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0日中秋之夜，蘇州太湖大學堂上空
明月朗朗，南老的一生如夜空的明月終

得圓滿。眾人誦七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後，按佛教儀軌，進行荼毗(火葬)儀式。先
生生前諸多學生悲痛悼念，感念南老。痛
心！痛別！痛哭！

遺願：「一切從儉」
太湖大學堂網站首頁上方未見悼

語，「懇請師兄們共同修法，回向給
南老師祈願，南師長久住世」的紅色
佛語彷彿讓外界感知先生仍在「入
定」。蘇州及吳江官方亦表示，南老是
否西遊要以上述網站為準。
南老生前學生、中國教育學會副會

長、蘇州大學教授朱永新9月30日20：
59微博稱，懷師已逝，遵照懷師指示和
家屬意見，一切平凡、從儉⋯⋯為了避
免無數人湧來大學堂，本來相約時間推
後⋯⋯
網友「心隨大師」說， 先生只是睡

熟，不必驚憂⋯⋯

中秋夜行火葬儀式
據南老生前一位學生稱，2012年9月19日

南公示疾，並入甚深禪定。9月29日示寂。9

月30日晚，在南老親手創辦的太湖大學堂，
為南老舉行荼毗儀式。
參加儀式的一位蘇姓人士介紹，舉火儀式

由成都文殊院的宗性大和尚主持。眾人誦七
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後，按佛教儀軌，
進行荼毗。眾人紛紛跪拜，口誦佛號，向火
中的南老遺體行禮。
據「流年流月流日」在當晚的博客介紹，

今晚，月朗風清，晴空無雲，群星皆隱。一
百餘名老學生，無不淚眼相對，莊重而深情
地來送別最親切，最敬愛的老師。當南老的
靈柩在一聲聲「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的
誦唸陪伴下，由親人護送出來時，所有的人
無不淚奔如流，悲抑不已。

「夫子溫良恭儉讓」
這位網友還動情地寫道：「特別是播音器

中傳來了南老原聲唱的佛號時，音容笑貌，
直逼眼前，更是令所有的人涕淚悲泣。在場
的每個人都受南老無私大恩，而南老從來沒
求學生們做什麼，除了要學生們更好地成
長，更好地證道，更好地利生。」
上述蘇姓人士透露說，南老的親人，平時

極少有機會見到老師，而老師卻把所有的人
當成自己的孩子，親切而慈悲，「夫子，
溫、良、恭、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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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為心，道為骨，儒為

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腦，從

容過生活。」

「我的一生，八個字：一無所長，一無是

處。」

「人有三個錯誤是不能犯的：一是德薄而位

尊，二是智小而謀大，三是力小而任重。」

■浙江國術館國術訓練員專修班

■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

■金陵大學研究院社會福利系

■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籌邊屯墾

■返回四川時期在中央軍校軍官教育隊教書

■峨眉山大坪寺潛修三年

■赴台灣多所大學講學

■來香港多所大學講學

■移居上海

■定居蘇州開辦太湖大學堂著作講學

學經歷

三金句

南懷瑾2000年來到吳江的太湖之濱，開始興建太湖大學堂。2006
年初夏，歷經六年土木，始有規模。他稱：「這裡是風水寶地。」
2006年7月1日至7日，年屆九旬的南懷瑾在大學堂首次開講，內容

是禪修與生命科學。他縱論古今的淵博學識和拉家常式的平易風
格，吸引了各方人士，有些人甚至專程從美國、東南亞趕來。「讀
中國古典的書，千萬不要以17世紀以後，大家學了一點西洋文化、
文字、邏輯的皮毛來看它，那就牛頭不對馬嘴，愈讀愈遠愈糊塗
了。」南懷瑾如是說。
對於傳播傳統文化，他想運用認知科學、生命科學與傳統文化結

合的研究與傳播，挽回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危機。他說：「我們雖失
望，但不能絕望，因為要靠我們這一代，才能使古人長存，使來者
繼起。為了挑起這承先啟後的大樑，我們一方面要復興東西方固有
文化精華，互相取長補短，作為今天的精神食糧；一方面更應謀東

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會，以期消弭迫在眉睫的人類文化大劫。」
「凡事我但盡心，成功不必在我」，對於太湖大學堂是否陳義

過高，大學堂解釋道，「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論語別裁》轟動兩岸
1971年，南懷瑾受聘於台灣輔仁大學，開設《易經》課程。真

正讓他「大紅大紫」的是一部《論語別裁》。1974年，台灣大陸工
作會邀請南懷瑾每周三下午去給他們的員工講《論語》，講稿後來
在報紙上連載，南懷瑾「用時代的角度，白話的表達，加以經史的
空前方式講《論語》」，受到了大眾的追捧，報紙被許多人剪貼成
冊，至今還有人保存 完整的剪報。講稿隨後以《論語別裁》為書
名出版，引起轟動。
後來，時任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副主任的王雷泉到香港拜訪南懷

瑾，經他介紹，復旦大學出版社於1990年出版《論語別裁》，風靡一
時。幾年間，《論語別裁》發行即過百萬，堪稱中國圖書界的一個
「神話」。

曾經有大學邀南懷瑾去演講，因擔心人太多造成混亂，南懷瑾一
再要求嚴格保密、不作宣傳，但消息還是

不脛而走。他的名氣和所能形成的感
召力，遠遠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

心繫杏壇 建校開講 人瑞學生痛憶先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永峰）南老生前的學生、99歲高齡葉曼

先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她內心悲痛難以言
說，南先生教授給她的《楞嚴經》「義力很深 ，文字優美，是世
界上最好的書」。
她回憶，當時她初次聽南老師上課，「人數不多，可是多是老

參，底子很好。我聽了《楞嚴經》的課後心中的滿足和喜悅，其
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在聽了半卷之後，要求南老師重新再講，
於是他又重新講一遍，其他人也陪 我再聽一遍。」
有一次葉曼正在國外，聽到南老師將在春節打禪七的消息，就

在除夕那晚，不顧即將臨盆女兒和駐菲律賓領事館先生的期盼，
離開家人，專程搭機回台北打禪七。
葉曼雖年事已高，但思維十分清晰，語速不快不慢，但整個採

訪她咳嗽不止，記者最終打斷了她的深情憶述。她透過助手表達
了自己的願望，用自己的餘生講完《楞嚴經》，以此來報答南老。

一份舍利留故土 溫州官民泣宗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溫州媒體報道，在得知南先生仙逝消息後，正

泰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南存輝參加了30日晚在太湖大學堂舉行的、他
作為親友參加的荼毗(火葬)儀式，送先生西行。
據介紹，溫籍知名報人周瑞金在告別儀式上以學生代表身份發

言。南存輝介紹，太湖大學堂將在今明幾天發布公告，組織追思活
動，南老的一份舍利將帶回家鄉，永留故土。
據悉，浙江省委常委、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對南懷瑾逝世表示高

度關切，並且敬獻花圈；溫州市委常委、秘書長吳開鋒將代表溫州
市委、市政府前往太湖大學堂慰問並參加悼念活動；溫州市已在籌
備、組織一系列追思活動，傳承發揚南老留給家鄉的不朽財富。
在南老家鄉樂清市翁垟街道，鄉親們更自發前往紀念館，拉起橫

幅懷念赤子。

■南懷瑾先生講道，學生全神貫注聆聽。

■南懷瑾晚年心血傾注於太湖大學堂。

上圖為正門，下圖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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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

■家鄉民眾懷念國學大師南懷瑾。

■南懷瑾夫婦與四子女合照。左起：南聖茵、

南國熙、南一鵬、南可孟。

■南懷瑾與兒子南國熙

在1964年的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　南懷瑾，1918年出生於浙江樂清柳市長岐鄉南

宅村（今柳市長林社區殿後村）。幼承庭訓，少習

諸子百家。中國當代國學大師之一。

浙江國術館國術訓練員專修班第二期畢業、

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畢業、金陵大學研

究院社會福利系肄業。抗日戰爭中，投筆從戎，

躍馬西南，籌邊屯墾。返蜀後，執教於中央軍校

軍官教育隊。旋即潛心佛典，遁跡峨眉大坪寺，

閱藏三年。後講學於雲南大學、四川大學等校。

赴台灣後，任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以

及其他大學、研究所等教授。後旅美，亦曾寓居香

港。在港、台及居美時期，曾創辦東西方文化精華

協會總會、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美國維吉尼亞州東西方文化學

院、加拿大多倫多中國文化書院、香港國際文教基金會。

著作翻譯成八種外語
關心家鄉建設，1990年泰順、文成水災，捐資救助，並在溫州成立

南氏醫藥科技基金會、農業科技基金會等。又將樂清故居重建，移交

地方政府做為老幼文康中心，且為廈門南普陀寺修建禪堂，籌建金華

溫州鐵路。生平致力於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出版有《論語別裁》、

《孟子旁通》、《大學微言》、《老子他說》等50多本著作，又經

英、法、荷、西、葡、意、韓、羅共八種語言翻譯流通。他的門

生自出巨資，用他的名義在內地創立光華獎學基金會，資助三十

多所著名大學，嘉惠研究師生等。近年致力提倡幼少兒童智力開

發，推動讀經及中、英、數並重。又為黃河斷流、南北調水事，

倡立「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考會」。

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南懷瑾 1918－2012

著述等身 奉獻文教

圓滿
佛心．道骨．儒表一代國學宗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永峰 蘇州綜合報道）「上下五千

年，縱橫十萬里，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蜚聲海內外

的一代國學宗師南懷瑾先生於9月29日下午4時在蘇州太湖大

學堂逝世的消息經微博發布。一時網站中心論壇燭光點點，

悲慟於心。雖先生高壽95歲，眾人仍不捨先生猝然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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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8日，蘇州大

學黨委書記王卓君(左)前

往太湖大學堂，拜會南

懷瑾。

■南懷瑾晚年心血傾注於太湖大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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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南懷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