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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它综罗百代，广博精
微，短短的五千丈，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
系、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老子》的讲记；作者以深厚的文史功底，敏锐的社会洞察
力，对《老子》的内涵作了充分的阐解、辨正和引述，具有深入浅出，明白通畅的特点，在普及中国
传统丈化，使深奥的古籍通俗化，专门的学术大众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书未还附有历代《老子
》研究书目+本书原由台湾老古丈化事业公司出版、自1980年问世以来，作者丈根据自己的体认做了
多次修订，现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老古1994年第6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名著，也是研究孟子的生平事迹及其学说的最重要的资料。
许多激励人心、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源出于它。
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孟子》的讲记。
作者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以《孟子》的原文为“经”，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人物活动为“史
”，并配合其他种种历史故事和社会现象，对孟子立身处世的人格及其思想影响，作了透彻的讲述。
它使读者能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轻松而又深刻地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增长文史知识，获取人
生智慧。
书末还附有历代《孟子》研究书目。
本书原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自1980年问世以来，作者又根据自己的体认做了多次修订，现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老古1994
年第6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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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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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怀瑾学问博大精深，融贯古今，教化涵盖儒、释、道，更及于医卜天文、诗词歌赋。
在台湾，人们尊称他为“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和“国学大
师”，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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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再循历史时代回溯上去。
例如最著名的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文帝与景帝父子相继，为汉朝鼎盛的尖峰时期；唐朝的“贞观
之治”，乃至于唐玄宗——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写的夜半与杨贵妃窃窃私语，发誓“在天愿作比
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唐明皇，他们年轻时代，初期开创基业所用的都是道家学术——也就是“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而汉、唐这两个时代，亦就是整个历史上，算来是最可观的时代。
　　由此可以证明，道家学术在“拨乱反正”的机运上，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不能不知。
　　再看近代的史实，清兵人关，统治了当时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成立大清帝国。
所用的方略，领导政治的最高哲学思想，就是《老子》的学术，他所用的兵法也不讲究《孙子》，也
不用其他兵书，就干脆研究《三国演义》。
　　研究《老子》的学术，用之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等方面，尤其与开国创业时期的
关系，就要把康熙以来历朝事物，研究得清楚，那大概可以知道老庄哲学的运用了。
　　清康熙在十二岁的幼年，就登位当皇帝了。
当时中国的版图，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受他统治，外面有四个强有力的藩镇、诸侯，内有掌握了大权的
权臣，他的帝位还在摇摇欲坠。
可是他在以后的几年中，能够把内在的障碍排除，外在的势力削平，进一步，奠定大清二百余年的基
础。
由于他六十余年的努力，打好了升平治世的根基，这都不是偶然得来的。
可以说有清一代的成就，上比汉、唐两朝更兴隆，更鼎盛。
　　回顾历史的陈迹，展望未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动乱的时代，大概不会再延续太久了，照历史
法则的推演，应该是丁卯年一九八七年以后，我们的民族气运与国运，正好开始回转走向康熙、乾隆
那样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续二三百年之久，希望现代青年，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就更要懂老子
的思想学说。
　　现代一般人对《老子》一书，名之为《道德经》或《老子道德经》，因为这部书，前面部分论“
道”，后半部分谈“德”，所以又有此别名，而且远自汉、唐，就有此分法。
据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O八年)易州龙兴观建立的《道德经碑》，内容即是《老子》这部书，碑的
正面刻的是《道经》三十七章，背面刻的《德经》四十四章。
另外在《弘明集》所载牟子《理惑论》中，有“所理正于三十七条，兼法老氏道经三十七篇”的话，
而牟子为汉代人。
由此可知，远在汉代，已有人将《老子》一书分作道、德二经了。
不过以《道德经》三字统称《老子》　　一书的，可能自沿用唐代开始的习惯。
　　这些属于考据上的事情，暂不去深究。
　　在唐朝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这故事中，更可看到人性的另一面。
　　英明如唐太宗，他当皇帝以后，因为自己的姓氏——“李”的来由，在传说中非常稀奇古怪。
照古老神话的传说，李姓的第一代始祖就是老子，远在尧舜时代的人，因为在李树下出生，所以就姓
李。
更传说他母亲怀胎了八十一年之久，因此生下来时，须发皆白，立刻就成为太上老君，这是关于老子
诞生和姓氏来源的传说。
　　唐太宗之姓李的来由，研究起中国姓氏源流和宗族渊源来，又有各种说法。
可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一定要把家族祖先的血统追溯得更光辉一些。
正如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在人群社会中有了事功上的成就，一定要找根，而且一定要使那根整饰、
塑造得光辉一点。
这是人性必然的道理。
同样地，唐太宗也要找根，也要找一个光辉的根。
追溯历史，李姓人物，以老子最好，在学术上的成就很了不起，所以他设法说成是老子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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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子只是在学说上有成就，还要把他再捧高一点，后来李唐子孙便把他捧为教主，变成“太上老
君”，封为道教的教主。
道教实际上也成为唐朝正式的国教，只是当时没有“国教”的名称，而事实上唐朝历代的帝王、皇后
、嫔妃都要像佛教的受戒一样，去受符篆。
如唐玄宗、杨贵妃这些人，都曾受符篆。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他选择了朱熹，所以大捧朱熹。
本来，他想把祖宗和朱熹扯上关系，可是自己毕竟是一代帝王，这种事不能太过分勉强。
只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在到处流窜为害时，一天打到张飞庙，问得庙中供奉的神像是张飞，于是一
时兴起，居然懂得姓氏宗族的人伦道理，要到庙里祭拜，下令部下作祭文。
可是那些被胁在帐下的穷酸文人作的祭文，引经据典，他自己看不懂，大为不满，一连杀了几个文人
，最后还是自己动手写道：“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俩连宗吧!”就这样连起宗来了，成为千秋的
笑柄。
　　可是，朱元璋打算把朱熹拉进自己祖先行列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一个理发的也姓朱，就问理发匠
是不是朱熹的后代，这理发匠说：“我不是朱熹的后代，朱熹绝对不是我的祖先。
”朱元璋说：“朱熹是前辈大学问家，你就认了吧!”理发匠说：“绝对不是。
”这一来，朱元璋“攀亲”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转念之下，觉得一个平民中的理发匠，尚且不肯乱
认祖宗，而自己当了皇帝，又何必认朱熹为祖先，因此打消了原有的念头。
可是对于朱熹，还是极力地捧起来。
例如，在明朝应试求功名，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不可，后来演变到清朝，承袭明代故事，便以朱
注“四书”为考试制度中评判高下、决定取舍的标准本。
　　　　有关大盗窃国、小盗窃货等的哲学观念，大概已如上述，暂时不必再加讨论，到此打住。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素来朝儒道并不分家的传统思想方向施政，固守以农立
国，兼及畜牧渔猎盐铁等天然资源的利用以外，一向都用重农轻商的政策，既不重视工业，当然蔑视
科技的发展。
甚至还严加禁止，对于科技的发明，认为是“奇技淫巧”，列为禁令。
因此，近代和现代的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科学，哲学等学识之外，眼见外国人富国强兵的成效
，反观自己国家民族的积弱落后，便痛心疾首地抨击传统文化的一无是处。
如代表儒家的孔孟伦理学说，与代表道家的老庄自然思想，尤其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不值一顾。
　　从表面看来，这种思想的反动，并非完全不对。
例如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等告诫，便是铁证如山，不可否认。
而且由秦汉以后，历代的帝王政权，几乎都奉为圭臬，一直信守不渝。
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如老子的这些说法，都是当时临病对症的药方，等于某一时期流行了哪种病症
，时医就对症处方，构成病案。
不幸后世的医生，不再研究医理病理，不问病源所在，只是照方抓药，死活全靠病人自己的命运。
因此，便变成“单方气死名医”的因医致病了!　　我们至少必须要了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社会
，由周代初期所建立的文治政权，已经由于时代的更迭，人口的增加，公室社会的畸形膨胀，早已鞭
长莫及，虚有其表了。
这个时期，也正如太公望所说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
一般强权胜于公理的诸侯，个个想要称王称帝，达到独霸天下的目的，只顾政治权力上的斗争，财货
取予的自恣。
谁又管得了什么经纶天下，长治久安的真正策略。
因此，如老子他们，针对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病态、社会病态，便说出“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近似讽刺的名言。
后来虽然变成犹如医药上的单方，但运用方伎的恰当与否，须由大政治家而兼哲学家的临机应变，对
症抓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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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一味地盲目信守成方，吃错了药，医错了病的责任，完全与药方药物无关。
　　例如我们过去历史上所讴歌颂扬的汉代文景之治，大家都知道，是熟读《老子》的汉文帝母子，
信守道家的黄老之道的时代。
老子传了三件法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汉文帝自始至终，都一一做到了。
汉文帝的俭约是出了名的，“不贵难得之货”，也是有事实证明的。
他自己穿了二十年的袍子，舍不得丢掉，还要补起来穿。
从个人的行为道德来说，一个“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能够如此俭约，当然是难能可贵。
又有人献上一匹千里马给皇帝，他便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四方，再也不要来献难得的货物。
这是他继承帝位的第二年，有献千里马者的历史名诏。
他说：“鸾旗在前，凤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
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马，与道里费。
”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复来献。
”　　在我们的历史与辑著史书者的观念里，郑重记载其事的本意，就是极力宣扬汉文帝的个人行为
道德，如此高尚而节俭，希望后世的帝王者效法。
如用现代语体来表达这段史实，是说汉文帝知道了有人来献千里马，便说：此风不可长，此例不可开
。
；我已经当了皇帝，要出去有所行动的时候，前面有擎着刺绣飞鸾的旗队，正步开道。
后面又跟着侍候的宫人们，坐着刻画祥风的车队，带着御厨房，平平稳稳，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大
约每天只走五十华里就要休息了。
如果带着警卫的部队，加上军事设备等后勤辎重车队，大约每天只走三十华里便要休息了。
那么，我当皇帝的，单独一个人骑上千里马要到哪里去呢?　　无论是达官显要，乃至贵为帝王，没有
周围的排场，没有军警保护的威风，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并无其他的奇特之处。
甚至遇到危难，还很可能正如民间俗话所说“凤凰失势不如鸡”呢!因此，他退还了这匹奉献上来的千
里马，并且交代下去，还要算还送马来的来回路费和开支。
同时又下了一道命令(当时把皇帝的命令叫“诏书”)宣布说：“朕”(过去历史上皇帝们的自称)不接
受任何名贵稀奇的奉献，要地方官们通知四方，以后不要打主意奉献什么东西上来。
　　这在汉文帝当时的政策作为，的确是很贤明的作风，不只是因为他的个性好尚节俭的关系。
在那个时候，从战国以来到秦汉纷争的局面，长达两百余年，可以说中国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战争的
苦难中。
缩短来说，由秦始皇到楚汉纷争以后，直到汉文帝的时代，也有五六十年的离乱岁月。
这个时候的社会人民，极其需要的便是“休养生息”，其余都是不急之务。
所以他的政策一上来便采用了道家无为之治，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不要主动去生　
　事)为建国原则。
首先建立宽厚的法治精神，废除一人犯罪，并坐全家的严刑。
跟着便制定福利社会人民的制度，“诏定振穷、养老之令”。
　　诏日：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
而吾百姓鳏寡　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
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　所以振贷之。
　　又日：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注：年初及随时的意思)使人存问长老。
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哉!具为令：八十以上，月赐米肉酒。
九十以上，加赐帛絮。
长吏阅视，丞若尉(丞、尉都是地方基层官职名称)致二千石(地区主政官职称谓)遣都吏循行，不称者
督之。
　　学老子的汉文帝绝对没有错。
但是后代有些假冒为善，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帝王们，却错学了汉文帝。
例如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篡位当上晋朝开国皇帝的第四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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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拍错马屁的太医司马程，特别精心设计，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
去。
司马炎便立刻把它在殿前烧了，并且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传统文化的精神)所禁”。
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有罪。
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作什么评价
；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上，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
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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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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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研究所，传学于日本、美国和中美洲
诸国。
近年迁居香港，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南怀瑾先生熟习经史子集，贯通东西文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
特别是他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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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国内最早出版南怀瑾著述的出版社，也是出版南怀瑾著述数量最多、品种最为齐全
的一家出版单位。
所出的南怀瑾著述总计有二十四种，基本上都是他的代表作。
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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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
和收藏的需要。
各卷收录情况如下:第一卷:《论语别裁》第二卷:《老子他说》、《孟子旁通》第三卷:《易经杂说》、
《易经系传别讲》第四卷:《禅宗与道家》、《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第五卷:《禅海蠡测》、《禅话》、《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中国道教发展史略》第六卷:《历史的
经验》、《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国文化泛言》第七卷:《如何修证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
《学佛者的基本信念》第八卷:《金刚经说什么》、《楞严大义今释》第九卷:《圆觉经略说》、《定
慧初修》、《楞伽大义今释》第十卷:《原本大学微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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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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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研究所，传学于日本、美国和中美洲
诸国。
近年迁居香港，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南怀瑾先生熟习经史子集，贯通东西文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
特别是他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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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国内最早出版南怀瑾著述的出版社，也是出版南怀瑾著述数量最多、品种最为
齐全的一家出版单位。
所出的南怀瑾著述总计有二十四种，基本上都是他的代表作。
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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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
和收藏的需要。
各卷收录情况如下:　　第一卷:《论语别裁》　　第二卷:《老子他说》、《孟子旁通》　　第三卷:《
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　　第四卷:《禅宗与道家》、《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静坐
修道与长生不老》　　第五卷:《禅海蠡测》、《禅话》、《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中国道教发展史
略》　　第六卷:《历史的经验》、《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国文化泛言》　　第七卷:《如何修证
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学佛者的基本信念》　　第八卷:《金刚经说什么》、《楞严大义今
释》　　第九卷:《圆觉经略说》、《定慧初修》、《楞伽大义今释》　　第十卷:《原本大学微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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