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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
南怀瑾先生究竟是国学大师，还是禅宗大师，抑或是道家真人？
其实无论称谓怎样，都是对南怀瑾先生学问的尊崇。
南先生博览群书，博古通今，融汇中西学说，涵盖诸子百家，被广大学子视为旷世贤师。
南先生将历史、人生融人各家经典学说之中，以经为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其渊博的知识，包
罗诸子百家思想精华，熔中外古今学说于一炉，含英咀华，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本书系笔者悉心研读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庄子讲记》、《老子他说》、《孟子旁通》、
《禅宗与道家》、《历史的经验》等著作后，采撷先生文慧，意有所至，心有所悟，结合平素所想，
雕琢文字，恣意成文。
本书立足于南怀瑾先生对国学典籍的讲解梳理，从自身出发，在领悟先贤思想的同时，抽丝剥茧，汇
集人生智慧，点拨人隋世故，以平凡的人生视角深入拓展，以读书心得的方式记录先生对生命的理解
。
南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仿佛一颗颗光华闪耀的珍珠，笔者以一己浅见为线将其串联，滴水藏
慧，将先生的智慧箴言一一记录，以期留住智慧的芬芳。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源远流长，古典文化浩如烟海，文化的积淀犹如一部厚重的历史巨著，令许多
人望尘莫及。
然而，南先生却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高深的国学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让平凡的我们也能够一窥传统
思想之深奥广阔，体会中国文化深远的生命智慧和文化底蕴。
历朝历代对于传统文化、历史典籍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注解，南先生博采众长，又不落窠臼，以其独特
的视角评点历史、解读经典，为读者勾勒了一幅深刻而广阔的人生画卷。
南先生讲解的人生道理，看似波澜不惊，却发人深省，他仿佛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弥补了当今中华
文化的断层。
数千年来，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等圣人高居圣坛之上，成为世人高山仰止、顶礼膜拜的神像
，同时也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南怀瑾先生百喻莲花，指点人生，谈笑挥洒中拉近了世人与先贤的心灵距离。
在南先生别具一格的讲解中，你会发现，圣人们的形象与以往诸多学者经学中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
仿佛是身边循循善诱、学识渊博的长者在向你讲述人生的道理，而这些源于他自身修养与学问的积淀
，没有故弄玄虚的高深莫测，有的只是平凡中的智慧闪光。
南先生对于经典的讲解方式通常是剥离旧式注解，以经解经，在原文的逻辑性与连贯陛中找寻圣人的
本意。
因此，无论是儒家思想、道家学说，还是佛学经典，在其解读中都可以找到先生自己的人生痕迹与思
想光华。
本书中，南先生谈儒学，说道家，讲禅宗，评世间百态，论人生种种，听着南先生的谆谆教诲，你仿
佛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空中，恍然如梦，又如梦初醒。
精选出的99个人生道理均提取精彩小节而为章，由点及面，挥洒人生哲理。
有对“人隋世故”的深层解读，有对“心兵”纷乱的理性告诫，有对学问人生的精彩诠释，有对“出
世”与“入世”的深入理解，有对现实博弈的冷静剖析，有对世俗名利的本质论断，有对富贵宠辱的
人性点拨，有对人生旅途的真诚关照，有对得失心念的中肯期许。
本书融汇典籍中的精妙原文、南先生的发散点评，以及笔者的一时感触，自成一文，以笔者的心耳聆
听思索大师对于经典文化的读解，力求借南先生的慧眼于传统文化中寻觅人生的新意。
南怀瑾先生仿佛一方清明空谷，豁达空灵，笔者但求几分智慧回音，萦绕心间，与君共享。
阮卿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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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笔者悉心研读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庄子讲记》、《老子他说》、《孟子旁通》、
《禅宗与道家》、《历史的经验》等著作后，采撷南先生文慧，意有所至，心有所悟，结合平素所想
，雕琢文字，恣意成文。
　　南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仿佛一颗颗光华闪耀的珍珠，笔者以一己浅见为线将其串联，滴
水藏慧，将南先生的智慧箴言一一记录，以期留住智慧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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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情世故”的深层解读　“人情世故”的深层解读　人生难逃三重门，自欺欺人被人欺　父
母要的究竟是什么　交友之道与豪猪哲学　人生只需“以直报怨”　苦海无边处处岸　终身履践的圣
人箴言　轻描淡写的攻击与国王的角度　人性丛林中的忌讳　迁令劝成，人最常犯的两个错误第二章 
纵有千军万马，按住“心兵”不动　“朽木不可雕”的健康养生之道　纵有千军万马，按住“心兵”
不动　何必寻愁觅恨怨东风　一场天理与人欲的审判　无论尘埃金屑，妄念本无分别　“色厉内荏”
的多重含义　人生不可“无所畏”　同流世俗不合污，周旋尘境不流俗　人生如棋一局残，毕竟输赢
下不完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第三章 厚积薄发的人生旅程　绝顶聪明绝顶痴　心无旁骛，一门
深入　打破冥顽终须悟　在培养庄稼，还是在培养孩子　“游必有方”的另一种诠释　修禅当从小事
起　圣人前卫的教育理念：以问答问的教育方式　时时修用万古新　逆水行舟的求学之道　厚积薄发
的人生旅程第四章 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另类解读　“人得其位
，位得其人”的管理艺术　推功揽过的领导艺术　庖丁解牛的人生启示　为后世枉担虚名的先古圣贤
　功成，名遂，身退　只身存天下，忘己成大公　大智若愚，一时骗尽天下英雄　以出世之精神，做
人世之事业　学佛不只为了一方世外桃源第五章 人生弈无处不在　毁誉不动摇　失去承诺，终将失去
一切　行动前究竟要思考几次　天下之事，图难于易　先做人，再理佛　身轻失天下，自重方存身　
君子难过的三重关隘　人生博弈无处不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观水自照，止水澄波第六章 名利，
伤及生命的两件凶器　巧言令色多陷阱　世间哪有不颠倒　矢上加尖，锋刃不存　声色货利冷眼观　
内心深处善恶的交战　被后世滥用的“尚贤”药方　名利，伤及生命的两件凶器　枉从得失计输赢　
众善奉行便成佛　帝王口中冒出的实话第七章 富贵于我如浮云　瑚琏之器与尘世藏珠　“东施效颦”
的人性误区　人生本是缘　洗尽铅华方为真　一如来如大海，厚德方载物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富贵于我如浮云　宠辱不惊，是真名士自风流　在西方圣殿，也在平凡人间第八章 让人生成为一次
有计划的旅行　让人生成为一次有计划的旅行　不要拿人生当赌注　合弃旅途中多余的行李　秀而不
实的个中滋味　“深海沉潜”与“一怒而飞”　灵猫捕鼠的笃定境界　怒翅待风劲，扶摇直上九重天
　堪忍世界中的磨砺　莫让流年于暗中偷换　巍峨的只是脚下的山峰第九章 人生没有什么“观”　天
人游戏：人生总在捉迷藏　人生境界两重天　有求皆苦，无欲则刚　人生没有什么“观”　生死夜荷
花　一切众生皆为佛　琢磨人生　世上少有真圆满　不过一念间，何必太执著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
自知第十章 人生何必走偏锋　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得意忘形与失意忘形　当劫灰也不复存在　
仁义道德面面观　光明磊落自成佛　圣贤相人术　人生何必走偏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追前因，
逐后果　历史悄悄设下的圈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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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情世故”的深层解读：“人情世故”的深层解读：究竟何为人情世故？
明朝诗人杨基在《闻蝉》中写道：“人情世故看烂熟，皎不如污恭胜傲。
”南怀瑾先生对于“人情世故”的理解却有着更深刻的寓意：不是简单的圆滑处世，不是假意的虚伪
逢迎，不是单纯地屈服于现实，而是真正懂得生活的意义，安详地走完自己的人生。
南先生指出，其实，不管是为政或做事，都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懂得“人隋世故”，方能自在做人
。
“人隋”是指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懂
得人，懂得事。
南怀瑾先生借助孔子的一句感慨，点拨了人『青世故的真义。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南先生解释，孔子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做学问，十五年后，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经历过的人
生磨炼，到了三十岁，做人做事、处世的道理就“立”住了，然而，这时候心理还不稳定。
到了四十岁，才真正没有任何疑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
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
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耳中经过心中自定，毁誉不摇，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
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他，使其成为好人。
然后再加十年，到了七十岁，才“从心所欲”，而又不超过人与人之间的范围。
法国里昂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布店老板生命垂危，临终前，牧师来到他身边。
老人告诉牧师，他年轻时很喜欢音乐，曾经和著名的音乐家卡拉扬一起学吹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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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怀瑾讲述99个人生道理》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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