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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历年来为自己的著作、他人的作品、整理出版的古籍所撰的序跋
，以及其他文翰。
总计七十二篇，分为儒家、易经、道家、经义、禅宗、密宗、健身、历史、其他等九大类，对中国文
化的方方面面作了精深的阐述。
内容叙及：古代文献；诸家学术；社会变迁；文史掌故；经世治学；为人之道；孔孟精髓；道藏珍蕴
；易学源流；佛经大义；禅宗语录；密教修行；兵法谋略；阴阳术数；瑜伽气功；保健养生；诗词歌
赋；古文今译；以及作者的行履交往，等等。
文辞典雅，见识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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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1918年——），国学大师，诗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其著作多以演讲整理为主，
内容往往将儒、释、道等思想进行比对，别具一格。
出生于中国浙江温州乐清南宅殿后村，20世纪80年代末筹资兴建金温铁路，并于1998年建成通车。
现居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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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道藏》缘启　　中国文化，为东方学术思想之主流，此为世界学者
所知之事。
而中国文化之中坚，实为道家之学术思想，此则往往为人所忽略。
盖自秦汉以后，儒道与诸子分家，儒家学术，表现其优越成绩于中国政治社会间者，较为明显。
道家学术则每每隐伏于幕后，故人但知儒术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之大计，而不知道实操持拨乱反正之机
枢。
更何况后世之言治术与学术思想者，虽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故作入主出奴之笔，使之迷惑其源
流。
复因历代修纂历史学者，与乎明清两代编集群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主持之编纂者
，大抵皆极力标榜儒术而偏斥道家。
于是冠以经、史、子、集为正统传统文化之经纬，外若道家学术，若不冠以异端偏说之论，即漫存少
数于子部之中。
虽贤如纪晓岚亦有明言评其内容为“综罗百代，博大精微”之语，要皆囿于传统学者之习见，不敢明
扬而推广之，殊为遗憾。
因此而使后世学者，不知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之道家学术思想为何事，仅以老子、庄子、列子等数人学
说，即以概道家学术之全体，岂但贻人浅陋之讥，实亦不悉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之渊源脉络，与其
演变为百家学说之因由，至为可惜。
至于清代以后之道家者流，高明之士，大都高蹈远引，不预世务。
粗浅之辈，多半孤陋寡闻，师心是用，抱残守缺，自以鸣高，尤堪浩叹。
　　然以中国往昔历代古人，对于固有文化学术之重视，虽因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而具有远大胸
襟，不避世俗讥议，修集道家学术思想为一大藏，仿效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之整编工作，有明正统
万历间，相继纂修，以千字文为次，自天字至群字为汇刻旧藏之目；自英字至缨字，为明人新续之目
，总为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即为传世之《正统道藏》正续编。
固已将自周秦以前以迄明清为止之五千年来，凡有关于道家学术思想之撰述，真伪精粗，均已一并罗
列俱存，使后世之人，欲穷先民学术思想之根源，以及黄帝子孙，欲了然于列祖列宗博大精微之思想
者，确已藏集无遗。
虽如长炬明灯，自来皆埋光于幽室之间，然终将有时烛照天下，透其五千年来智慧结晶之光辉于无间
也。
　　前人保存将护此一文化学术之巨帙，固已历尽艰辛，而后世子孙能加发扬而光大之者，尤当责无
旁贷。
　　但自民国初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为之号召，促成当时大总统徐东海主衔其事，曾经影印北
平白云观版之《道藏》及《续藏》全部以外，至今仍如暗室幽灯，隐晦不明。
故有心之士，身际此时此地，当此民族文化存亡续绝之秋，宁不见义勇为，为之重新铸版而阐扬之耶
！
近年以来，即有自由出版社萧天石先生首倡影印《道藏》精华中有关丹道之古本以来，今有艺文印书
馆严一萍先生，独力具此壮志，不计成败利钝，毅然从事重印，岂独为经营而牟利？
实亦泣血椎心，有不得不姑作牺牲之怀抱也。
何况正当此时，又得侨居海外学者及国际龙人等之鼓励，岂可让此中国文化之主流，湮没而不彰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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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泛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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