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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生　茂

青岛生茂宅人合一设计研究院  山东青岛  266000

【摘　要】近些年，室内设计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设计师，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中国设计师深受西方

的影响，我们既要学习西方优秀的设计文化，也要传承和发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本文从科学的角度，研究易学在室内

设计中的应用。

【关键词】科学；易学；设计

自古以来，中国人设计房子都是严格遵循五千年的易学

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皇家的故宫和百姓的

四合院。因为传统的易学文化讲究“天圆地方”，所以对

房子的形状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方正。可以是正方形，也

可以是长方形，总之，必须是方形，其他形状不被允许，

只有非住宅类的房子才被允许其他形状。原因是：易学文

化认为，方形的房子气场最稳定，人住在里面最舒服，所

以自古以来我们大部分的住宅都是方形。

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文化出现了断层，易学

文化也不例外。近代，西方的技术领先全世界，设计领域

也不例外，中国的设计师深受西方设计文化的影响，中国

的房地产也追求西式建筑风格，于是以西式风格为主的房

地产建筑在全国开花，比如：欧洲小镇，美式风情，德式

建筑到处都是。西方的历史文化是追求自由，所以他们的

设计文化中也不喜欢被束缚，极具个性，天马行空，充满

想象力，在设计房子形状的时候，他们不拘一格，自由发

挥。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房子，有“L”型房，有“

枪”型房，有“刀”型房，在这一点上与我们的易学文化

背道而驰。这些形状的房子看着就别扭，住进去也不会舒

服。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基因与西方人完全不同，所以不能

盲目的抄袭，不假思索的拿来主义。当然，如果是公共建

筑，比如：美术馆，博物院，体育馆，当然可以设计方形

以外的形状，可以不拘一格，天马星空，这是公共建筑与

住宅建筑的本质区别。

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对西方崇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

度，甚至已经完全被西化了，对西方的设计师兼职是顶礼

膜拜，对西式的设计理念更是盲目推崇，以至于在设计房

子的时候没有原则，也不讲规矩。不管是建筑设计还是室

内设计完全没有章法，没有依据，只会抄袭。甚至在设计

界流行一句话：天下设计一般抄，就看会抄不会抄，这是

中国设计的悲哀。

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不仅精通建筑设计，而且还精通易

学，因为易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也是设计的灵魂。一

个没有灵魂的建筑是没有生命力的。古代的建筑师和设

计师是一体的，因为选址以后，盖房子和装修也是一气

呵成，都严格遵循易学的思想；但是现在不一样，房子

都是由房地产请设计院设计，然后盖好卖给老百姓，老

百姓买下房子以后，自己请设计师再重新设计。现在的

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是分离的，他们独立存在，互不沟

通，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系统的学习易学文化，也

不会遵循易学的规律。

目前我们高校的哲学系里面都有易学方面的课程，但是

这个课程更多的是作为哲学进行理论研究，而不是为设计

服务，所以作为设计系的学生也没有机会学到易学方面的

课程。有些资深设计师经过多年的工作，开始认识到易学

的重要性，于是就开始自学易学，也会从网上找易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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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通过这种方式学习易学也是无奈之举，但是效果可想

而知，五千年的易学文化不可能速成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设计师可以系统的学习易学，在

设计中正确的应用易学，也让我们的国人能够住上更舒服

的房子，我创立了《宅人合一设计》，我把科学，易学与

设计相融合，根据人的命理来设计房子的布局，让房子的

布局更适合人居住，住在里面更舒服更顺利。为此，我把

设计系统化，模块化，包含几个部分：

1.从“宅”的内环境和外环境分析，找出优点和缺点，

把优点放大，缺点化解；

2.从“人”的命理分析，找出有利和不利，把有利激

发，把不利解决；

3.从“设计”规划，把“宅”与“人”的优点放大，缺

点化解。

4.根据易学原理设计八大功能间的方位和布局

5.根据设计原理设计整体空间的美学效果

《宅人合一设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精髓是“易

学思想”。根据中国人的基因和文化设计出最适合中国人

居住的房子，是研发《宅人合一设计》的初衷。

在《宅人合一设计》中，对于“宅”的外环境分析至关

重要。各种风水问题，如路冲、角冲、门冲、天斩等，不

仅仅是传统风水学的范畴，更是直接关系到房子的气场和

居住者的生活品质。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

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甚至引发不悦情绪。因此，将易学

原理融入到设计中，通过巧妙的手法解决这些问题，显得

至关重要。

举例而言，路冲是指直冲房门的道路，可能会导致气场

过于疾速，影响居住者的健康和情绪。而角冲则指房屋所

处的拐角直冲着另一栋建筑，这可能会导致财运受损或者

人际关系不和谐。门冲是指门口直冲的不良气场，可能会

影响居住者的运势和家庭和睦。天斩则是指天空中的刚烈

气流直冲房屋，可能会带来不祥之气。这些问题如果没有

得到专业的易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很容易被忽略，但其

后果却会直接影响到居住的舒适度和生活品质。

在《宅人合一设计》中，“宅”的内环境分析是设计过

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部分主要涉及到户型的布局和

功能间的位置安排，直接关系到居住者的居住舒适度和生

活便利性。

1.方正：方正的户型能够更好地容纳家具摆放和空间利

用，有利于气场的流畅和居住者的舒适感。而对于存在缺

角的户型，则需要特别关注，因为缺角会产生不良的能量

聚集，对居住者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解决缺角的方法有

两种：一是补齐，通过加建等手段来填补缺角，重新塑造

户型的整体结构；二是化解，根据易学原理，通过巧妙的

设计手法来化解缺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之对居住者的

影响减至最低。

2.位置：这包括入户门、厨房、厕所、客厅、餐厅、卧

室、书房和楼梯等功能间的位置是否合理。例如，入户门

作为整个房屋的“口气”，其位置是否宜人、开阔；厨房

是否与餐厅相连便于烹饪与用餐；卧室的位置是否远离噪

音，以保证居住者的睡眠质量等。这些功能间的位置安排

直接影响到居住者的生活便利性和舒适感，因此需要设计

师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居住者的实际需求和生活习惯。

总的来说，《宅人合一设计》强调通过对“宅”的内

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和合理设计，为居住者打造一个功能完

善、舒适便利的家居环境。只有在内部空间布局和功能间

位置安排上做到合理科学，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

设计理念，满足居住者对于居住环境的需求和期待。

在《宅人合一设计》中，“人”的命理分析被视为设计

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因为命理分析的准

确性直接关系到后续设计的有效性和符合度。如果命理分

析错误，那么后续的设计依据就会出现偏差，设计方案也

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命理分析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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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深入理解八字、五行、阴阳等命理学理论，以及掌

握其应用于设计的方法和技巧是至关重要的。同时，需要

通过大量的实践案例积累经验，不断总结和提升自己的命

理分析能力。只有拥有这样的扎实功底，设计师才能在实

际项目中准确把握居住者的命理特征，为他们量身定制最

合适的居住环境。

然而，当代设计师在命理学方面往往缺乏系统的学习和

认识。许多设计师可能将风水与现代设计理念分割开来，

或者对命理学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属于迷信范畴。这种认

知上的局限导致了对命理学的忽视和缺乏应用，使得许多

设计方案在考虑居住者的个人特征和需求时显得不够全面

和深入。

因此，要想在设计中充分发挥命理学的作用，设计师需

要认识到命理分析的重要性，并主动去学习和掌握相关知

识和技能。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提升和学习，才能在设计

实践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为居住者提供更符合其需

求和生活方式的居住环境。

“设计”规划：首先要解决“宅”内外环境的问题，

然后解决“人”命理的问题，解决的理论依据是易学，解

决的方法是设计；先规划八大功能间的位置，然后设计八

大功能间的布局，最后设计八大功能间的效果。举例说

明：厨房。首先要根据命理确定厨房的位置是否合适，如

果不合适就要调整，把厨房调整到最适合命理的位置；然

后设计厨房的布局，包括：打火灶位置，洗菜盆位置，净

水器位置，燃气热水器位置，冰箱位置，蒸箱位置，烤箱

位置，洗碗机位置等，把这些功能区域设计好；最后再设

计厨房的效果，增加美感，包括：灯光设计，顶面天花材

质颜色，墙地面瓷砖颜色，橱柜柜体门板材质颜色，橱柜

台面材质颜色。这三步完成，就是一套系统的《宅人合一

设计》。

总结：我们既要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但

同时一定不能忘本，一定要坚持我们五千年的易学文化传

承，既不崇洋媚外，又不妄自菲薄，让我们的中国设计再

次在世界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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