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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内容概要

《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道家学派的重要文献，同时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以极其优美
的文字、极其简单的故事揭示了极其深刻的人生哲理，让人读后流连忘返，有“沉醉不知归路”之感
。而听南怀瑾大师讲《庄子》，更是对人的心灵的洗礼。虽然我们可能无缘亲听南师教诲，但有缘得
读南师之书著已是莫大福分。
本书是作者精心研读南怀瑾大师《庄子讲记》后的个人感悟之作。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以他一贯生动
流畅、引人入胜之语言魅力，讲述了《庄子》一书中的智慧，听南怀瑾大师讲《庄子》，会让我们的
心胸更加开阔，让我们的精神更加饱满。在世俗之中可以摆脱一点俗气，在闲暇之际则可享受一份逍
遥。在得意之时可让我们淡然，在失意之时可让我们泰然。它是一副清凉剂，如汩汩清泉，流进我们
的心田；它也是一副镇静剂，让我们在熙攘的世界中保持心灵的澄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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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作者简介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以他一贯丰富流畅、引人入胜之语言魅力，讲述了《庄子》一书中的智慧。听南
怀瑾大师讲庄子，会让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也会让我们的精神更加饱满。在世俗之中可以摆脱一点
俗气，在闲暇之际则得到一份真正的逍遥；在得意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淡然，在失意的时候则可以让我
们泰然；它是一副清凉剂，如掬一捧水，流进我们的心田；它也是一副镇静剂，让我们在熙攘的世界
中保持心灵的澄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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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书籍目录

　　【第一篇】　逍遥游　　见地高超才有成就　　对外界的依赖越少越好　　做一个自我超越的人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勤于积累才能腾飞　　气度、学识与能力　　成功也要借助于风力　　笑
人的人不如人　　永远不要自视甚高　　不要受外界的影响　　不要贪图虚名　　心无外物 　　【第
二篇】　齐物论　　超越自我的束缚　　不见人间有是非　　人的私心越来越重　　万物与我为一体
　　不要标榜自己　　破除“我”的执念　　坦然面对自己　　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老师　　凡事不可
单看表面　　知识最高处就是“无知”　　【第三篇】　养生主　　人要学会解脱　　用心眼看待世
界　　人要永远保持“初心”　　心不要随环境而乱动　　一切皆在游戏中　　人生行为要做到至善
　　欲望是魔鬼　　顺从自然之势　　由极高明而归于平凡　　自然而然就没有自卑感　　不在乎肉
体的生死 　　【第四篇】　人间世　　将勇气与智慧相结合　　救人前先自救　　不要犯“人微言轻
”的错误　　内在方直而外面曲成　　做事要没有后患　　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　　一生都在祸福中
　　害人终会害己　　人不要玩巧　　过度的要求是不行的　　以柔克刚 　　【第五篇】　德充符　
　心念像止水一样澄清　　反省自己的过错　　一切唯我自己所造　　麻烦多半是自找的　　只生欢
喜不生愁　　形体全不算是完人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第六篇】　大宗师　　真成功还是
诚恳　　每一个人活着都很屈服　　生不足以喜，死不足以怕　　人生要知止　　安于时运，顺应变
化　　接受“造化”的安排　　人本身就在道中生活　　命运，谁来作主　　本事大的人容易丧失本
性　　无知而知才是大知　　【第七篇】　应帝王　　仁慈爱人之心　　一切的学问在于“调心”　
　越学越谦虚越平凡　　人生以人生为目的　　万事不执著　　心中不藏恩怨是非　　像流水一样的
优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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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章节摘录

　　【第一篇】　逍遥游　　做一个自我超越的人　　居里夫妇在发现镭之后，世界各地纷纷来信希
望了解提炼的方法。居里先生平静地说：“我们必须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种。一种是毫无保留地说明
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提炼方法在内。”居里夫人做了一个赞成的手势说：“是，当然如此。”居里
先生继续说：“第二个选择是我们以镭的所有者和发明者自居，但是我们必须先取得提炼铀沥青矿技
术的专利执照，并且确定我们在世界各地造镭业上应有的权利。”取得专利代表着他们能因此获得巨
额的金钱、舒适的生活，还可以传给子女一大笔遗产。但是居里夫人听后却坚定地说：“我们不能这
么做。如果这样做，就违背了我们原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初衷。”她就这样轻易放弃了这唾手可得的名
利。居里夫人一生两次获得过诺贝尔奖，得过各种奖金10次，各种奖章16枚，名誉头衔117个。当她获
得第一次诺贝尔奖之后，毅然将100多个荣誉称号统统辞掉，专心研究，终于又荣获第二次诺贝尔奖。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她家作客，忽然看见她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她的一枚金质奖章
，大惊道：“居里夫人，现在能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
”居里夫人笑了笑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
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居里夫人对待荣誉的态度，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她的非凡气度为拼命追
求名利的世人留下了一面明亮的镜子。　　要知道，从古到今，名利都不是争来的，而是靠自已的业
绩和美德赢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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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编辑推荐

　　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　　——庄子　　道家在出世入世之
间，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它的精义是〔生活〕。　　——南怀瑾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以他一贯
生动流畅、引人入胜之语言魅力，讲述了《庄子》一书中的智慧。听南怀瑾大师讲《庄子》，会让我
们的心胸更加开阔，让我们的精神更加饱满。在世俗之中可以摆脱一点俗气，在闲暇之际则可享受一
份逍遥，在得意之时可让我们淡然，在失意之时可让我们泰然。它是一副清凉剂，如汩汩清泉，流进
我们的心田；它也是一副镇静剂，让我们在熙攘的世界中保持心灵的澄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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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精彩短评

1、从这本书开始认识南怀瑾，从这本书开始认识自己。
2、甚是受用的一本书，适合经常拿出来读一读，在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如何开心快乐的生存下
去！
3、写得很好，内容充实，有很多启发人的思想，虽然不是作者原创，但是对自己有启迪。 想研究庄
子，可能还是看庄子原书为好，这本书当作茶余饭后的心灵鸡汤是不错的。
4、“听”南怀瑾讲，毕竟不是南怀瑾讲。
5、简单，明了
6、诸子百家中最待见的就是庄子了,内七篇字字珠玑,儒皮道骨佛心不外如是.
7、我很怀疑这真是大师的文字么，都是写很熟悉的通俗故事，除了看看庄子的名句还不错，虽然翻
译的也不精准。
8、比之后读到的书易懂的多。
9、用庄子武装自己
10、《大宗师》一篇讲的酣畅淋漓
11、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12、有些书是真要有人带着读，才能明白
13、最近读书就像看连续剧，字里行间总会出现一个相同的主题，这次是“你并非不快乐”。虽然这
是一本二手道家思想解读，虽然内容浅显易懂，虽然其中的故事总有重复，但还是值得隔一段时间拿
出来重读，平复一下自己浮躁的心情。
14、我的心灵鸡汤
15、觉得南怀瑾特别有文化，可以让一个一点都不理解庄子的人，开始了解庄子。
16、浅显易懂，很励志的书。
17、读本经典感受一下真正学者的境界吧
18、打着南怀瑾的名号，说些“庸俗”的成功学语录。

19、书中很多小故事挺有启发的
20、行至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21、第一次看有关庄子的书，这本还不错，易懂~
22、孔子的日子，庄子的心态
23、扫了一眼目录，蛋疼菊紧。
24、在你放弃的那一刻，找回自己了，找回了快乐
25、扯淡 
26、通俗易懂，有理有据。
27、太肤浅，只适合初中以下水平的人读。
28、很多的故事本来是想阐明庄子的哲学人生观,事实是让很多的读者偏离了庄子的原意.
29、慧从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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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精彩书评

1、因心情烦躁、欲望膨胀、追名逐利等不顺心的友友们一定要看看，宗师的学术造诣很深，书中所
述道理浅显易懂。相信你会明白“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这句话的含义！
2、＆＆南师说《逍遥游》的纲要就是人生要具备见地。人生具备了高远的见解以后，就不会被物质
的世界所困扰，不会被现实的环境困惑了，自然会超越，会升华，人生才能够得以解脱。要真正地了
解了人生，才能够懂得人生。＆＆南师说《齐物论》是讲万物平等，没有差别。通常人所见的宇宙万
物是不齐的，不平等的。所谓不平等，就是有差别。现在庄子提出的是“齐物”，宇宙万有平等，没
有现象的不同，所以《齐物论》讲我们人如何解脱物理世界的束缚，达到那个真正无差别平等的道，
我们才能使身心内外达到形而上的绝对的“齐一”之道。＆＆南师说，第一篇《逍遥游》讲人如何升
华而得到解脱，第二篇《齐物论》讲解脱以后才能谈齐物，而齐物以后才可以谈养生，所以第三篇讲
《养生主》。《养生主》是一篇谈养生之道的文章。“养生主”意思就是养生的要领。庄子认为，养
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忘却情感，不为外物所滞。人与其他万物一样，都是道的展开，到的物化，生
死不过是一种转化，无须大惊小怪。＆＆南师说，《人间世》全篇的宗旨：“世路难行”。并不是世
路是不可行的，是可行的。人生要你自己善于处。那么归结起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三个字：守本
份。《人间世》教会我们的生命怎样在现实环境中，过得很自然，很洒脱，很自在地为人处世。庄子
认为，正确的处世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虚己”，二是“顺物”，并将此升华为一种处世哲学。
＆＆南师说，《德充符》就是讲道的充实。庄子那里，道跟德是分开的，道是体，就是内涵，是每个
人修养学问的内涵；德是用，得了道体就能起用，即用世之道。世路固然难行，在难行中间如何以最
高的智慧，最高的艺术去行，那必须要德行的充实，德行的充满。   ＆＆南师说，只有内外修养到达
了，道德内在充沛了以后，才可称为“大宗师”。《庄子》内七篇的前六篇，人经过了这六个步骤，
具备了入世出世这两种修养，才算一个人的完成，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够得上称为《大宗师》。“大宗
师”的本义是最值得敬仰、尊崇的老师。谁够得上称作这样的老师呢？也就是说，人应当学习的对象
是谁，庄子自己的回答是天道自然。＆＆南师说，“大宗师”成功了以后，然后才可以《应帝王》，
可以为王者师。“应帝王”的“应”不是应对的意思，帝王代表了治世的圣人，就是足以领导天下国
家的人，非有道之士不可，那么有道之士，才可以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帝王。
3、某人告诉我，应该看南怀瑾，第一次在一个嘈杂的车站，第二次在旅途中的房间里。我不喜欢在
字里行间去寻觅人生哲学，很累。那个时候，心里被小幸福漫溢。失望本身就是因为不满足，一时的
温暖终究会离开，一切都是意料之中但还是失望了，冲到书店买了这本书，不仅仅是这本，书店里所
有的南怀瑾有关的文字吧，不是因为某人，而是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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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章节试读

1、《听南怀瑾讲庄子》的笔记-第1页

        1·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神仙无别法，只生欢喜不生愁。

2·禅师爱兰花，云游前交代弟子好生照顾寺里的兰花，弟子不小心，兰花花盆都摔碎了，兰花撒了
一地。弟子非常恐慌，打算等师傅回来后向师傅赔罪。禅师回来闻知此事，不但没有责怪弟子，反而
说道：“我种兰花，一来供佛，二来美化寺内环境，不是为了生气而种兰花的。”而禅师之所以看得
开，是因为他虽然喜欢兰花，但心中却无兰花这个挂碍。

3·有一个秘密是医生都知道的，那就是：大多数疾病都可以不治而愈。烦恼是自己找来的，这就是
所谓的“自找麻烦”。据统计，一般人的忧虑有40%属于过去，有50%属于未来，只有10%属于现在，
而92%的忧虑从未发生过，剩下的8%则是你能够轻易应对的。

4·汉宣帝时代，龚遂的例子。南怀瑾大师说，做下属的，最忌讳自表其功，自矜其能。凡是这种人
，十有八九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自古以来，只有那些与人分享荣誉者甚至是把荣誉让给别人的
人，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5·成功是需要本钱的！但如果不善于使用本钱，那本钱就仅仅是本钱而已，所以成功还要善于借助
本钱。只有存够足够的本钱，才可能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体现成功的意义与价值。

6·南怀瑾大师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或事业还没有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倒霉透顶的时候，就应
该“沉潜”在水里，动都不要动。修炼到相当的程度，一变，就升华高飞了。成功需要积累，这是一
个最原始也最简单的真理。

7·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即使每天工作再多再累，他也绝不埋怨，并且还能腾出时间来进修，因为他
们相信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学无止境。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之一。

8·知识的道路是无止境的。哈佛大学教授说：“在你觉得无所不至的时候，学校给你学士学位；在
你认为自己只是略有所知的时候，学校给你硕士学位；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一无所知的
时候，你会拿到博士学位。”

9·俗话说，“花要半开，酒要半醉。”凡是鲜花开得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就是衰
败的开始。所以，无论你有怎样出众的才智，一定要谨记：不要锋芒毕露，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
，太重要，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救国济民的圣人君子似的，还是收敛起你的锋芒，夹起你的尾巴，掩饰
起你的才华。

10.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帮助人要量力而行，如果没有能力帮助人，不要轻言帮助，否则
中途把人害得更深，也让受助者错过了别的机会。

11·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12·南怀瑾大师说，做人做事，不管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能不管成功或失败，做到没有后患的，
这人就具有最高道德了。这就是人生在世的最高处。

13·习武者要靠定力，有过人的定力，才能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就一身高超武功；有定力，才能
面对强敌，从容镇静，临危不乱，后发制人；无定力，便吃不得苦，耐不得劳，只能练出一身花拳绣
腿，临阵对敌，神慌招乱，还没等开始打呢，心理上就落了下风，，最后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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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怀瑾讲庄子》

14·人生最大的苦恼，不在于自己拥有太少，而在于自己向往太多。凡事适可而止，才能把握好人生
的方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好，还有比你更好的，人生短短几十年，重要的不是你博得多
少掌声和艳羡的目光，而是你获得了一种好心情和做人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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