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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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我提出这个对于上古文化，经历三代而到周、秦之际的两大观念，也便是说明在春
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思想，是宗奉周室的周制，而因各自秉承宗族文化的传统不
一，仍然有各自为政的精神存在。
再由周代而远推上古，前从唐尧、虞舜更加上溯，后从夏禹一直到周代建国，显然是各有它承继的体
系，因此更可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都是秦、汉以后的事实。
至于周、秦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所属，与燕、齐“方士”学术的根源，却与上古西北高原文化，
自有息息相通的关系。
如果忘了这个历史演变的陈迹，对于道家学术思想，当然就有陌生或无因而突起的感觉了。
至于后世以孔子做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偏重于人文道德伦理的文化，实在是受周公礼、乐、文教、
刑政思想的影响，渊源于《书经》的三代文化而来。
这在孔子之孙子思所著的《中庸》里，也很明显地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
水土。
”便是很好的说明。
孔子的晚年学易，大体仍然纳于人文的规范，依然是循文王、周公的思想路线而发展。
 讲到这里，我们顺便一说伏羲、黄帝等，有关于上古文化学术思想的资料，以供研究者注意： 根据
旧史的记载，伏羲生在“华胥之渚”，后来定都于陈。
所谓“华胥”，就是陕西西安附近的蓝田县。
所谓陈，就是河南开封区域。
伏羲以后的神农，旧史称为炎帝的，他出生在姜水，后来便继伏羲而都于陈，再迁山东的曲阜。
所谓姜水，就在陕西的岐山县西。
伏羲是渔猎社会时代的领导者，神农是农业社会时代的领导者。
渔猎社会的生活，是由西北高原向黄河上游流域发展的过程。
农业社会，自然必须步入平原地带为适合，这便是由伏羲到神农时代，文明进化的必然情形。
 至于黄帝轩辕时代，文化文明，已经进入初期集成的时期，也就是后世判断历史文物，裁定上溯始于
黄帝的原因。
黄帝生于“轩辕之邱，因名轩辕”。
所谓轩辕，就是河南新郑县西北，后来因蚩尤的作乱，炎帝神农氏族的衰败，黄帝首先发明训练动物
，如熊、虎等猛兽作战，我们借用一句现代化的术语来说：他建立一支动物的机械化部队，在（阪泉
）河北保安县，先打垮了暴虐无道的“榆罔”，又在察哈尔涿鹿县东南的涿鹿之野，再打垮了蚩尤，
因此便受诸侯的推尊为天子，继炎帝神农氏族而治天下。
 中华民族文化共祖的黄帝，在草昧初创的时代，真有无比的伟大，他不但征服了蚩尤，平定天下之乱
，在他的手里，还建立了中国原始自然科学的规范，他发现磁场的功能，做了指南车，建立中国天文
、数学的规律，为古今中外自然科学史上古发明的先锋。
他创造占星术、天文仪规，作盖天仪，测定风向以候气象，创建历法，以定时间与日月在天体运行的
标准，同时命大挠作甲子与奇门遁甲之术，建立天文与宇宙物理理论的学术，他研究医药，作《内经
》，作交通工具的舟车，制定衣服的制度，以及确立建筑、货币与划分土地，确定地方政治制度等工
作。
讲到自然科学，便使我们有无限的感慨，我们要知道，在科学史上，以及科学的学识上，向来便以天
文学为先锋，数学为基本；而我们由老祖宗黄帝手里发明天文与数学以来，素来在科学史上，被认为
是科学的先进，但到了近代和现在，不要说国内高级学府，没有一个像样的天文系，同时也没有一个
真正能够赶得上时代的数学系，致使我们身为天文、数学的原始先进国家，变成完全外行而无知的落
后民族，使我们面对列祖列宗，真有无地自容之处，更何况对于中国固有，而后来属于道家学术范围
的天文等知识，试问真知道的能有几人？
岂不令人兴叹！
黄帝不但建立了中国原始科学文化的体系，他同时创造文字，发明正音乐乐律的律吕，制作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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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建立政治体制，而且首先设立“史官”的制度。
总之，黄帝的功德太多，凡是上古一切文化文明的好处，根据旧史上记载的观念，统统都归之于黄帝
，此所以司马迁所谓“黄帝、学者所共术”确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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