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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前言

　　南怀瑾先生是近年来享誉国内外，特别是华人读者中的文化大师、国学大家。先生出身于世代书
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为其终身学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其一生从军、执教、经
商、游历、考察、讲学的人生经历又是不可复制的特殊经验，使得先生对国学钻研精深，体认深刻，
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更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等，对
西方文化亦有深刻体认，在中西文化界均为人敬重，堪称&ldquo;一代宗师&rdquo;。书剑飘零大半生
后，先生终于寻根问源回到故土，建立学堂，亲自讲解传授，为弘扬、传承和复兴民族文化精华和人
文精神不遗余力，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本书是南怀瑾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讲解《参同契》的辑
录，曾搁置多年。经近两年的辛苦整理，终于与读者见面。此书共八十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册，
是先生继《论语别裁》后用力最深、最有分量的作品之一，亦是其对承续国学传统，弘扬国学精粹所
做的又一突出贡献。南师本人也很关注该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承蒙其独家授权同意，我社在大陆首
次推出，以飨广大读者。　　《参同契》又名《周易参同契》，为东汉魏伯阳所著，此书不仅是道家
养生学的理论源头，亦是中国古代化学、药物学、天文历算等学科的发轫之作。因此，《参同契》一
书被人尊奉为&ldquo;丹经之祖&rdquo;，魏伯阳其人亦被后人称为&ldquo;万古丹经王&rdquo;。其学说
汇融周易、黄老、丹火之功于一体，用《易》的阴阳变化之理，阐述炼丹、内养之道，证明人与天地
、宇宙有同体、同功而异用的法则。因其涉及诸多学科知识。艰深晦涩，素以&ldquo;天书&rdquo;著
称，历代注家甚多，但能参透此书者寥寥，有认为此书专讲人自身精、气、神的修炼，即内丹修炼；
有认为此书是讲烧炼金丹以求仙药，即外丹修炼；亦有认为其与《易经》一样，无非阐述阳阳调和之
道&hellip;&hellip;各说各理，莫衷一是。南师在集采众长的基础上，独选取清朱云阳真人所注的《参同
契阐幽》为讲解的底本，此书在《参同契》的注释史上，最为权威。　　南师的讲解共八十讲，所涉
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着独特的&ldquo;南师风格&rdquo;&mdash;&mdash;旁征博弓l，举证极多，平白
如话，不拘一格，有许多独到、精辟的属于个人的经验和观点。在讲解过程中，南师还充分顾及到一
般读者对周易、道家、丹道的了解程度，由浅入深，并由此书延展开，对儒、释、道三家的一体共论
，亦有不少精彩的讲解。对于一些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读者来说，此书可以帮助他们进一
步学习、修证；而对于一些初入门的读者来说，则可以依此领略中国古人非凡的哲学智慧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说，以先生学识之广博，及对各种修炼法门的深刻体验，此书当是国人了解、
解读《参同契》这部&ldquo;天书&rdquo;的首选。　　当前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
越大，各种心理和生理的健康问题越来越为人所关注，如何养身养生、延年益寿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
社会话题。因此，本书的出版，应人应时，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对研究如何祛病延年，揭开
人自身的奥秘，了解人与自然如何真正做到&ldquo;天人合一&rdquo;，有着非凡的意义。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书中关于服用&ldquo;五金八石&rdquo;的讲述，为&ldquo;行内人&rdquo;语，一般读者切不可
轻易模仿。　　我社与南怀瑾先生结缘于太湖大学堂。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认识和传扬中
华文明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紧迫感，承蒙南怀瑾先生和太湖大学堂的信任和厚爱，独家授权，我社将
陆续推出&ldquo;太湖大学堂&rdquo;系列的南怀瑾先生作品简体字版，其中既包括世已有公论的著述
，更有令人期待的新说。作为一代国学宗师，南怀瑾先生&ldquo;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rdquo;，
毕生致力于民族振兴和改善社会人心。我社深感于南先生的大爱之心，谨遵学术文化&ldquo;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rdquo;之原则，牢记出版人的立场和使命，尽力将有思想的著述如实呈现读者。其妙法得
失，还望读者自己领会。　　东方出版社　　二○○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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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内容概要

《参同契》又名《周易参同契》，为东汉魏伯阳著。其学说汇融周易、黄老、丹火之功于一体，用《
易》的阴阳变化之理，阐述炼丹、内养之道，证明人与天地、宇宙有同体、同功而异用的法则。不仅
是道家养生学的理论源头，亦是中国古代化学、药物学、天文历算等学科的发轫之作，如国人引以为
骄傲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其原理即从此书而来。因其涉及诸多学科知识，艰深晦涩，素以“天
书”著称。
《我说 》一书，是南怀瑾先生继《论语别裁》后用力最深、最有分量的作品之一，共八十余万言，分
上、中、下三册。内容涉及广泛，旁征博引，举证极多，更有南师本人所经历的诸多奇特的人和事。
先生用平实的语言，由浅入深地讲解了周易、道家、丹道的有关概念和基本原理，对儒、释、道三家
的一体共论，亦有不少不拘一格、独到精辟的个人观点。对于一些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读
者来说，此书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学习、修证；而对于一些初入门的读者来说，则可以依此领略中国
古人非凡的哲学智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先生学识之广博，对各种修炼法门之深刻体验，
此书当是国人了解、解读《参同契》这部“天书”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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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中册第二十七讲　君臣御政章第五○打坐的好处○修道的关键重点○不受感动○天心为主的
金丹第二十八讲　炼丹的初步○六根大定结丹○气脉真通与变化○修道谁做主○你懂得火候吗第二十
九讲　炼己立基章第六○养生与修道○先管嘴再管心○找不到的东西○铅汞代表什么○先天一炁来了
第三十讲　修道百字铭○肌肤润泽了○一是什么○如何能得一○一产生一切第三十一讲　一到底是什
么○谷神与本性○两窍互用章第七○两窍互用○上德与下德第三十二讲　上窍与下窍的功能○上下气
平衡交换○性命与祖炁○一升一降的法门○黑白是什么第三十三讲　光明来自黑暗○金水与修道○转
河车○成道的狂人第三十四讲　玉液还丹怎么来○若有若无的境界○若有若无之后如何○功德圆满脱
胎换骨○脉解心开之后第三十五讲　明辨邪正章第八○正道邪道○导引法祝由科○旁门左道也不错○
拜北斗与奇门第三十六讲　各种旁门修法○五鬼搬运法○东西方混合的旁门○脱离正道的修行第三十
七讲　伏食是什么○金丹与命功○两弦合体章第九○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半斤八两第三十八讲　上弦
半斤下弦八两○魂魄与心肾○金返归性章第十○正统道家理论重点○认识三种现象○人的五行之气第
三十九讲　由始至终的金○孔子与《易经》○伏羲一划分天地○《易经》的三圣○孔子玩卦○三教三
身三清第四十讲　婴儿姹女黄婆○真土造化章第十一○水火二用必归土○太极函三○凝神聚气○水火
如何能相容第四十一讲　喜爱外丹的麻烦○如何炼内○内呼吸不是用鼻子○颠倒颠的运用○黄金流珠
朱雀第四十二讲　中黄真土与金之父○水火土相互关系○修丹道全在真意第四十三讲　真土对伏食的
重要○还丹和精气神○人元丹○外丹和三尸虫○脾土　间脑　神通第四十四讲　先天一炁如何得○土
和四季内脏○荒诞的采补○伏丹后的变化第四十五讲　同类相从章第十二○水火相变化成丹○一阳来
了怎么办○阳火阴火真火○太阴真水妙用第四十六讲　胡粉硫黄的作用○再说水火气○外丹的故事○
从妄想起修第四十七讲　生命中的同类○同类修道心风自在○自以为是的修道○外丹不是真丹○烹炼
温养变化第四十八讲　笨入迷外丹○祖述三圣章第十三○《易经》生生不已的道理○火龙真人的自白
○还丹法象章第十四○如何才能还丹○金丹的真种第四十九讲　还丹一金一半水一半○建炉采药火候
○堤防须先建○唤醒沉睡的灵蛇○防止外泄的堤第五十讲　水火土互涵○金水神气须调和○调和神气
的真意○把精与神修回来○工夫境界的变化○回复纯阳之体后如何第五十一讲　气脉真通时的现象○
入定后的变化○乾坤交大还丹○不死之药○采丹药的方法○小心注意的事第五十二讲　还丹后的锻炼
○防止泄漏的方法○体内龙吟虎啸○文火武火配合烹药○自身阴阳要调好○阴阳多变化第五十三讲　
顺其自然的锻炼○身心彻底转变○道来时的现象○脱胎换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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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章节摘录

密宗真正开了顶的人很少，我亲眼看到过。我们当年拜一个老师，四川人，是不是神仙我不知道，不
过一般人叫他神仙。他那个时候八十几了，可是心理状态很年轻，也没有什么脾气。他的顶门是开的
，我们经常去摸，里面有跳动，像婴儿一样。还有一点，他八十岁的人，乳房这么一挤，可以挤出奶
来，那也是真的。根据道家说法，这一类的可算地仙，走路很快。《神仙传》上讲“行疾奔马”，我
们没有看过他跟马比赛，我走路还算是轻便，可是当年跟他走路，也有点吃力。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后来在西藏，看了这些喇嘛，什么顶门开了插草呀！我给自己插过，也给人插过，那不算真开。气脉
打通必然会开，而且开的时候会有震动的声音，所谓顶门一声雷，嘣！你们真修到那个时候会把你吓
昏了，就像天上打雷，一大声震动，就震开了，是有这种现象。所以“上闭则称有”，开始了我们后
天的生命。修道是“下闭则称无”，下面关闭了，精气神不漏，不向下走了，叫做“无”。不是没有
，而是空灵了，还归于空无。所以“无者以奉上”，下面的作用不再起了。在佛家也有很多的说法，
起码是“马阴藏相”。伍柳派非常注重这个，“马阴藏相”没有什么稀奇，练气功的人也做得到，练
童子功的人也做得到。“马阴藏相”不要乱练，过分练气功，会罩丸收缩，那不是“马阴藏相”，而
是一种病态，搞不好最后还要开刀，或者摄护腺（前列腺）这些地方都会出问题。真正“马阴藏相”
是个什么样子，也不要乱去猜想。总而言之，如果讲“马阴藏相”，那是外表，实际上“下闭则称无
”，就是下面完全无漏，顶门重新开了。“上有神明居”，从顶上开始，老实讲学密宗的人，到了这
个境界，才真正叫做灌顶，不是像现在铃子摇一摇，拿个瓶子装水倒一倒，就算灌顶。天主教叫洗礼
，这都是同一个系统下来的。这个时候是人定的境界，岂止光明，而且霞光万道。不到那个境界不要
去幻想，幻想不但没有霞光万道，反而是神经万年。换一句话说，是顶门的脉打开了，这就是气脉问
题。我们说任督二脉、三脉七轮都打开了，就是到了这一步的境界，这个时候肉体上是气住脉停的现
象。道家还有一个秘诀，张紫阳真人说的：“一粒金丹吞人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就是道家所标榜
的“万化在手，宇宙由心”。这个丹药不是用嘴巴吃，这是道家的隐语，是另一个口，哪里呢？就是
上窍这里。现在我公开讲了，反正我也没有道，我也不是神仙，让你们年轻人去修吧。也许你们修成
神仙，将来你能帮忙拉我一把也不错。天元丹从顶上下来这个时候，古人当它是不传之秘，我觉得没
有什么，这可以明讲，一般人就算晓得也做不到。上下气平衡交换注意下面一句话：“此两孔穴法，
金暴亦相胥”，上下互用，这个是火候了，很难。你们做工夫做到头昏、头重，还谈不到这个境界。
气向上行，就会有头昏的现象。你们问经常头痛怎么办，我说把脚扭一扭，是“其治者在下”的道理
。因为那不是真的气上来，是虚的，你元气没有上来，头轮的气脉打不通，很胀。你去量血压并不一
定高，反而是低血压，那是气上不来的原故。所以我经常笑现在的人是科学迷信，我不量血压，也不
检查身体，因为我活到这个年纪，用了几十年很够本了。即使检查出来，有个不好怎么办？不好也是
死，好也是死。已经晓得最后是这么一件事，所以懒得去麻烦检查。血压跟着气候、情绪都在变化，
气候湿度太高，大家这几天就感觉沉闷。注意现在是阴历五月，干支是午月，湿度高，人就容易昏沉
爱睡，那是因为阴气刚刚萌芽。这个时候有些人觉得难过，我说这个时候最容易死人的，早晚气候不
同，血压不同，情绪心境好就高兴，也许血压就高。有些人还买一个血压计放在旁边，进来量一量，
出去量一量，活得好辛苦啊！就合了老子的话：“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如果能不为这个身体忙，还会有什么痛苦呢？但是上下这个气，随时要交换的，所以我常常问，
你怎么醒来怎么睡着的？这与两个气都有关系。这两个孔穴要想打通，“金燕”必须平衡，金也不是
元气，西方属金，金属白色，“金熏亦相胥”就是要平衡的意思。我经常问人，你们天天讲任督二脉
通了，通到哪里去了？你转河车转到什么时间为止？都答不出来！修佛家止观法门修数息的，坐在那
里已经数了几十年，我说学会计都比你高明，你在那里数下去干吗呢！“一数二随”，你数了以后，
觉得呼吸跟心念一配合，就不要数了，接着是随息的方法。所以一般人修道，至少在我这个不修道的
人看来，是蛮可怜的，古人叫做“学遭之愚”，被道骗了。其实道也没有骗你，自己被自己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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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编辑推荐

《我说参同契(中册)》：一部众说纷纭的“天书”一个世纪学者的全心解读，成功破译。国学大师二
十年前的倾情讲述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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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精彩短评

1、大师解读丹经之王，必有另外一层境界！
2、学习道家的必读书，一定要看看。
3、得此“天书”幸而又幸！世界尽在其中
4、仰望
5、好玄妙的东西，另外一种知识的体系，但与生活并不违和。我头脑中的某些理论和教育和知识感
觉被唤醒了并有了一定的串联"o，原来中医啊论语啊易经啊这些这些是如此"，更多的是匪夷所思。超
出我的许多理解。
6、参同契
7、南大师的书，连标点都不错过的看。喜欢浸润在浓浓的传统氛围中。
8、做神仙太难了
9、《我说参同契》这部书是一字千金，已无法形容其价值之大，在此顶礼南师，愿南师长久住世！
希望尽快能看到下册出版。
10、看了叁同契（上），有些感觉。但南老不知什么想法，没有说透，点明。
可能，这就是高手说的悟性吧。
摸到了门口，准备看完再发表。
11、崔晓姗于2010年5月21日捐赠
12、没看完，偶尔翻翻。
13、参同契不太容易理解，得有些古文基础且需慢慢琢磨
14、天书可以写成这样好看，没话说了！
15、《我说参同契》真是本好书！
16、我说参同契（中）—（太湖大学堂系列图书），男友看的，他很喜欢南怀瑾。
17、要想评论南怀瑾的书，吾辈还得修炼！
18、刚出只有台湾版，上中下代购的，繁体竖排字，内容一贯南老风格，什么也不给你说清楚，也把
什么都说清除，实修能找到过关火候，每次看都能醍醐灌顶
19、RT，南师的书，不敢过多评论，甚至说我等平庸之人不配评论，总而言之，值得我们晚辈拜读，
特别期待（下）册
20、期待下册，看完之后还是心潮澎湃，想一试身手啊⋯⋯
21、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全新认识
22、玄妙！深奥！喜欢！
23、云里来 雾里去
24、南怀瑾的著作，我习惯收藏。不记得哪年开始，开始很喜欢看南怀瑾先生的书，都是讲演时录写
下来的，很有趣，但是很有道理。作为不念佛修道的普通人，很多是领会不了的，不过至少我可以试
着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西方人也来接受研究东方的文化，我们不是单向的引进，在文化和精神方
面，还是相互渗透的，只不过我们受西方影响大，西方受我们影响少。所以我们受了教育，有机会对
外表达思想的人更不能只是接受，还要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给外面看到我们好的一面，看我们文
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根。参同契是道教的书，很多与生命有关的东西在里面，有时候会想现在还
有多少接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在，在现在这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我们自己的东西本土的东西还有多少
人在延续！年龄愈大，越觉得自己的东西才有力量，不是一味别人的好。在国外的朋友说很希望国内
变得更好，因为国外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国家。其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了解自己吗？如果像南
怀瑾先生说希望中国文化没有断层，没有足够的人的大量的努力有可能么？我们自己尚不能完全了解
自己的文化，如何能够去影响别人，试图让别人来了解呢？
25、可以，中医是中国文化，有必要学习一下！
26、南怀瑾先生是智人，当今的活神仙。能有幸读到他老人家的著作，真乃三生有幸。
27、1000好了。
28、南老的书都值得一看,可惜太晚才能看到南老的这么多好书,如果当年能看到就更好了,不过现在也
不迟,下一册值得期待...
29、刚读完.深入浅出.解释天书.对修行大有助益.修道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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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30、一如既往从南师的述著中得益。感恩！
31、南怀瑾大师为读者深入解读
32、南师老婆心切，后学如灌醍醐，三教同学一事，有为无为之道，无二无我心行，性命双修之杖。
33、国学尽于斯。纵横三万里，上下五千年。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如果想入手参同契，非此书
莫属，
34、这是我第一次看懂丹经道书，而且是正道。以前看到书，根本看不明白，感谢南师开启了一道门
，对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大开眼界，豁然开朗。
35、南师的书通俗易懂，值得真藏
36、一起评论，还有下呢
37、估计不容易看懂，但先要南师是不可复制国学大师。
38、非常好的书，南先生的书我喜欢，爱不释手
39、很好的一部书，只是自己智慧有点低，现在看不懂。但是南师的书一般看一遍有一遍的感受。
40、中册是对上册的详细论述 内容有部分重复 但是整体是细节化 所以要仔细看
41、怀师的书总是那么深入浅出，分析甚为精辟！
42、本书又给我们凡人透漏了许多秘密，南师的书要综合读，前后的话就贯通了。比如为何先做好人
，修好福德，再来学佛。本书就把这个秘密给讲透了，福德不够的人，修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就百难
丛生。。。，先做好人，再来谈其他吧。
43、南怀瑾先生的书一直是我购买收藏、阅读学习的主要对象。
44、南师的书，值得收藏 收藏没得说
45、终于收到参同契中册了，这下册什么时候出呢
46、南师的书 部部经典
47、南师的书都很值得一看
48、拜读中！看大师的书，不但让你了解古代书典本身，更通过引经据典使我们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
识！
49、南先生很好的一部阐释道家经书的著作，台湾的版本应该还有3，怎么没有翻译过来呢？
50、牛叉！
51、中册开始疏解正文，而有解无疏，其实义理无非重复前述，略无推进
52、南怀瑾大师的著作，真是好书，还周易参同契的本来面目
53、上、中册都不错，体现了南怀瑾先生的一贯风格，下册什么时候出版？
54、参古书，正确的理解经经典
55、读了这本书，才得以真正了解什么叫“仙学”，什么是真正的道家，真是“方便有多门，归元路
不二”，不要被各种隐言喻语迷惑，才能了解传统文化是多么宝贵！
56、看看吧，看看南师是如何把这些国学精粹讲解得通俗易懂的！此书目前只开了一个头，所以不敢
过多评论！
57、把长生不老之法说的天花乱坠，最后自己还不是嗝屁着凉！没有说服力！但是书的含金量还是很
高，解读《参同契》这部“天书”的首选。
58、修道必读
59、修道先积累功德把心调正然后再开始修。没有功德就逆缘多进步慢，有所得也容易失去，心不正
就难有大成就。心君正气脉就会调整的好,气脉走不好就偏，说不定走火入魔。这书很难，不过能看懂
的那些部分也很有用。比如这里所说的。
60、内容博大精深，观点独到，开启智慧。
61、不可多得的修证参考用书，南师这本书的价值我个人认为是空前绝后的，而且精彩度，更胜（上
）册。
南师解说固然精彩，但做为修证者，如果不用身心去实证，而只是做为“知见”的补充，那真是辜负
了他老人家！
评分：满分，强烈推荐！
62、若想真修炼，必读南怀瑾大师的“我说参同契（中）—（太湖大学堂..”；你才不会误入旁门左道
。
63、书。。。。三本终于出齐了。。。。。。。南老的又一力作啊。。。阅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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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64、南师讲课写书善于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读他的书不枯燥,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雅俗共赏
65、南公怀瑾先生是真正的大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这本书是值得反复读的一本书！
每次读来都会有收获，
66、太湖大学堂以后出版的各类丛书，无论是从装帧还是排版，字体大小，间隔都深得我心。怎一个
好字了得。
67、收集了很多南师的书，这是其中一套
68、南先生的书，读过之后受益匪浅啊
69、云里来雾里去，读来一头雾水，不过我还是要说这是一本好书，里面讲的修行，境界等，确实值
得我们去追求。虽然求取大道的路上充满荆棘，但是终有一种方法能够到达。要做到无欲确实很难，
尤其是男女之欲，这是阴阳的定数，谁人也无法逃脱无欲的境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得定获得的大欢
喜来代替男女之事得到的肉体愉悦，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去修行。这本书确实也有很多地方重复，或许
是演讲完全笔录的弊端，但也帮助我们这些缺乏国学基础的更好的理解。
70、作为道家正宗，快点收藏、认真阅读吧！
71、南师的书，细细品读，在大陆是首次出版。
72、第一本看完，现在在看第二本，越看越觉得南师的知识渊博，儒释道无所不通，很佩服，祝愿南
师出更多的书，一饱我们的眼福。
73、浅显可读
74、谈古论今，兼修各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75、南师的书需要慢慢读，细细悟。一定要收藏的！
76、参同契将周易、老庄和丹法相结合，确实很有意思。汉儒们确实将周易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尤其读完周易和老庄之后，再读参同契，也不觉得太难。只是对自己有所补益就好。
77、这是南老师口述，由其学生整理的作品，可读性强
对于喜欢南怀瑾老师作品，无疑是很好的精神食粮。
78、读过此书后，我在书的扉页上书写了：“甚幸、甚幸、甚幸”六个字，南老师真的是大慈悲，真
明师，我期待下册赶快出版，我更希望南老师永远健康，为中国、为民族、为世界、为全人类、为众
生多说一点、多写一点。
79、浏览一遍，日后参照原文再来看，配合本身的修证，或许会有所得。
80、我还没看老公先抢着看了，说好，要把南师的书都买全。
81、一代圣贤用累世的力量和真理浇灌着我们干枯的心灵，在你的指引下我认知了我们伟大的儒家、
佛家、道家。
82、南师讲述的书，我是见一本买一本，这是修行人必备的好书！
83、南怀瑾讲道家明显不如讲佛法精深
84、南先生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和老师，这本书的整理出版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参同契》有极大
的帮助。参同契用古文写成，而且用了大量象征和隐晦的写法，普通读者很难读懂。南先生一路讲来
，深入浅出，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85、南先生的书都非常不错的！看到我都会买来看看
86、对于国学 我们有太多的疑问 太多的看不懂
这本书虽然是讲参同契的 但他并没有只是告诉你书上的东西 其中还参差了作者的经历 从多个角度讲
解 使得一般人也能看懂又不枯燥
87、理须顿悟，事须渐除
88、这本书很好，在南怀瑾先生的讲解中觉得还能懂一些道理
89、努力学习中国文化
90、越看觉得要学的越多啊
91、南师的书，要一本不漏地买回来读
92、本来想给2分的，唉，
93、南怀瑾先生的又一经典之作
94、南先生的作品一直追看，哲理性很强，能静下心性看，很难得。
装帧和 印刷都不错，在沙发边上摆放值得反复翻看。
95、2010年1月9日 上海季风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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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96、能用简单的语言把长久以来不懂的问题说的如此明白，那一定是博学的南怀瑾！
97、南师的讲著值得期待。
98、《太湖大学堂》的系列丛书都是相当不错，将深奥的道理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解读，真好！
99、到底是有差别还是无差别呢？
100、喜欢参同契的同学们看这本书肯定有收获的。受现在教育体制的影响，我们这一代青年（可能还
包括我的孩子这一代人），古文、古汉语的基础太差了，读古文甚至比读英语更加费劲，“这是个大
问题”，南师也是这样说的。
参同契我读了好几年，同时参考各家的注解，就是越看越迷糊，什么金、水、土，什么母子，什么婴
儿等等，都怪根器驽钝。好在有南师，从我们能够理解的角度，娓娓道来，全部给说破了。
读完（中）集，感觉一扫过去看丹经的迷雾，不再去追求什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等等。执著是最大
的障碍，要求得道、佛的实证，需好好的做个平常的人，有了平常心，方可养浩然正气，方可做到静
坐时一念不起，方可做到。。。。。。
其实读了这么多南师的著述，感觉南师很可爱，明明著述讲学是为了渡人，可书中常常说：“我不怕
把秘密说出来，说出来你们也做不到。”意味很深啊。
101、这套书自从出版了上册，这本中册大概过了大半年才出版，一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照实说中册的封面也不知怎么想的，和上册差的很远。
不过只要是怀师的书就肯定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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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精彩书评

1、读了南老师的书的确让我受益匪浅，每次看完都有不同的感觉吸取南老师的经验和谆谆教诲，总
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南老对书中的内容进行深入浅出地分析，以自己丰富的阅历，为我们作了一一解
答。以前也看过这一类的书，但总是看不明白，挺感谢南老用简单的语言把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问题
讲的如此地透彻，也使我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读后有种大彻大悟的感觉。这的确
是一本值得我们反复研读的书，相信每读完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收获！本书评由贝尔商城高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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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参同契（中）》

章节试读

1、《我说参同契（中）》的笔记-第295页

        中册有重复之感，可能是通病吧，或许是还未通晓个中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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