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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怀瑾选集》出版缘起南怀瑾先生是一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
1918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的一户书香门第之家，现年85岁。
他幼蒙庭训，少习诸子百家之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值青年的南怀瑾投笔从戎，跃马于西南边陲。
尔后返蜀，执教于当时的中央军校、金陵大学。
他资禀超脱，不为物羁，每逢假日闲暇，辄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访求高僧奇士。
曾隐遁于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通读卷帙浩瀚的《大藏经》。
旋走康藏，参访密宗大德，对藏传佛教的各派学说均有精深的研究。
离藏以后，转赴昆明，初讲学于云南大学，后任教于四川大学。
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
不久归隐于杭州天竺山、江西庐山，潜心治学。
去台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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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谋略，中国古代文化又称为纵横之术、长短之术、勾距之术。
用现代话讲，就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
为总结历史的经验，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就中国古代谋略做过系统讲析，其讲记以《历史的经验》
为名，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85\1986年分两册出版。
第一册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论》精华，参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实例，
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
第二册是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的逐句串讲。
《素书》名为黄石公所传，张良辅佐刘邦，兴汉灭楚，兵机谋略，多得是书之助，张良之后，此书不
知去向，至晋，有人盗张良墓，于玉枕处发现此书，始得再传于世。
本书重在其中经义的阐发，并将近一百五十则历史故事，铺注于原经文之后，供读者经史相参，从中
悟得创业待人的道理。
1990年我社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历史的经验》两册合为一册(分上、下编)，以《历史上的
智谋》为名，改排出版，以供研究。
1992年恢复原名再版。
如今刊出的是老古丈化事业公司
1995年11月的最新版。

本书初名《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77年9月出版，1984
年3月第3版时改为《新旧的一代》。
它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所作的专题演讲。
在演讲中，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对人们心理状态的影响
，作了透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值得审思的问题。
内容叙及：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重大的政治事变；中西文化的冲撞；学术思想的演变；古代的文化
教育制度；现代的道德价值观念；老少之间的代沟；新旧不同的读书；旧八股与新八股；私塾与家教
；尊师重道；安身立命；以及青少年的个性、学识、心理、经验、行为，等等。
言语委婉，知识丰富。

本书初名《序集》，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86年12月出版，1992年1月第2版时改为今名。
它汇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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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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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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与时代历史
牵涉到商鞅
外才与内用
张仪的故事
刺激的教育
山梁雌雉时哉！
时哉！

引用历史的经验
长短纵横
人臣之道
六种正臣的典范
恕臣之道
反派臣道的型态
防邪之道
忠奸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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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素书六章
原始章第一
求人之志章第二
正道章第三
本德宗道章第四
遵义章第五
安礼章第六
太公兵法?
上卷
中卷
下卷
阴符经（〔汉〕张良等注）?
上篇?
中篇?
下篇?
附录一
张良传
附录二
《素书》原序
附录三?
太公《阴符经》述要????
亦新亦旧的一代??
出版说明?
三版献言?
前言
一、 变迁的时代与不满的心理?
不满现实的历史心理?
时代演变中的思想与感情?
尚未成熟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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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文化的影响?
现实与反现实?
近世西方文化的三股潮流
二十世纪开始的青年与中国
五四运动以后的重重难关
三、 大时代的小故事
开始没落的西方文化?
有关中美文化的不同看法?
美国青年观念中的现代文明?
美国教授观念中的中国文化思想
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
四、 美国文化带来的迷惘?
西风吹醒日本登上列强的席次?
西风吹乱黄华?
第二次大战中的暴发户——美国?
平天下不能寄望于牛仔式的纨?
千金之子与贾母
美国文化不是人文文化的指标
五、 望子成龙
反身而诚论遗传?
望子成龙岂如人意
什么是家庭教育?
中国文化中家庭教育的论著?
六、 孝和爱?
以孝道治天下的家庭教育
东西文化的“爱”和“孝”?
七、 旧八股和新八股?
秦汉以后读书与教育之目的?
汉唐的“选举”、“考试”制度?
新旧教育亟待修正的八股学风?
八、 从处变自强说起
救亡图强的思想与历史
明清之间的诸大儒
乾嘉以后与龚定?思想的关系
有关现代的学术思想
万木无声知雨来的思想界
九、 六十年来教育的变和惑
由旧式的“家塾”到新式的学校
家塾教育的回顾
家塾中的读书
写字的“启蒙”
塾师和家塾
十、 七十年前八股文的思想与教育
由家塾教育的启蒙到书院
旧式“八股文”
十一、 新旧教育的变革
附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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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值得反省的代差与教育
文化史上的一笔“呆账”
先从小学教育的课本说起
以考试为学问的流弊
新式与旧制小学的差距
十三、 教育与文化的中空
再说中小学教育的“代差”
六十年来演进中的大专教育
由旧式教育转向新式教育
新旧读书方法
才流都向考中磨
十四、 尊师重道
中国传统文化的师道
现行三级学校的敬师
谁能遣此的大专学风
家庭与社会的尊师
师道的自尊
十五、 武侠小说与社会心理教育
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思想背景
武侠在历史文化中的分量
侠义小说的兴起
抗战期间的武侠小说
近年武侠小说的演变
阅读武侠小说的风气?
武侠小说写作的泛滥?
武侠与社会教育?
十六、 老文学和新文艺?
公文语体化的历史渊源?
白话文和中国文化的命运
新文艺运动中白话的古文
古文的劳苦功高
更上层楼的负担
十七、 人性与人欲
儒家学说中的人性善恶观
孟子与告子的论辩
荀子的性恶说
扬雄的善恶混杂说
王阳明的见地
界说不清的症结
希腊哲学对人性的知见
西方宗教文化的人性问题
有人认为欲非恶
人欲与天理说
儒道两家共通的观念
大乘佛学的原始人性本净论
隋唐以后佛学与儒道的互注
欲非恶与恶之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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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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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之部??
道家之部??
经义之部??
禅宗之部??
密宗之部??
健身之部??
历史之部??
其他??
南怀瑾先生著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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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人与牛的故事    予路拯溺而受牛谢。
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
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
(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
)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
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
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反廉也。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
；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
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咸也。
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
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这与廉洁或贪污有关，廉与不廉，这中间很难分辨，这里就举中国文化的历史故事：孔子的学生子
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生命，这个落水的人，是一个独子，·他家里非常感谢，谢了他一头牛
。
子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大概杀来炖牛肉给老师吃。
(一笑)。
而孔子对于这件事奖励子路，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提倡得好，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救
了人有牛肉吃，这样很好嘛!子贡比子路有钱，当然，子贡的个性也不同，依鲁国的法令，当时的奴隶
制度，赎人回去，奴主应该收赎金的，可是子贡不收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
这两件事，子路收了别人的红包，孔子说他收得对，提倡好的风气是劝德，而子贡这样做应该也没有
错，他谦让嘛，自己有钱，不收人家的钱。
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别人不敢随便赎人了，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很难。
由这个道理看起来，人应该廉洁，不苟取，一点都不要，这是对的，当然，不可以提倡贪污，不过有
些时候，像子贡的不受金于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来，不然就会收到廉而过洁的反效果。
匡衡论政风    汉朝的匡衡(匡衡上疏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汉武帝是非常英明的皇帝，而匡衡这个年轻
的读书人，当时提了好几个报告，指出汉武帝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要更改，那要更改，汉武帝非
常重视)就说：孔子说过以礼让治国很难得。
孔子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是天下的中心，对下面的风气，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中
央政府中的重要干部，彼此之间都很礼貌，很有风度，影响到下面的社会，就不会彼此纷争；上面的
人好仁乐施，下面的人就不会粗暴犯上；上面的人提倡节义，有高度的节操，下面的社会风气，则会
跟着好转过来；上面宽厚柔和，下面彼此就有爱心。
这四点，就是英明的领导人用不着以威严来下命令，而以自己的行为，使政治风气好转，下面就自然
会受到感化。
什么理由呢?因为在中央政府中的大臣们，如果意见不同，讲话时吵得脸红，于是影响到下面，就发展
为打架了。
上面的人如果喜欢独断独行，影响到下面的人一点都不谦让。
上面如果有克胜争功的风气，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伤害别人的心理，上面的人好利，到了下面就变成偷
了。
这是说上位者的作风，就是政治风气的根本。
引用历史的经验    他话说到这里，就引用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秦王：    “臣敢言往昔：昔者齐南破
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之君，地广而兵强，战胜攻取，诏令天下，济清河浊，足
以为限；长城、距坊，足以为塞。
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而无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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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
”    张仪在这个时候，要挑起战争。
他希望秦国出战，但没有直接教秦王非打不可，他只拿历史的经验来说，提到齐国。
研究这一段历史要注意的，秦是在西边，齐国是介于现在山西与山东之间，他说历史上齐国称霸的时
候，那么了不起，四面攻破了各国，一个命令下来，列国都听他的。
南有济水黄河，北有长城作防线，像这样一个平原国家，各方面受敌，只要一次大败仗，齐国就完了
。
他那个国家的命运注定非打胜仗不可，由此可以看到战争的重要。
这段话张仪是挑动秦国非打不可。
    “且臣闻之曰：削株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    这是普通作人的道理，国事也同个人的事一样，农业社会人人都知道的比喻，砍去一棵树要挖根
才彻底，但不要碰到旁边的树，如把旁边的树根也挖掉，就成问题，这个祸就闯大了。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老话，也是作人的道理，凡事挖根要彻底，不要留下祸根，但是对于与此事无关
的部分，不要轻率地去伤害，伤害了就闯祸。
    张仪接着就指出秦国当时的近代历史：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
王亡奔走，东伏于陈。
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举荆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
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
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荆人和。
今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一也。
”    这一段是批评秦国的不对，军事策略上的错误，他说你们一度和荆国作战，破了荆国，拿下了郢
——现在武汉以北一带，取下了洞庭、五都，江南，一直到达现在安徽这一带了，荆王也逃亡躲到陈
国不敢出来了。
当这个时候，如果秦国一路追击下去，则整个荆国可以拿下来，拿到了荆国，则秦民可贪，地可利。
进而影响东面的齐国、燕国都可以控制了。
中间可以驾凌赵、魏、韩等三晋地，你秦国就可以一战下来称霸世界。
结果你秦国的决策不这样做，反而引军而退，打有限度的胜仗，跟荆人谈和了。
结果，荆人又慢慢恢复了，强起来了，又变成了你秦国的敌人，所以第一个错误就犯下去，不能做联
合国的盟主——成伯。
    研究这一段书，我们就感到，历史虽然已为陈迹，却足以发人深省。
我们读这一段历史，再看看国际的现势，美国对北朝鲜、对北越的战争，在军事策略上是不是也同样
。
    他讲秦国的第二个错误：    “天下有比志而军华下，大王以诈破之，兵至梁郭，围梁数旬，则梁可
拔。
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志绝，荆赵之志绝则赵危；赵危而荆孤；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
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
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魏氏和。
令魏氏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二矣。
”    我们拿这一段历史的经验，看看今天的越南(时为一九七五年四月)，又投降了。
张仪说，你秦国有一次在北方的战争，已经打得很好，你已经打到了梁国，把梁的城郭包围起来，已
经可以把它拿下来了，拿了梁，魏国就站不住了，得到了魏国，荆、赵就不会有斗志。
赵危，荆孤，一直下来，也可以称霸天下。
(这要注意，没有说统一，不像后来秦始皇要消灭人，这里是只想称霸。
)结果你秦国的谋臣又是不准打完全胜利的战争，撤兵回来，和魏国讲和，魏国又壮大起来。
    第三点，张仪谈到秦国的内政：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
是故兵终身暴灵于外，士民潞病于内，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三矣。
”       张仪说穰侯(秦国的权臣)当政的时候，内政上兵力用得太过分，想用一国的兵力完成两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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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服兵役的人，终身奔波于外，国内的工商业衰落了，农村破产，这是第三点的错误。
    接着指出秦国的谋臣太差劲，如美国的参、众两院，基辛格、费正清这些人，都是美国现代的策士
。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
其民轻而难用，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氓，
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大王以诈破之，拔武安。
当是时，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然则是邯郸不守，拔邯郸，完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
，逾羊肠，降代、上党，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
代，上党不战而已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已反为齐矣，中呼池以北战而已为燕矣。
然则是举赵则韩必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挟荆，
以东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流魏氏，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
大王拱手以须，天下遍随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赵氏为和。
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业，地尊不可得。
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
且夫赵当亡不亡，秦当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谋臣一也。
”    赵氏是现代河北山西一带靠北面地方，在当时是中央之国，杂民之所居，这问题很大，讲到历史
要特别提出来研究的。
    杂民所居的地方，政治上很成问题，如历史上自汉朝以后，有一个魏晋南北朝，这时都是外来的民
族。
因为汉朝自高祖以来，三四百年间，对西北的外来民族，始终没有办法，因此形成了以后南北朝两三
百年间汉族与外来民族的纷争。
到了唐代的时候，唐太宗那样了不起的人，对于边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汉唐两代，对外来民族，唯
一的办法，就是靠通婚来羁糜，都是靠“和番”政策。
所以唐末直到后来五代时候，就是杂民之所居，发生了变乱。
    那么是不是杂民所居不可以?不是不可以，血统的交流不是不可以。
问题在于有很重要的一点，古人始终不知道的，在孔子的思想里有这一点，不过表达得不很具体，就
是“文化的同化”这点古人不知道。
假使唐代就知道了文化是政治战的一个最大的力量，那中华民族今天的国势，还不止是这样而已，很
可能西面已经到了欧洲。
其次要注意的，近代东西方文化思想沟通以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各国之间，在侵略别国以
前，先作文化的侵略，最后消灭一个国家，也是靠文化。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他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当地人说日本话。
他不像元朝的蒙古人，也不像汉代、唐代的外来民族，进了中国跟着说中国话。
乃至把历史文化都改变。
文化虽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力量很大。
现在我们知道战争中包括心理战，也非常重要，文化战还是口号，没有具体的东西拿出来，尤其现在
我们在提倡文化复兴，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的文化是在衰落。
像我们手边拿来研究的东西，就是真正中国文化之一，而且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却只有少数人去看它
。
    这是由“杂民之所居”一句所引出来的感想，提出来值得大家研究和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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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
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
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
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
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咸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
法它、模仿它。
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
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
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的。
所谓“资治”的涵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
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
治，便是政治。
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
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
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当然，笑话归笑话，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
    我讲历史的经验，时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时兴之所至，信口开河，毫无
目的，也无次序地信手拈来，随便和“恒庐”的一般有兴趣的朋友谈谈。
既不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历史，更无所谓学问。
等于古老农业社会三家衬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三国演义》、《
封神榜》等小说，赢得大众化的会心思忖而已。
不料因此而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促成老古文化出版公司搜集已经发表过的一部分讲稿，编排付印，
反而觉得有欺世盗名的罪过。
因此，联想到顾祖禹的一首诗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
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
”我当忏悔。
                                         一九八五年端阳  南怀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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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怀瑾选集》(第6卷)出版于2003年。
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的需要，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南怀瑾先生的这些
著述汇编成十卷，精装印行。
在书中，南怀瑾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讲解儒释道三教名典，旁征博引，拈提古今，蕴意深邃，生动
幽默，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受海峡两岸各层次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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