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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1918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以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泛览旧学，又勤于习武。
抗战伊始，先生甫冠，乃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尔后执教于当时的中央军校及金陵大学。
先生资禀超脱，不为物羁，每逢闲暇，芒鞋竹杖，遍历山川，访求大德，遭逢奇人异士甚夥，转益多
师，皆助道行。
曾闭关峨眉山大坪寺三载，绝顶风雪，覃思赜奥，遍窥佛藏。
旋走康藏，谒密教高僧，于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均有精深研究。
既离藏，转赴昆明，初讲学于云南大学，后任教于四川大学。
抗战胜利后返乡，不久归隐杭州天竺和江西庐山，潜心治学。
后至台湾，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研究所，又传学日本、美国和中美洲诸国。
2006年创建太湖大学堂于江苏吴江的太湖之滨，绛帐传薪，弦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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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视之不见的，还有非见所及的存在，特别命名它叫“夷”。
夷，是平坦无阻的表示。
 听之不闻的，还有非听闻所及的作用，特别命名它叫“希”。
希，不是无声，只是非人类耳目所及的大音而已。
 感觉摸触不到的，还有非感官所知的东西，特别命名它叫“微”。
微，当然不是绝对的没有。
后来由印度传人的佛学，说到物理的深奥之处，也便借用老子的观念，翻译命名为“极微”，便有互
同此理的内涵。
 总之，视、听与触觉这三种基本作用，原是一体的三角形，它与物理世界的声、光、触受是有密切的
相互关联性，也可以说它是一体的三种作用，不可寻探它的个别界限，因此笼统说明它是“混而为一
”的。
从老子以后的道家与道教，便因袭其名，叫它“混元一体”，或“混元一气”。
这便是老子当时对物理的分类说法，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理论物理的粗浅说明之一。
 再进一步说明，他说这个声、光、触觉“混而为一”的东西，它的本身，并无上下左右等的方位差别
，也没有明暗的界别。
也可以说上下明暗，“混而为一”而不可或分的，所以它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
“其上不嗷”，虽在九天之上，也不受嗷然光明的特色所染污。
“其下不昧”，虽在九地之下，也不受晦昧不明的现象所染污。
它说似无关却有关的永远不断不续似的连在一起，“绳绳不可名”。
你要说它是一个具体物质的东西，它又不是物质，“复归于无物”。
总之，没有固定的形状，“无状之状”也不能用任何一样东西来比拟它的现象，“无物之象”。
只好给他取了一个混号，叫作“惚恍”。
关于惚恍，老子在后文又自有解说，在此不必先加说明。
它是无来无去，不去不来，超越古今代谢的时空作用。
来也无所从来，你要迎接它也摸不着边。
去也无法追随，你要跟踪它早已无影无形，悄然如逝了。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 它本是无始无终的，但在人文的观察上，勉强分别它有始有终，有去有来，有古有今的界别。
因此，以无始之始，姑且命名它为上“古”。
无始不可得，上古不能留，只需切实把握现在的今天，便可体认“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的真谛
。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但切勿忘了它是无古今，无终始的本相，这样，便可把握到道的纲要了，“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
 本章虽是偏重于时空、心物的关系而说明道的体用，但在一般重视用世之学的角度看来，它与后世所
谓的帝王术与领导学，又有深密的哲学性关系。
因为从传统的政治哲学来讲，王者设官治世的所谓“官”的定义，应有两种。
 一、从政治制度来讲，官者，管也。
官，便是管理的意思。
 二、从人主的领导政治哲学来讲，官者，犹如人体的官能，所谓五官百骸，各有其所司的专职所司的
分别事务，均须汇报终于中枢统领的首脑以作智慧的处理。
 而辅助头脑最得力的官能，便是眼目的视力，耳朵的听觉，以及全身的触受所及的亲民之官。
自古及今，无论为专制的帝王制度，或自由的民主制度，始终不外这一原理。
然而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触摸之所及，心之所思，毕竟都是有限度的。
即如稍迟于老子，但在儒道还不分家时期的孔门弟子，如曾子、子思，便对此早有深入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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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说：“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
” 子思说：“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
”“君子以心导耳目，小人以耳目导心。
” 他们都是极力主张领导者首须注重于诚意、正心的自养，而戒慎于偏信耳目的不当。
所以在正统儒道学术思想的立场，大多反对“察察为明”，过分偏任法家或权术的制衡作用。
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便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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