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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辈子同文字打交道，自然是读了一些书。
但对一位作者的书读得那么认真、那么津津有味，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读了他十几本专著，在我的读书
经历中，算是件稀罕的事。
这位作者就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
虽然未曾谋面，未拜过师，但是，我在书信中还是称呼他为“老师”——不是北京眼下逮住谁都叫“
老师”的客套，而是从心底里感到，南怀瑾先生的学问、人品，确实令我敬佩、羡慕。
    南怀瑾先生在台湾有许多头衔：“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国学大师”
和“禅宗大师”等，还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流传最广的却是这个最普通的称谓
——南老师。
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这样称呼他；不管三教九流，男女老幼，也都如此亲昵地叫着他；
许多人都以是南老师的学生而引以为荣，而南老师自己则经常谦虚地说：“我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学
生，也没有收过一个徒弟。
”接着，还自我幽默一下：“老师早，老师好，老师不得了!我最讨厌人家把我当成偶像。
吾乃一凡人，不足让人盲从我。
”    南老师自谦为“凡人”，实际上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南老师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的一个书香人家，自幼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
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还学习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此外，还学习文学、书法、医药和易经、
天文等。
    抗战军兴，南老师入川，曾任教于当时的“中央军校”，并在金陵大学研究所研究社会福利学。
后离校，专门研究佛学，花三年时间遍阅《大藏经》，后又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大师。
此后，曾讲学于云南大学和四川大学。
    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七年返乡。
不久，归隐于杭州之三天竺之间；后又于江西庐山天池寺附近结茅篷清修。
    一九四九年春，南老师去台，一住近四十年，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先是个别授学，后执教于文化大
学、辅仁大学以及其它院校和研究所，并创办东西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等文化事业。
    南老师学问博大精深，一生著作等身，在台湾已出版了三十一部专著，其中大多为南老师讲述，他
人整理。
目前，还有大量讲学录音带尚未整理。
南老师的著作不像三毛、琼瑶的小说那样畅销一时，而是长销不衰、一版再版，最多的一种达十八版
，印数四十万册。
台湾流传一段佳话：一对新婚夫妇互赠礼品，新郎向新娘赠送一套《论语别裁》，新娘还赠一套《孟
子旁通》，而这两部书都是南老师的著作。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大陆的读者有机会读到南老师的书。
自一九九0年以来，大陆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几家出版社，已先后出版了南老师
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历史的经验》、《禅宗与道家》、《静坐修道与
长生不老》等好几部专著，还有《禅海蠡测》、《易经杂说》和《易经系传别讲》等正在洽商出版中
。
南老师的书在大陆虽未引起轰动，但也拥有不少读者。
在我的朋友中，有专家教授，也有青年学生、一般干部，凡读过南老师著作的人，无不叫好，无不佩
服。
一 位朋友说，他在书店看到南怀瑾的书，随便翻翻，就毫不犹豫买下来，虽然书价不低。
一个个体书贩在我案头看到南老师的书，就说：“南怀瑾的书好卖，有人一看见‘南怀瑾，三个字就
买，都说这老头子学问大，字字值钱。
听说他九十多岁了⋯⋯”他讲了一大堆不知从哪儿听到的传闻，说得有点神了，我赶紧拿出南老师的
相片给他看，并告诉他，老师今年才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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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读南老师的书，因为他的书别具一格，不同凡响。
南老师毕生钻研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他并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的训诂注疏，不固执于一得之见、一
家之言，而是透彻地理解儒释道各家的学术精髓，结合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和现代人的种种心态，广
征博引，谈笑自如。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这是南老师客厅里挂着的条幅，反映了南
老师宽阔的胸怀和执著的追求。
    南老师的著作一个难能可贵的特点是通俗易懂。
《易经》、《论语》、《老子》这些几千年前的深奥经典，南老师用通俗、轻松、幽默的现代口语讲
解起来，使读者如同听故事读小说，入耳入脑，爱不释手；南老师的书还充满人生哲理、富于强烈的
民族意识。
难怪出版界争相出版南老师的书。
    我无意吹嘘南老师的书完美无缺或句句是真理。
我敢说，国内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肯定可以在南老师的书中挑出毛病或提出完全与之相反的观点。
本来，如何解释、评价几千年前古人讲过的话，有不同的意见是很自然的。
老子的一部《道德经》，才五千多字，但后世诠释评价《道德经》的文章专著恐怕已有几千万言了，
不仅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无不掺进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观点，老子如果活到现在，不知作何感想。
所以，南老师谦虚地把自己的书名都用上“别裁”、“杂说”、“旁通”等。
    南老师现已离开了讲坛，几年前，移居香港。
南老师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但声名远播、桃李满天下；南老师学富五车、功成名就，但没有高官厚
禄、腰缠万贯。
出于对家乡的厚爱，出于对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企望，南老师在海外筹集巨资，建立了几个投资公司
和基金会，在国内开办或筹组八个合资企业，合资修建温州至金华的铁路的项目也正在落实；南老师
慷慨解囊，在全国二十多所高等学校设立奖学金或提供资助，但是他不让宣传，连他亲近的人也说不
清有多少人得到过南老师的扶植。
    南老师的书在大陆已印行了几十万册，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但南老师的身世人品还鲜为人知。
我根据间接得来的信息作此短文，不足以全面反映南老师的道德文章。
这是我第一次未经采访本人而写成的“人物专访”，但愿有机会亲聆教诲，向喜欢南老师书的读者介
绍南老师不平凡的业绩。
    练性乾    一九九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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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取材自南先生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禅宗与道家》、《新旧的一代
》、《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观音菩萨和观音法门》和《金粟轩诗放八讲》等。
我所做的事就是剪刀加浆糊，“断章取义”，稍加整理。
好在南先生的书通篇结构严谨，但撷取一段，又能独立成篇。
文章的标题大多是原书听小标题，小部分是我加上去的，在编辑过程中只删去个别字句。
纯粹是技术性的。

本书内容博大精深，文字通俗易懂。
既涉及诗话与人生、文化与文学、读书与论史、谈典与论人，也涉及知命与立世以及作者的人生精言
；在阐述我国传统文化经典名著时，作者广征博引，谈笑风声；谈诗时，既有典故，又有哲理；谈人
生时，引用了大量典故和诗词；用典故时，又有作者其独到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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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华夏智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
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
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
　　青年时代，正值抗战军兴。
南怀瑾先生毅然辞亲远游，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其服务社
会大众。
其时，每逢假日闲暇，胤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
复于青城山灵严寺，有缘结识名重一时的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先生，遂拜门墙，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
教官之职，追随袁先生左右，潜心研修佛学。
1943年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持,闭关三年间，遍阅《大藏经》万万卷，印证个人修持所得，遂至终身
受益无穷。
1945年，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得到贡嘎活佛等多位著名活佛、高僧的真传，佛法修持更为精湛
，得到白教、黄教、红教、花教等各教派的印证，被承认为密宗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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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言可以兴邦的史实很多。
一个例子是唐太宗时代的名论：“创业难，守成也不易。
”这个道理，不但国家天下事如此，个人也是如此。
一个人由贫穷而变成富有，是创业难，至于子孙的守成，又是一个大问题。
究竟哪一个难?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素来认为两者皆不易。
另一个例子，宋高宗曾说过，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
其实这句话，春秋战国时，卫国的蘧伯玉也这样讲过，人由于年龄的增加，经验的累积，回过头一看
，才发现过去的错误。
    “一言丧邦”，一句话而亡国的，又可以举很多例子了。
历史上楚汉之争，刘邦的长处，是听从别人的话，他之所以成功，是别人的好意见能马上接受。
我们研究历史上一些成功和失败人物的性格，会发现很有趣的对比。
有些人的性格，喜欢接受别人更好的意见；不过，能立刻改变，马上收回自己的意见，改用别人更好
意见的人太少。
刘邦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而项羽，自己的主意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这一点，在个人修养上要注意，尤其作为一个单位主管，往往容易犯一种心理上的毛病，明明知道别
人的意见更对，更高明，可是为了“面子”，为了怕“下不了台”而不接受。
这种心理，大而言之是修养不够，小而言之是个性问题，自己转不过弯来。
我们看看项羽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决定：当项羽打到咸阳的时候，有人(据《楚汉春秋》的记载是蔡生
，而《汉书》的记载是韩生)对他说：“关中险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
”劝他定都咸阳，天下就可大定。
    国都应该定在哪里?历代都有讨论。
宋元以前，首都多半在陕西的长安，宋代因为国势非常弱，定都汴梁。
当时也曾有人认为洛阳是四战之地，不宜为首都。
往下元、明、清八百多年来，首都则在北京。
民国成立以后，关于定都，当时也有许多主张。
一派主张定都北京；一派主张定都南京；还有人主张定都咸阳；又有人主张北京或南京都可以，但是
应该在长安、武汉等地设四个陪都。
这一派人看到了将来国家的大势，要与国际的局势相配合的。
一个国家究竟定都在哪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配合都很重要，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再回来讲，项羽对这个定都的建议不采用。
他有一句答话很有趣，也是他的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就凭了这句话，他
和汉高祖两人之间器度的差别，就完全表现出来了。
项羽的胸襟，只在富贵以后，给江东故乡的人们看看他的威风，否则等于穿了漂亮的衣服，在晚上走
路，给谁看?他这样的思想，岂不完蛋!所以项羽注定了要失败的。
而同样的事发生在刘邦的身上又是怎样呢?    刘邦大定天下以后，他自己的意思要定都在洛阳。
但齐人娄敬去看他，问他定都洛阳是不是想和周朝媲美。
汉高祖说是呀!娄敬说，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有德者，在这里定都易为王；无德则易被攻击。
周朝自后稷到文王、武王，中间经过了十几世积德累善，所以可在这里定都。
现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来的，战后余灾，疮痍满目，情形完全两样，怎么可与周朝相比?不如定都
关中。
当然有一番理由，张良也同意，刘邦立即收回自己的竟见，采纳娄敬的建议，并赏给五百斤黄金，封
他的官。
    以这一件强烈对比的史实，清代嘉道年间，有个与龚定庵齐名的文人王昙，写了四首悼项羽的名诗
，其中有一首说道：“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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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
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
”秦人天下楚人弓”，典故出在春秋战国时，楚王的一张宝弓遗失了的时候，人家向他报告，这位皇
帝说：“楚人失之，楚人得之。
”意思是说皇家保存与百姓拿到，都是一样，不要太追究。
王昙引用这个典故，说秦始皇死了以后，中国人的天下，凡是中国人都可以出来统治。
“枉把头颅赠马童”，指项羽在垓下最后一仗，被汉军将领四面围困的时候，他回头看见追杀他的，
正是一个投降了刘邦的他的老部下，名叫马童。
马童见他回头，侧过脸去。
项羽说，你不要怕，你不是我的故人马童吗?听说刘邦下令，凡得我头颅的可赏千金、封万户侯。
你既是我的故人，就把这颗头送给你。
于是项羽自刎了，这也就是项羽的气魄。
“天意何曾袒刘季?”刘季是刘邦的名字，这是说项羽“非战之罪，天亡项羽”那句话的错误，而项羽
的错在哪里呢?“大王失计恋江东。
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
”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关键。
    这里再插一段闲话。
说到历史很妙，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烧书，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大罪行。
但是他的罪过，也只能负责一半。
因为秦始皇不准民间有书看，把全国的书籍集中起来了，放在咸阳宫，后来项羽放一把火烧咸阳宫，
这把火连续不断地烧了三个月，有多少书籍、多少国家的财富，由他这把火烧掉了。
所以严格说来，中国文化根基的中断，这位项老兄负有很大的责任。
但后世却把这一责任，全往秦始皇的身上推了。
至于项羽的责任，由于对失败英雄的同情，就少提了。
    音乐和诗歌，用现代话来说，即是艺术与文学的糅合。
过去的知识分子，对艺术与文学这方面的修养非常重视。
自汉唐以后，路线渐狭，由乐府而变成了诗词。
    人生如果没有一点文学修养的境界，是很痛苦的。
尤其是从事社会工作、政治工作的人，精神上相当寂寞。
后世的人，没有这种修养，多半走上宗教的路子。
但纯粹的宗教，那种拘束也令人不好受的。
所以只有文学、艺术与音乐的境界比较适合。
但音乐的领域，对于到了晚年的人，声乐和吹奏的乐器就不合用了，只有用手来演奏的乐器，像弹琴
、鼓瑟才适合。
因此，后来在中国演变而成的诗词，它有音乐的意境，而又不需要引吭高歌，可以低吟漫哦，浸沉于
音乐的意境，陶醉于文学的天地。
    最近发现许多年纪大的朋友退休了，儿子也长大飞出去了，自己没事做，一天到晚无所适从，打牌
又凑不齐人。
所以我常劝人还是走中国文化的旧路子，从事于文学与艺术的修养，会有安顿处。
       几千年来，垂暮的读书人，一天到晚忙不完，因为学养是永无止境的。
像写毛笔字，这个毛笔字写下来，一辈子都毕不了业，一定要说谁写好了很难评断。
而且有些人写好了，不一定能成为书法家，只能说他会写字，写得好，但对书法——写字的方法不一
定懂。
有些人的字写得并不好，可是拿起他的字一看，就知道学过书法的。
诗词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几千年来的老人，写写毛笔字、作作诗、填填词，好像一辈子都忙不完。
而且在他们的心理上，还有一个希望在支持他们这样做，他们还希望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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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
一个人尽管活到八十、九十岁，但年龄终归有极限的，他们觉得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能流传下来，
因而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是永久性的。
因此他们的人生，活得非常快乐，始终满怀着希望进取之心。
以我自己来说，也差不多进到晚年的境界，可是我发现中年以上，四五十岁的朋友们，有许多心情都
很落寞，原因就是精神修养上有所缺乏。
    昨天一个朋友来看我，说他看到我的《孟子·尽心章》那篇文章，连着看了三遍，感慨很多。
他说：“你的看法我很赞成，这样来讲对极啦!从前有些人讲不动心，好像是可把心压着不让它动，那
是不对的。
不动心是要能做到临事不动心，才是真不动心。
”事实上，到了利害关头，这个事业可做不可做?很难下决心。
真正的实力，是要在这个时候能不动心，如果能够做到，那么打坐那个不动心，在佛学上讲已是小乘
之道，不算什么了。
要知道处世之间，危险与安乐，不动心非常难，难得很。
另外一个现象，一般而言，大家看活人的文章，不如看死人的文章来得有兴趣。
这也是《易经》的道理，“人情重死而轻生，重远而轻近”，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那是必然的。
曹丕在他的文章里，就提到“常人贵远而贱近，向声而背实”这两句话。
譬如最近美国一个学禅的来台北，他原本在美国名气就很大，但经我们把他一捧，“美国的禅宗大师
来弘道啦”，中山堂便有千把人来恭逢其盛。
如果要我去讲，不会有两百人来听的。
要是我到外国去，那就又不同啦!所以要做事业，人情的道理大家要懂，如果这个道理不懂，就不要谈
事业。
    前面说过，人情多半是“重远而轻近，重古而轻今”。
古人总归是好的，现在我不行，死了以后我就吃香了。
像拿破仑啊、楚霸王啊，死了以后就有人崇拜。
所以大家要了解人情及群众的心理。
人情是什么呢?除了饮食男女之外，权力欲也是很大的，不仅是想当领袖的人才有，权力欲人人都有。
男的想领导女的，女的想领导男的，外边不能领导，回家关起门来当皇帝。
先生回家了对太太说：“倒杯茶来尸太太呢?“鞋子太乱了，老公请你摆一摆⋯⋯”这就是权力欲，人
都喜欢指挥人，要想人没有权力欲，那就要学佛家啦!到了佛家无我的境界就差不多了。
    一个人只要有“我”，便都想指挥人，都想控制人，只要“我”在，就要希望你听我的。
这个里边自己就要称量称量你的“我”有多大?盖不盖得住?如果你的“我”像小蛋糕一样大，那趁早
算啦]盖不住的!这个道理就很妙了。
所以权力欲要控制，不仅当领袖的人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欲，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欲。
因为人有“我”的观念，“我”的喜恶，所以有这个潜意识的权力欲。
权力欲的倾向，就是喜欢大家“听我的意见”，“我的衣服漂亮不漂亮?”“嗳哟!你的衣服真好、真
合身。
”这就是权力欲，希望你恭维我一下。
要想没有这一种心理，非到达佛家无我的境界不行。
    佛家说的“欲除烦恼须无我”，就是要到无我的境界，才没有烦恼；“各有前因莫羡人”，那是一
种出世的思想。
真正想做一番治世、入世的事业，没有出世的修养，便不能产生入世的功业。
我看历史上很少有真正成功的人，多数是失败的。
做事业的人要真想成功，千万要有出世的精神。
所以说，“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前因莫羡人”。
人到了这个境界，或者可以说权力欲比较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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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一辈子同文字打交道，自然是读了一些书。
但对一位作者的书读得那么认真、那么津津有味，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读了他十几本专著，在我的读书
经历中，算是件稀罕的事。
这位作者就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
虽然未曾谋面，未拜过师，但是，我在书信中还是称呼他为“老师”——不是北京眼下逮住谁都叫“
老师”的客套，而是从心底里感到，南怀瑾先生的学问、人品，确实令我敬佩、羡慕。
    南怀瑾先生在台湾有许多头衔：“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国学大师”
和“禅宗大师”等，还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流传最广的却是这个最普通的称谓
——南老师。
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这样称呼他；不管三教九流，男女老幼，也都如此亲昵地叫着他；
许多人都以是南老师的学生而引以为荣，而南老师自己则经常谦虚地说：“我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学
生，也没有收过一个徒弟。
”接着，还自我幽默一下：“老师早，老师好，老师不得了!我最讨厌人家把我当成偶像。
吾乃一凡人，不足让人盲从我。
”    南老师自谦为“凡人”，实际上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南老师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的一个书香人家，自幼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
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还学习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此外，还学习文学、书法、医药和易经、
天文等。
    抗战军兴，南老师入川，曾任教于当时的“中央军校”，并在金陵大学研究所研究社会福利学。
后离校，专门研究佛学，花三年时间遍阅《大藏经》，后又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大师。
此后，曾讲学于云南大学和四川大学。
    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七年返乡。
不久，归隐于杭州之三天竺之间；后又于江西庐山天池寺附近结茅篷清修。
    一九四九年春，南老师去台，一住近四十年，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先是个别授学，后执教于文化大
学、辅仁大学以及其它院校和研究所，并创办东西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等文化事业。
    南老师学问博大精深，一生著作等身，在台湾已出版了三十一部专著，其中大多为南老师讲述，他
人整理。
目前，还有大量讲学录音‘带尚未整理。
南老师的著作不像三毛、琼瑶的小说那样畅销一时，而是长销不衰、一版再版，最多的一种达十八版
，印数四十万册。
台湾流传一段佳话：一对新婚夫妇互赠礼品，新郎向新娘赠送一套《论语别裁》，新娘还赠一套《孟
子旁通》，而这两部书都是南老师的著作。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大陆的读者有机会读到南老师的书。
  自一九九○年以来，大陆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几家出版社，已先后出版了南老
师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历史的经验》、《禅宗与道家》、《静坐修道
与长生不老》等好几部专著，还有《禅海蠡测》、《易经杂说》和《易经系传别讲》等正在洽商出版
中。
南老师的书在大陆虽未引起轰动，但也拥有不少读者。
在我的朋友中，有专家教授，也有青年学生、一般干部，凡读过南老师著作的人，无不叫好，无不佩
服。
一位朋友说，他在书店看到南怀瑾的书，随便翻翻，就毫不犹豫买下来，虽然书价不低。
一个个体书贩在我案头看到南老师的书，就说：“南怀瑾的书好卖，有人一看见‘南怀瑾’三个字就
买，都说这老头子学问大，字字值钱。
听说他九十多岁了⋯⋯”他讲了一大堆不知从哪儿听到的传闻，说得有点神了，我赶紧拿出南老师的
相片给他看，并告诉他，老师今年才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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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是《南怀瑾历史人生纵横谈》的修订本，新版改正了初版书中的错
别字，补上了漏排的段落，并补充了《苦命的皇帝》、《谁有将身作上皇》、《欲除烦恼须无我》、
《春秋多权谋》《——反经》、《苏秦的历史时代》、《商鞅的变法》、《圣盗同源》和《神奇的堪
舆学》等九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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