段，风水文化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和特殊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的新时代这一历史时刻，生态文明建设越

来越加以强调和得到重视，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知识有助于为

新时代的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思想与知识。风水文化作为传统生态知

识的重要构成之一，对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生态环境，人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也就积累

下丰富的生态知识。风水文化作为东亚地区共享的传统生态智慧，深

深地扎根在东亚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东亚各国有着不同的地

理、文化和历史，这就导致东亚各国对风水文化的理解在具体细节上

有所不同。韩国的风水文化同中国风水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部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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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有韩国本土对风水文化的诸多创造。大巡真理会对传统风水文化

的参考和借鉴，并不是简单地照搬、挪用，而是对传统风水文化进行

了许多创造性的解释和理解，这就形成了具有大巡特色的风水文化。

《典经》对传统的风水文化进行了诸多创造性的解读，给风水文化增

添了新的内容。这就与中国传统的风水文化有所不同。以风水文化的

交流作为契机，可以加强中韩两国在风水文化上的沟通。基于风水文

化展开的生态文明交流，可以为化解当今世界的生态难题提供传统智

慧，也能帮助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一起应对全球面临的生态危机，从而

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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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篇/章/节 页码 关键词

1 行录-I-2 1-2 三神山

2 行录-I-3 2 仙人布氈穴形、甑山

3 行录-I-22 7 天地玄机

4 行录-I-36 13 天地之精气

5 行录-I-37 13-14 明堂、明堂之气、发荫

6 行录-Ⅱ-17 20 选充明堂，荫及子孙

7 行录-Ⅲ-30 36-37 迁葬、异常之气

8 行录-Ⅲ-40 41 长风八隅气同驱

9 行录-Ⅲ-41 41-42 迁址、金盘死雉的穴荫

10 行录-Ⅳ-9 53 卧牛形、琴穴形、发荫

11 行录-Ⅴ-15 76-77 四明堂

12 行录-Ⅴ-21 79 四明堂 

13 公事-I-2、3 88 地上乐园、天地度数、后天仙境

14 公事-I-27 97 此地内藏有大气

15 公事-I-33 98-99 宜用心探究天文地理

16 公事-Ⅱ-3 102 回文山五仙围棋穴、扭转朝鲜国运

17 公事-Ⅱ-13 105-106 禄脉、劫气

18 公事-Ⅲ-3 115-116 仙人布氈之气

19 公事-Ⅲ-5 116 地气、天地度数、后天仙境

20 公事-Ⅲ-6 116-117 汲取各地精气、四明堂

21 公事-Ⅲ-20 123 胡僧礼佛穴之气、天地水气、发荫、地气

22 公事-Ⅲ-29 127 天地之气

23 公事-Ⅲ-31 128 地气、拔其地气、地气之征兆

24 教运-I-12 139-140 墓形、卧牛形、穴荫

25 教运-I-37 150 下袭地气

26 教运-Ⅱ-1 186 群山环抱、龟尾山

27 教法-Ⅱ-20 233 ｢吉星所照｣之地

28 教法-Ⅲ-16 245-246 清静之地、修建道场、七彩祥云

29 预示-51 315 天地水气

30 预示-66 320 淳昌回文山五仙围棋穴

<表1>《典经》中有关风水文化的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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전경에 나타난 풍수문화론

리우찐청 중국 사천대학교 철학박사

국문요약: 대순진리회의 종교문화는 여러 전통문화를 흡수하였으며, 풍

수문화의 수용과 변천은 그 중에서도 중요한 부분이다. 전경의 기록

에는 풍수문화와 관련된 내용들이 많다. 전경의 풍수문화는 전통풍

수학설에서 핵심(혹은 정수)만을 취하여 많은 독창적 이해를 보여주고 

있다. 즉 전경에 나타난 대순진리회의 교리를 통해 풍수문화를 이해

하고자 함을 살펴볼 수 있다. 본 논문에서는 전경에 나타난 풍수문

화내용을 정리하고, 지기(地氣), 산세(山勢), 명당(明堂)의 세 분야에서 

대순진리회의 풍수문화를 논의하고자 한다. 풍수문화적인 시각을 통해 

전경에 대한 심층적 연구를 함으로써 더욱더 전경의 깊은 내용과 

신성한 의미를 이해하는 계기가 될 것으로 본다. 

주제어: 지기, 산세, 명당, 풍수, 전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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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Feng-Shui Culture in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of Daesoon Jinrihoe  

Liu Jincheng. Doctor of Philosophy,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Among the various influences from other ancient cultures 
observable in Daesoon Jinrihoe, the reference to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ng-Shui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Feng-Shui 
culture is mentioned frequently. Feng-Shui culture in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not only draws upon a great deal of traditional Feng-Shui Theory 
but also inserts many innovation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Feng-Shui culture through Daesoon Jinrihoe’s doctrine makes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unique. Based upon the conscientious recapitulation of 
the relevant contents in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this essay aims at 
dealing with the Feng-Shui Culture of Daesoon Jinrihoe in regards to three 
aspects: Terrestrial Energy, Mountain Shape and Luminous Courts 
(Mingta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ound contents and sacred 
significance of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can naturally be attained from 
applying a Feng-Shui culture perspective. 

Key words: Terrestrial Energy, Mountain Shape, Luminous Court (Mingtang), 
Feng-Shui, The Canonical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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