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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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汉末传入我国以来，成了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吸收、融合其他理论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我国本土的宗教。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独特的禅宗理论和修持风格，曾对世人的价值取向、思想情感和思维
方式以深刻的影响。
本书收录了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禅海蠡测》《禅话》《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中国道教发展
史略》四部著作，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禅宗，初创于北魏，盛行于唐宋独特的禅宗理论和修持风格，曾对世人的价值取向、思想情感和
思维方式以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了解禅宗，也就不了解中国佛教的特质，也无
法了解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的文化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亲笔撰作的
一部禅宗研究著作作者通过纵向的叙述和横向的比较，对禅宗的演变、宗旨、传授和修行实践，禅宗
与净土宗、密宗、丹道、理学和西方哲学的异同等，作了分门别类的论述，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识.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曾对古代社会的
朝野人士，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使之与中国思想文化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研究禅宗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探求它在各个时期的特点，也因此而成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大课题。
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写的一部介绍早期禅宗的人物和史事的著作。
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便初学者阅读。

佛教起源于印度。
自汉末传入我国以来，它植根、繁衍、发展、演化，并且绵延至今，成了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
本书原名《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写的一部佛教史著作。
全书分为五章，对古代印度的社会与宗教；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汉代至清代佛教的兴衰
变迁；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现状与思考；以及亚洲和欧美各国的佛教概况等，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
书末所附的《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乃是研究佛教丛林制度的由来、内容及其社会影响的重要
文章，颇具价值。

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吸收、融合其他理论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我国本土的宗教。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古代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天文、历算、医学、地理、物理、化学
，以及民俗、艺术等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
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写的一部道教史著作。
全书分为八章，对道教的学术渊源，道教的建立、成长、扩张和演变，道教的流派、人物与经典，帝
王与道教的关系，以及道教的研究情况等，作了简练系统的叙述。
书未还附有道教资料和《道藏》介绍，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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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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之宗旨    佛法十宗，各有教典可据，依教奉行，可证果地。
唯禅门一宗，既不据于教典，又无轨则可循，摒弃文字，壁立万仞，如一个铁馒头，叫人无下嘴处。
诸方浩浩，商榷宗旨者，终如寒潭月影，捞搋无踪。
虽然如此，而其文彩亦自然而彰，如旃檀刻佛，惟妙惟肖矣。
宗旨之难言既若此，今欲强言之，亦若佛头著粪，罪过无比。
尝言此事必至臻“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方有少分相应。
否则，如在“冰凌上走，剑刃上行”，一有放浪，即丧身失命矣。
    宗门之始，即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滴髓一脉，永传慧命。
言其理则，佛说三藏十二分教，皆为所依。
推其极致，则一字不立，扬眉瞬目，已是第二义事矣。
故佛说一大藏教，如僧繇画龙，鳞甲爪角毕俱，栩栩欲动。
宗门工夫，则如双睛一点，立即破壁飞去。
故灵山一会，世尊以不说而说，尊者以不听而听，无上甚深之旨，尽在默然中矣。
        今世学者，有言禅宗者，极尽幽默讥讽之能事，例如谓：“打即不打，不打即打。
”是禅门之宗旨。
噫!是何言欤!若认此为禅宗者，譬如有一盲人，问人曰：白色者何状?答曰：如白雪之白。
盲人又曰：白雪又是何状?曰：如白马之白。
盲人复曰：白马何状?曰：如白鹅之白。
盲人再曰：白鹅何状?答者无奈，取盲人之手比画之曰：白鹅者，其头颈细长而能伸曲，有两翼，其鸣
也呷呷然。
盲人乃日：汝何不早说?如此，我已知乎所谓白者，颈细而长，有两翼，其鸣呷呷。
客之所谓禅宗者，亦犹是耳!安可相与论禅?昔闻某教授论禅曰：禅宗乃冥想之极则耳。
因笑谓曰：公之论禅，犹村里小儿，论庙堂中事，何能不作门外语哉!    达摩东来，传吾佛心宗以外，
并付《楞伽经》以印心。
但此经非禅宗独据之内典，大乘各宗亦祖述之。
理赅三藏，微妙幽深。
《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然则，佛之心毕竟如何?恐虽析须弥以为笔，蘸四大海水以为墨，尽大地微尘以为舌，亦难以言语文
字明之矣。
既不可明，自然无门可人此心法之宗，只此千回万转，无路可通，无门可人，即可人得此门。
一弹指间，开见弥勒楼阁，即有无数无量之弥勒，一一弥勒各坐宝阁中，重重无尽，放大宝光，转妙
法轮。
故佛曰：“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
”又曰：“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既不可说，又不可妄想执著，皆是无门可人。
即此无门，是为法门。
无以明之，且画其影曰：“满地江湖难放棹，渔郎何得下金钩?”兹简禅宗古德之略言宗旨者如次：    
达摩祖师渭神光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
外付袈裟，以定宗旨。
”    三祖僧璨作《信心铭》有曰：“真如法界，无他无自。
要急相应，惟言不二。
不二皆同，无不包容。
十方智者，皆人此宗。
”    印宗法师问六祖惠能：“黄梅咐嘱，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祖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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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不二之法。
”又曰：“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又立无念为宗。
复曰：“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
”且引经明无念之旨曰：“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    黄檗禅师曰：“我此禅宗，从上相承以来，不会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学道，早属接引之辞。
然道亦不可学，情存学解，却是迷道。
道无方所，名大乘心。
此心不在内外中间，实无方所。
第一不得作知解。
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处，情量若尽，心无方所，此道天真，本无名字。
”    初期禅师之言宗旨者，大抵如此。
有曰：灵山会上，佛告迦叶：“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法门。
”此之数语，即为心宗禅门之宗旨。
持此说者，约分二途。
其一谓：“正法眼藏”一句，即为全提。
而且着重在“眼藏”二字，若能将此双眼，藏于无相实相之境，则涅盘妙心自然现前。
并取密宗之“看光”、“观空”，及习用之“回光反照”等用工之事相法门为证。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然法执深固，如灵龟扫迹，愈扫而迹愈彰，于直指心性之门，不觉愈驰愈远，终至向外驰求，不自知
其落于窠臼。
岂吾佛心宗之旨乎?玄沙禅师曰；“西天外道，人得八万劫定，凝神寂静，闭目藏睛，灰身灭智，劫数
满后，不免轮回。
盖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
”其二谓：此之数句，非关用工之相事，乃标至理而明宗。
所谓“正法眼藏”者，乃称佛之正法，只有此心法为正。
眼者，如人有目之为至尊至贵。
藏者，若如来藏性之无尽无际。
质言之，如其云此为无上第一正统，别无遗蕴。
然而“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之说，岂纯为言理?须知理极即事，事显其理。
只如此说，了无实义；岂吾佛亦说口头禅，作门面语乎?诚然，此之数语，于心宗要旨，已开其门。
悟之者，是则全是，非则全非。
若不明见此心，洞达法性，皆为堕负之言耳。
故后之禅门大德，舍此不言，唯以“麻三斤”、“庭前柏树子”等句，全提正印，要君自肯。
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
”诚为大机大用，无上慈悲；否则，终日说禅论道，论理则细析玄微，行证则妄心庞杂，乌足以语乎
此。
    自马祖以后，参宗之徒，皆以究问“祖师西来意”为尚。
此之所称祖师，即指达摩初祖而言。
问“祖师西来意”，即与问“佛法大意”是同一目的。
若明乎祖师西来意旨，宗门心法之要，可以释然自得。
而诸禅师之答此问者，咸以一无义味语句，令彼自参。
此非故弄玄虚，神秘莫测。
如语人宝藏在彼，不指方向，仅示一锁钥之形，由当人自制自寻，必须历尽万苦干辛，一旦豁然觅得
，方知原是自家故物。
苟不历尽此中艰苦，纵饶辩若悬河，义穷渊海，仍是承虚接响，终至流为口头禅。
故曰：“莫将闲学解，埋没祖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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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迨乎百丈临济以后，五家宗派兴盛。
如临济有三玄三要、四料简、棒喝等机要，各标一门宗旨，称为纲宗。
学者透不得纲宗，终似“透网金鳞犹滞水”，“猿猴化去尾难逃”。
不能透脱般若，法身难圆。
有曰：纲宗之兴，实为禅门病态，举一赅万，若佛之言教，祖师之开示，无一而非纲宗，何待别立纲
宗，岂非头上安头之举?殊不知禅宗至唐宋间，天下善知识如林，大匠处处皆是，“言前荐得，终是滞
壳迷封，句后精通，犹复触途成滞。
”禅门活法，至此已成死语。
故诸家宗祖，不得不别标心法，以勘验学人，锤炼其知见。
云居戒禅师有言曰：    中阴身略述    佛法基本，在说明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可畏，故所期在了生脱
死，而修解脱道。
三世者，指过去、现在、未来之时间言。
六道者，指分段生死之种类言。
而空间则无量无边，涵在其中矣。
今论死生之际，为便于说明，使易于了解，顺现实人生由生而至于老死，首先说明死之现状与过程。
夫人之由生而至于死，古人谓之大事。
致死之由，约为二类：一、顺天年而老死。
二、遭意外而暴亡。
前者谓之善终，后者谓之横折。
兹分述其情状。
    临命终时    临命终时，经谓先由地大分离，所谓地大，即筋、骨、肢体等生理固体之机能。
此时临终之人，必感觉身体之骨节四肢，初如重物下压，痛楚难言，或麻木不仁，渐失其知觉运用之
功能。
眼之瞳孔放大，耳之听觉渐失，视目前物，或分裂为二为多，或大而为小，小而为大，渐离渐远。
耳边之声，虽近如远，或骤闻崩裂之巨声，极为惊怖，此即地大分离现状。
然如业命未断，犹可为医药所强支，如业命临断，则非医药所能为力矣。
次则水大分离，所谓水大者，即血、汗、涕、唾、便、溺等。
此时身发冷汗，或任意便溺，一切知觉已渐丧失；或闻波涛巨浪汹涌之声。
再次，乃火大与风大分离。
所谓火者，即身中暖热。
风者，即呼吸气息。
此之二者，相依为命。
息之所在，热亦随之，气息一断，暖热顿消，发生冷觉，或感风骤寒生，异常檩悸。
火大分离时，与气息同时消失。
常言所谓人在命终时，叹出最后一口气，全身之热力亦失。
死之情状，约略如此。
    中阴身缘起    唯死者，神识至临死一刹那间，其与躯体之关系，有如遗蜕者然。
觉一切痛苦消失，轻快安乐无比。
但如石火电光，刹那即逝，完全人于不知不觉死寂之境。
忽尔如梦初觉，如醉方醒，有如梦中身之存在。
一切见、闻、觉、知，皆历历如故。
闻人之哭泣呼号，或自发回忆感觉，乃知吾身已死。
虽亦如人之有声音笑貌，但非生人所可感知，此即所谓中阴身，亦有称为中有身者，即俗所谓人死为
鬼之鬼身也。
所谓中有者，即舍此而未人彼，中间存在之身，乃意识所生也。
经云：由死寂境而至中阴身之生起，约人间时计一昼夜。
有云：约人世三日又半，或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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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时间之长短，殆无一定之计数。
而由临终死寂境至中阴身生起阶段，其中有几种现象：当此之时，忽有一道强烈之光明现前，其光非
如世间日月电灯等可比，其强度甚大，晃耀至烈。
当此光明现前时，必生起一极度恐怖之感觉，由此感觉，复人于一昏迷状态，经时不久。
如素习佛法，或平生修持于戒定慧之力有成就者，认知一切色象之光明现前，皆如定中所习见之自性
所生幻想光明。
一念灵明照了，迅断念力之流，寂然人此光明本体之无相定中，即可顿断生死。
然去究竟菩提、无上之果，尚不可以道里计。
但常人之中阴身，未有不随此强烈之光明而旋转者。
或有于此种光明照耀之中，回忆生前或往世所为善恶等事，一如世间之影戏然，则于此中自起理性之
审判，随业转身矣。
然此所述，犹为平生修善道，或稍具定力现象。
如为通常之人，当临终各种痛苦恐怖之现象发生时，意识完全慌乱，或奔驰逃逸，即受他道之轮转。
如遇险峻之峭壁，或见各种颜色之境象，俯视莫穷其底，偶一不慎，即坠于中，即人三恶道之轮回中
矣。
堕白色峭壁者，生于天趣。
红色者，生于饿鬼趣。
黑色者，生于地狱趣。
或谓此之三色道，即由于贪、嗔、痴三业力之所感。
又或现五种光明径道，如平生修习有素者，此时现前，即知了别。
如白色光径，乃导人天道者。
如烟雾光径，乃导人地狱道者。
黄色光径，乃导人人道者。
红色光径，乃导人饿鬼道者。
绿色光径，乃导人阿修罗(魔)道者。
此外，尚有其他种种现象，亦常发生，如见强烈之巨光，夹杂无边之火焰，喷射炽烈。
或见闻中有极可怖之狂风暴雨，交迫而至。
或出现狰狞丑恶之鬼物，来相攫啖。
或见地狱境相中，阎罗恶鬼，惨刑迫害。
或见种种极可怖恶之地狱现相，一生恐惧、避免之情，即不期然而随业往生。
如堕湖中，水面有雁类游行者，即生“东胜神洲”。
若湖岸有牛啮草而食者，即生“西牛贺洲”。
若岸际有马啮草者，即生“北俱卢洲”。
若见有房舍，其中有男女正行房事者，即生“南赡部洲”。
若见天宫辉煌庄严，喜爱而人者，即得生天趣矣。
凡此之类，皆根于自心三世业力所现，随因缘业力而生(具如经说)。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怀瑾选集（第五卷）>>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二版自序时轮劫浊，物欲攫人，举世纷纭，钝置心法，况禅道深邃，克证难期；余以默契宿因，嗜痂
个事，觅衣珠于壮岁，虑魔焰之张狂，故不辞饶舌，缀拾斯文。
然投滴巨壑，吹毫太虚，沉沉无补时艰，复将廿载。
顷者，莘莘学子，惊顾域外之谈禅，攘攘士林，欲振堕绪，再请重铸斯编，冀复燃灯暗室；固知旧铅
新椠，尽同梦里尘劳。
唼响撩虚，等是狂思玄辩，禅非言说，旨绝文词，拈花微笑，能仁已自多余，渡海传衣，少室徒添渗
漏，五家七派，无非自碎家珍，万别千差，透澈何劳竖指，斯编之作，为无为，何有于我哉?    一九七
三年仲夏    南怀瑾再序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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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出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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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