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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怀瑾先生是一位学贯古今、富有学养的老者，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
他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
抗战时期，他先是投笔从戎，执教于军校，后来辞去教职，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在名寺闭
关研修佛学。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间，南怀瑾先生发表了大量著作，堪称博学多产的著述名家。
目前可知的南氏著作已有三十多种。
如此庞大的著作群，构成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广阔世界，内容涉及儒、道、佛和神仙巫术等三
教九流的各家思想学说，以及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的方方面面。
尽管南怀瑾先生关于传统文化的介绍，常因不合乎标准的学术规范而每每引发争议，但却深入浅出、
触类旁通、自成一家之言，而且文笔流畅，没有干涩古板的学究气，并不时闪现智慧的火花和独到的
见地。
早在六七十年代，他的著述就风靡台湾和海外，自9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其著作，几年间，
仅《论语别裁》一书的销量就已突破百万册。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实力亦目渐雄厚。
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之所以能重新焕发青春，在根本上与她那悠久深厚
的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文化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能历数朝甚至外来统治而不亡，乃是中国文化不亡
所致。
他说：“我们知道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
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
翻身的史无前例。
”寥寥数语已将文化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及作用深刻点明。
    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质。
三种诞生于同一个时代的思想，经过近两千年的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
对中国文化殿堂中的这三件瑰宝，南怀瑾先生曾有一生动的比喻：儒家当属粮食店，是每个人及社会
每天都要用到的，并且一时也离不开；道家则是药店，当个人或社会出现问题时，当用道家的道论进
行调治；而佛家则是百货商店，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什么都有，你可以进去拿上一二件，也可以走
马观花般看上一番。
    最近几年，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国学热，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忽略了佛、道两
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儒释道三家都是人间的学问，并不等同于其他宗教信仰，儒学的普及与传播在过去更多的是通过学校
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实行，而佛道思想则更多地渗透到文学、艺术乃至生命哲学的方方面面，可以自然
而然地表现出来，让人们更为清醒地认识人生，明了自性。
佛教自从东汉年间传入中国，中外不计其数的大师经历了数百年的翻译经典和融会贯通的过程，使佛
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也雄辩地证明，中国固有文化有着博大的胸襟和超凡的包容力。
    人们的生活好比是一座大山，每个人都在这山中。
儒家强调的是有为，孔子就像是众生的啦啦队队长，站在人群中鼓动着大家向山上爬；道家注重的是
道，是自然，老子像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他告诉众生，这山是怎样的，人们怎样做会有怎样的结果；
而佛呢，注重的是人心，释迦牟尼直指人心，对那些处于困惑中的人们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同时
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以宇宙观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观察社会，提出了“空”的思想。
它的意义在于，将人们从单纯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中拉出来，摆脱一般的二元论、辩证法，以一种
新的视角审视一切。
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可使自心在纷乱中保持平静，让自我与周围一切合而为一，达到和谐。
    爱因斯坦晚年曾经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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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
”在中国，佛家经典如《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以及《六祖坛经》，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
，这些经典文字优美，意境深远，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启发。
佛学指引我们修炼心灵，让我们洞察世事，心胸豁达，用平和的心和宇宙天地间的智慧来指导我们处
世行事，在纷繁复杂充满困惑的人生旅途中，做到有所不为和有所作为。
    在国学复兴的今天，南怀瑾先生通过一本本深入浅出的著作再一次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元素加
以整合、贯通，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广带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南怀瑾先生扮演着一个领路人的角色，使更多的人得以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领略千年中华文化的魅力。
    大凡学者的论著观点，多有过人之处，可作参考指导，但见解非作真理解。
纵然是学贯中外、纵横古今的南怀瑾先生，也不外如是。
尽信人则无己，我们在理解和消化南怀瑾先生观点的同时，也需要有正知见，在“拿来主义”的同时
，还要学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如此才能得到真正的大智蘸。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听南怀瑾讲佛学>>

内容概要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南怀瑾先生发表了大量著作，堪称博学多产的著述名家。
目前可知的南氏著作已达三十多种，内容涉及儒、道、佛和神仙巫术等三教九流的各家思想学说，以
及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的方方面面。
本书主要总结了南怀瑾先生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是对其系统整理研究的一个全面过程。
对于佛学爱好者来说，能够从本书中详细了解到佛学的起源、发展以及现状，还能对佛学著作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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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国学大师、诗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曾任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高等学府教
授。
他编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
他生平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著有《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易经杂说》《禅与道概论》
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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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信大师一生的经历和事迹，主要见于《楞伽师资记》《续高僧传》《传法宝纪》《神会语录》《历
代法宝纪》《祖堂集》《传灯录》等文献。
道信生于隋朝开皇前一年（580），俗姓司马，世居河内（河南泌阳县），后迁徙至湖北蕲州广济县。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政局复杂多变，王朝更迭频繁，地域分分合合，世态纷乱无常。
道信大师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成长。
    道信生而超异常人，自幼即对大乘空宗诸解脱法门非常感兴趣，对佛法的信解表现，更是犹如宿世
熏习。
初出家修行之际，并未有善知识引导，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却保持着洁身自爱的行谊。
道信七岁出家，其剃度师戒行不清净，道信曾多次劝谏，但是对方却听不进。
没有办法，道信只好私下持守斋戒，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而他的老师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后来，道信听说舒州皖公山（安徽潜县）有两位僧人在隐修，便前往皈依。
这两位僧人就是从北方前来避难的三祖僧璨大师和他的同学定禅师（亦有说是林法师）。
隋开皇十二年（592），年仅十四岁的道信来到舒州皖公山礼拜僧璨大师，说道：“愿和尚慈悲，教授
解脱的法门。
”三祖问道：“什么绑缚了你？
”道信回答：“没有人绑缚我。
”祖曰：“那么何必更求解脱呢？
”在三祖几句话的启发下，道信豁然大悟。
原来，我们所感到的束缚不在外，而在我们的内心。
束缚完全来自于我们自心的颠倒妄想，也就是分别、计度、执著。
如果看破了这些妄想，知道它们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当体即空，不再被它们所转，那我们当下就解
脱了。
内心不解脱，到哪儿都不会自在的。
因此，解脱在心，不在外。
    道信开悟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留在祖师的身边，一方面侍奉祖师，以报法乳之恩；另
一方面，借祖师的加持，做好悟后保任的工夫。
这样有近十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三祖不时地点拨道信大师，并不断地加以钳锤，直到因缘成熟，才肯把法衣托付给他。
付法之时，三祖语出成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
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
从此以后道信接引群品，广开禅门，是为禅宗四祖。
找到禅门继承者后，僧璨大师便前往罗浮山（广东增城县）弘法，道信原本要相随，却被大师制止，
并说“但于后住，必大弘益”。
在大师看来，道信学禅已成熟，可以离开自己身边自行修禅传法。
从此，道信开始独立修禅传法。
    当时的隋朝对出家为僧有一定的制度要求。
按国家规定，必须先经国家定期举行考选，由僧众选举人员考核，通过之后才能剃度出家，再由国家
分配到一定的寺院修行，这才是真正入了“僧籍”。
道信大师虽于七岁出家，但当时正值国家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之际，因缘际会下并没有得到国家
的剃度允许，仅属私度，未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但是要大行弘化，合法的身份是必要的方便，才能与世同存，化乐有情。
于是在隋大业年间（605—617），国家大量度人出家之际，道信得以参加考试，得到政府承认，发给
度牒，分配至吉州（江西吉安县）的寺院居住，这时他已是出家近二十年的比丘了。
    在吉州期间，由于道信为吉州百姓避免了一场劫难，因而受到民众的敬仰，于是名声大振。
不久，道信欲往衡岳，在路过江州（江西九江市）时，应僧俗两界的邀请，住持庐山大林寺，且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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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十年。
庐山大林寺是三论宗兴皇法朗的门人智顗创建的道场，智顗曾师从三论宗高僧兴皇法朗大师，又跟随
天台宗的智头修学禅法。
道信在这里受到以般若性空为核心的三论宗义以及天台宗的浸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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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今天的世界唯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
源，是苦恼之源。
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当年我读四书五经，都是要背的。
小朋友们要放学了，心里高兴，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
这样读书，心里会记住，一辈子忘不了。
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
    ——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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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听南怀瑾讲佛学》编辑推荐：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
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
与南怀瑾同行，聆听来自佛门净土的清净智慧！
这是一场与智者高人的对话，一次对自我灵魂的审视。
无量佛如莲，无边佛法如莲，人生亦应如莲，安详则步步生莲。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
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
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
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今天的世界唯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
源，是苦恼之源。
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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