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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佛学》

前言

　　南怀瑾先生是一位学贯古今、富有学养的老者，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从少年时期开始
，他就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功夫，同时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
抗战时期，他先是投笔从戎，执教于军校，后来辞去教职，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在名寺闭
关研修佛学，得多位著名高僧、活佛传授。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南怀瑾先生发表了大量著
作，堪称博学多产的著述名家。目前可知的南氏著作已达三十多种。如此庞大的著作群，构成了一个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广阔世界，内容涉及儒、道、佛和神仙巫术等三教九流的各家思想学说，以及古
代文学、历史、哲学的方方面面。尽管南怀瑾先生关于传统文化的介绍，常因不合乎标准的学术规范
而每每引发争议，但却深入浅出、触类旁通、自成一家之言，而且文笔流畅，没有干涩古板的学究气
，并不时闪现智慧的火花和独到的见地。早在六七十年代，他的著述就风靡台湾和海外。九十年代初
，大陆开始陆续引进其著作，几年间，仅《论语别裁》一书的销量就已突破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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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佛学》

内容概要

《听南情瑾讲佛学》的讲述者南怀瑾先生是一位学贯古今、富有学养的老者，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
格教育。从少年时期开始，他就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功夫，同时研习文学书法、诗
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抗战时期，他先是投笔从戎，执教于军校，后来辞去教职，遍历名山大川，
寻访高僧奇士，在名寺闭关研修佛学，得多位著名高僧、活佛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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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佛学》

作者简介

　　南怀瑾，1918年生于浙江温州。幼读诗书，精研儒、释、道，以及医学、天文、剑道等。一生致
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著述有《禅海蠡测》《金刚经说什么》《药师经的济世观》《禅宗与道家》
《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老予他说》等三十多种，曾被译成英、法、荷、西班牙、葡萄牙、
意大利、韩国、罗马尼亚等八种文字，他的教化涵盖了儒、释、道各家学说，言谈生动有趣引入，可
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代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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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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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佛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听南怀瑾讲佛教　　佛教与印度固有文化的联系　　印度宗教哲学，从《吠陀》、《净
争行书》、《奥义书》的发展，演变成各派的哲学，以及与释迦牟尼同时并存的六师外道的学说等。
这不但是印度上古文化思想的形态，一直到现在再变成为印度教，或各个地方自由信仰的各种教派，
或多或少，仍然保留着过去传统的观念和形式。因为几千年的传统，它已经和日常生活融合成一整体
。换言之，这些也已经成为他们的民族意识了。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社会发展的历史
表明，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才会产生的社会现象。宗教是一种人们自觉的正信。真正的宗
教本质上都是向善的，强调自我完善，与人为善；提倡虽将功德回向与他人，自身的功德仍丝毫未损
。这在佛经中有一生动的比喻：一盏灯，能够点燃许多灯，而此灯却不会因点燃其它的灯而减弱自身
的光明。　　南怀瑾先生多次指出，任何一个宗教的成长，必然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宗教是一
种思想、文化，是一种哲学，是对物质、精神世界的主动探索与思考。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有着具
体的表现形式，而非悬空地存在着。宗教也必然生长于一定的民族和地区。宗教的发展变迁与社会历
史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社会历史推进变迁，宗教也随之发生变化。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
教，一直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也是今日周旋国际问、推进世界大同的大教。众所周知，
佛教发源于印度。古印度是人类文明五大发源地之一。从地理范围来讲，古印度不仅包括今天的印度
，也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等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中国在西汉时称其为“身毒
”，东汉时改称“天竺”，到了唐代，玄奘法师将其译为“印度”。　　印度的远古文明直到1922年
才被发现。因其遗址首先在印度哈拉巴地区被发掘，所以通常称古印度文明为“哈拉巴文化”；又由
于它主要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所以也称为“印度河文明”。时至今日，印度是世界上少数仍保存有自
身特色、独树一格的国家之一。其国内的大部分人民似乎仍生活在一个遥远而古老的时空里，因为印
度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由宗教理论及种姓制度所构成。种姓制度严格划分身份、阶层，这使印度人的
社会行为和思维的形成，呈现相当大的特异性。　　人生于天地之间，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天然气候与
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是形成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南怀瑾先生如是说。印度位于亚洲南部，介于
阿拉伯海与孟加拉国湾之间，突出于印度洋，北部以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为天然屏障；东北和不
丹、尼泊尔、中国交界；东与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西北与巴基斯坦接壤；东南隔马纳尔湾、保克海
峡，与斯里兰卡相望。　　由于印度“北背雪山，三重大海”的特殊地理，大部分属于热带地区，也
由此形成印度一年中的三个季节：每年的三月至五月是暑季，六月至九月是雨季，十月至次年二月属
凉季；再加上复杂的人种和种族制度等种种原因，自古至今，印度的文化和语言一直没有完全地统一
。　　印度自吠陀时代（前1500-前700或前600），就依出生身份、阶级，职业等的不同定其种姓，因
此构成其独特的社会阶级制度。古代印度社会分为僧侣（婆罗门）、王侯武士（刹帝利）、农工商庶
民（吠舍）、贱民（首陀罗）等四等种姓，其后逐渐产生副种姓与杂种阶级，而呈现出宗教、历史、
社会的复杂形态。贱民又称“不可碰触者”，饱受歧视，被视为不洁。不同种姓之间严禁通婚、共食
，且具有极其繁杂的戒律和风俗。　　婆罗门的权势主要来自知识传授的独占。长期以来，婆罗门自
居为传统的监护者和改造者、教师、文学作品的作者或编纂者。婆罗门依据“四吠陀”经典而崇尚“
神人”“神我”的思想，形成印度历史文化中心的“婆罗门教”，渐次普及影响到印度人的其它三种
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阶层的思想意识以及始终倾向于出世的沙门（修道人）生活。修行婆
罗门教除了主张严格的种姓制外，还认为人（首陀罗除外）的理想生活应分为四个时期：　　净行期
（梵行期）：幼时入塾，从师学习吠陀文献，实行宗教仪轨，履行宗、教义务，这一时期的生活目的
即是“法’一求法。　　家居期（家住期）：学成回家后娶妻生子，赚取积攒财富，履行成家立业的
世俗义务，这～时期的生活目的即是“欲”和“财”结婚和求财。　　林居期（林栖期）：离家入山
，匿迹林泉，打坐参禅，侍梵祭天，过简朴的出家生活，为最后的解脱作准备；此时可携同妻子一起
修行。　　遁世期（出世期）：单独实践苦行，弃家云游乞讨，以苦为乐，磨练意志，寻求最终的解
脱。　　南怀瑾先生指出，婆罗门倡导的这种理想的宗教生活，之于贱民阶级的首陀罗则完全被禁止
。但婆罗门种姓者并非永远高居其上，他们也可能丧失其经济地位，而其他种姓的人也可凭借各种经
济、政治手段提升自身的地位，特别是刹帝利种姓。他们逐渐不满婆罗门所领导的思想旧规，于宗教
、哲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鼓荡新的思潮，从而寻究真理世界的真谛，研求“神我”灵魂的究竟，
乃至探究宇宙万象的根源，以与婆罗门的传统精神相抗衡。但婆罗门的地位依然屹立不动，婆罗门的
思想，仍是深入难变。　　根据印度历史社会的总体结构特征，南怀瑾先生用四点概括出古印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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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佛学》

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其一，因地理环境与天然气候的殊异，古印度人喜欢醉心思维，骋志高远；其
二，婆罗门教与普及的宗教思想业已根深蒂固；其三，自古倾向于出世思想，以求净化身心，并将林
栖遁世视为人生最大享受；其四，思想高远偏向虚幻，缺乏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也导致其阶级划
分森严，贵贱等位悬殊，连宗教信仰的平等自由都无法得到。正因为这样，推崇众生平等的释迦牟尼
应运而兴。出身于刹帝利阶级的他以慈悲宏愿，创立佛教，截长补短，存优去劣，应化众生的美善精
神，综理百代的文化传统，破除人间的阶级观念，指示人性的升华成就。　　印度上古文化的宗教哲
学　　在中国学术中，对于佛学，有一句习惯的名言，都说“佛学浩如烟海”，由此可以想见佛学内
容的丰富，若就学术的角度，用很短的时间，把佛学的重点简介出来，首先须得了解上古时期印度文
化的背景。　　——《禅宗与道家》　　印度哲学已具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印度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
为四个时期：古代哲学（约前3000-750）、中世纪哲学（750-18世纪）、近代哲学（约18世纪-1947）
、现代哲学（1947年以后）。在最开始的一个时期，哲学思想逐渐从记录在人类最古老的文献——《
吠陀》里的神话观念中分化出来。这一过程最集中地表现在对吠陀颂歌——《奥义书》的注释中。　
　古代印度曾被奥族、荼卢毗人及雅利安人三大族先后殖民，并分别形成其思想与文化，前两者形成
印度“非正统文化”，雅利安后来居上，主宰了印度的统治权，形成吠陀文化，并创立婆罗门教。吠
陀文化，即《吠陀》经典的古梵文史料，可以说是婆罗门教的文化中心时期。所谓的《吠陀》经典，
汉文可理解为“求了知宇宙人生的智慧”。它包括三大典籍：《赞颂》、《净行书》和《奥义书》。
《赞颂》有四种，即指四吠陀：《梨俱吠陀》（赞诵）、《夜柔吠陀》（祭祀）、《娑摩吠陀》（歌
咏）、《阿闼婆吠陀》（祈禳）；加上《净行书》和《奥义书》，又称六吠陀。　　南怀瑾先生认为
，《吠陀》的《赞颂》（亦称本集）为印度宗教哲学的滥觞，上面记载的祭祀神祗、禳定祈福等行为
就是吠陀教的主要宗教活动。当时的雅利安人正处在入侵扩张阶段，战事频仍。人们之所以膜拜神明
，是因为希望通过此种祈祝行为使得神明保佑他们战争胜利，生活幸福。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灵魂是
不灭的，躯壳死后，灵魂还回到夜摩天（六欲天中第三层天）去。所以人的死亡也并不是件可怕的事
情。单纯的神明崇拜并不能形成一种正式的宗教。为了满足形而上的需求，由此逐渐产生了一种“原
人论”。原人就是造化一切的主神，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他是宇宙人类的原始者，宇宙万物的
形形色色，也全都是原人的分化。南怀瑾先生认为这一观念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原始的宗教意识是一
样的，所以说吠陀教是一种单一神教（在多神之中相信有一个最高的神）。作为宗教，吠陀教略显原
始，但它为随后产生的婆罗门教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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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佛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美国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
仇。　　——德国哲学家尼采　　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切于人事。证于实用，实天地问最
高尚圆满、深切著名之学说也。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
　　——中国思想家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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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万里长空，一朝日月。
2、算是佛学入门读物吧。
3、既有对南怀瑾学识的介绍，也有自己的理解，还有对于佛学历史和常识的介绍，作为基础和辅助
读物都很不错，有些观点很有启示性，建议看看。
4、这本书讲的挺全面的，佛教.佛理.佛典 .禅宗，适合想了解佛学的读者。个人比较喜欢前面两章，后
面两章就略看了一下。
5、初识南怀瑾，想读，在读，再读
6、没读完
7、有打旗号嫌疑。
8、入门书，可以一看
9、严格来说，是一本科普佛教知识的书，好在通俗易懂
10、嘿嘿，开始研习佛经，他给了我佛教全面概括的知识。

读书也许真的是看需要的，给五星
11、我以为是南怀谨写的。
12、哪天无所事事的时候翻一下把。。。
13、不如去看真的南怀瑾，这种摘抄的就算了吧。
14、　　知道佛学从祖母那里，貌似老人都是有点信佛的。相信因果循环。　　  后来再接触，是偶然
间看到鸠摩罗什大师的介绍，知道什么是大小乘，之后便一直找寻关于佛学的书。　　  南怀瑾的讲
解很通俗易懂，对于佛学的那些个原理，我是讲不出来的，但是看南的书是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的。
15、纯粹无聊翻了翻，没有更大收获。
16、通俗的入門書，但還是應看南師的原著。
17、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5月30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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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知道佛学从祖母那里，貌似老人都是有点信佛的。相信因果循环。后来再接触，是偶然间看到鸠
摩罗什大师的介绍，知道什么是大小乘，之后便一直找寻关于佛学的书。南怀瑾的讲解很通俗易懂，
对于佛学的那些个原理，我是讲不出来的，但是看南的书是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的。
2、我再次确认我是完全没有慧根的，里面只有小故事我能看懂，然而只要是阐述佛法的一概看不懂
，可见我是注定沉沦俗世了。2333。另外看到印度种姓制度的那个，我再次庆幸自己不是生活在这样
的地方，什么居然都是注定，这我可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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