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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是南怀瑾百年诞辰! $%%&

年曾提出"北京共识#的美国著名中国问

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基辛格咨询公

司常务董事接到邀请时%二话不说%答应

来上海参加纪念活动& 雷默曾受过南怀瑾

指点%南师给他讲中国历史上苏秦的故事%

告诉他要有苏秦对那个时代的感知力&"感

知#和"思考#这种禅宗公案式的启发%像一

道闪电击中了雷默&

我们会被南怀瑾书中的那些禅宗式的

语言击中吗'刘雨虹笑而不答&刘雨虹推荐

普通读者可以读一些南师关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书%像(论语别裁)& 如果嫌厚的话%可

以试试改读南师讲述的 (孔子和他的弟子

们)%名字是刘雨虹新起的%原来叫做(孔学

新语)& 刘雨虹的出版说明写得很清楚%"因

念及时下青年学子之阅读习惯尚简% 并为

初学之方便计%特检出此书再版%趁机将文

句略加口语化%并将书名改为(孔子和他的

弟子们)% 期能为年轻一代% 略开易入之

门& #为了纪念南师百年诞辰%刘雨虹又编

辑一本(百年南师)%已于三月初出版&

现代人面对世俗生活% 往往想寻个

"静# 字& 刘雨虹特意推荐了南怀瑾的一

部讲静坐的书%她觉得%这对当下的职场

人还是颇有用处的& 刘雨虹说% 静能生

定%定能生慧& 通过静坐%练就一个宠辱

不乱%波澜不惊的定力%这也是一种人生

的智慧境界& 沈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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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3月 18日，
是南怀瑾先生诞辰 100
周年。因为要落实一些纪
念南师的工作，南门弟子
自然要去拜见南怀瑾著
述总编刘雨虹。只见一进
门，大家便收起一路上的
说说笑笑，恭恭敬敬地对
雨虹先生鞠躬问安。心中
感动，这是礼，是道，更是
中国传统文人精心呵护
着的文化薪火。

! ! ! !刘雨虹祖籍河南封丘，从小喜欢读书。!"#$

年刚念高中的她，碰上了抗日战争，一腔热血的年
轻人瞒着家里，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思想进步的刘
雨虹，从西安徒步走到了延安，并进入了陕北公学
和鲁艺学习。刘雨虹说，多年后见到那个时期同样
在延安工作生活的邓力群，她还向邓力群打听自
己在陕北公学上学时的校长罗迈的情况。邓力群
大笑，“你知道罗迈是谁？罗迈就是李维汉。”
刘雨虹刚进鲁艺不久，就被父亲叫去了西安，

后又辗转去了四川。一心想要读书报国的刘雨虹
考取了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这是一所农工专科学
校，是借用西昌庐山的庙宇作的校舍。学校的校长
叫李书田，颇有名望，%""$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朱棣文就是他的外孙。而那个时候，刘雨虹在土木
工程科，朱棣文的妈妈也在那所学校念书。!"&%

年，珍珠港事变，美国参战助华，抗战局势日趋缓
和，刘雨虹离开庐山，重新回到成都，先入四川大
学，后来又转至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大学，%"&$年
跟着金陵大学回了南京，直到 %"&'年才毕业。
从 %"#$年到 %"&'年，整整十年，刘雨虹求学

经历颇为传奇。她说，自己上过共产党在延安的学
校，也上过国民党政府办的大学，最后是从美国教
会大学毕业，这个学生当得真不容易。

刘雨虹的先生袁行知（%"(%)!""$）是她大学
的同学，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年后两
人定居台湾。十年求学生涯，对刘雨虹来说，养成
了她喜欢听讲的习惯。刘雨虹记得第一次听闻南
怀瑾大名是在 !"*+年，而第一次见到南师则是
%"*"年底，是由叶曼女士介绍，在台湾师范大学
听南师讲课，从此成了终身追随南师的忠实一员。
刘雨虹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南师的

情景。“那天听讲的人很多，大礼堂坐得满满的。有
人喊了一声起立。原来讲演的人到了。回头向门口
望去，但见进来的是一个瘦瘦矮矮的中年先生，他
身穿中式长袍，脚步轻快，面带微笑。”刘雨虹说，
两个钟头的讲演完毕，自己便认同这个人是足以
当老师的。那时，刘雨虹已届中年，也是经过风浪
的人了，忽然间对一门从不了解的学问产生好奇，
可见南怀瑾讲座的引人入胜。

! ! ! !不止一次，南怀瑾称刘雨虹为自己的“总编
辑”。当然这个“总编辑”也有严厉的时候。《孟子
与尽心篇》的出版就是刘雨虹向南师“发脾气”
后的产物。%"$*年，南师应邀公开讲解《孟子》，
当时是由蔡策先生以中文速记记录的。《孟子》
今存 $篇，《尽心篇》是《孟子》的完结篇，被南师
视为孟子整个学术思想的中心，是孟子“在讲完
外用之道以后，讲传心的心法”，所以极为重视。
《尽心篇》的讲稿跟随南师四处奔波，最后在太
湖大学堂由刘雨虹编整完成。但南师总没有空
审阅。刘雨虹着急了，她了解《尽心篇》的重要。
有一天“总编辑”找到南师，郑重其事地说，“有
个好消息要告诉老师，从今以后，老师你不提孟
子，我绝不会再提孟子”。南师说：“你将我的军
啊！”终于，书稿在 ,-!!年春，由学生口诵整理
稿，南师随时订正，才得以出版。那时，南怀瑾因
眼力欠佳，已经无法亲笔修改了。这也是南师生
前订正过的最后一部著作。至此，南师关于儒家
学说《论语》《孟子》，以及亲自撰写的《大学》《中

庸》，都出版刊行于世。道家的《老子》《庄子》《列
子》等系列也陆续出版问世。

刘雨虹说南师修养不凡，当年《论语别裁》
出版后，各种声音，沸反盈天。南师皆一笑而过。
而面对他人指出的其著作中的各种错误，则是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实，南师以口语讲课的
方式出版著作，并非完全没有差错，而且很大一
部分的差错在于记录、整理和编辑的过程。但南
师，一概都以自己的错误，承担下来。比如，当年
南师的《历史的经验》第二册（未经南师审查）出
版后，作家陈四益撰文指出“晏子弄权”一节有
误。南师很快给陈四益写信表示感谢，态度极为
诚挚。之后，南师还请刘雨虹代表他当面感谢陈
四益。
刘雨虹说，南师离开我们已经有 *年了，他

一生为文化传承而努力，'-岁回归故土，落脚
太湖之滨，言传身教直至 "+岁谢世。在刘雨虹
身上，仿佛有着南怀瑾的身影，一个不知疲倦的
老人，一个视使命重于生命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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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瑶夫妇的协助下办杂志

! ! ! !进入南门，刘雨虹还只是个学生，要说和
南怀瑾结上“文字缘”，还要从办《人文世界》
杂志说起。那是 !"$! 年 . 月的一天，南师找
到了刘雨虹，提出想要办一本有关文化的杂
志，希望她能帮些忙。这对刘雨虹来说自然是
义不容辞。

刘雨虹建议请皇冠杂志的老板平鑫涛帮
忙，并打电话给琼瑶，请她及平先生餐叙见面。
当时琼瑶和平鑫涛还没有结婚，吃饭是在浙江
馆子“聚丰园”。（琼瑶是台师大陈致平教授的女
儿，母亲袁行恕是袁家堂姐。）虽然琼瑶是初次
与南怀瑾会面，但有着上一辈的情谊，就喊南师
为南伯伯了。她和平鑫涛极为热心，不仅应允帮
忙，还再三地说，有其他任何需要，尽管说，不要
客气。于是《人文世界》杂志发行方面的问题解
决了。出版过程中，琼瑶和平鑫涛为了《人文世
界》费了不少心，还不时提出建议，帮了很多忙。

从 %"$%年《人文世界》杂志创刊开始，南怀
瑾就把自己主要的文字编辑工作都交给了刘雨
虹。之后南师的“十方书院”成立，刘雨虹接下了
南师多数讲稿的整理、编辑、校对工作。包括讲稿
《如何修证佛法》《金刚经说甚么》，直到现在，刘
雨虹继续着对南怀瑾文稿校对编辑工作。《话说
中庸》《孟子》系列、《南怀瑾讲述：太极拳与静坐》
《我的故事我的诗》等多部南师遗著得以面世。另
外，刘雨虹也亲自撰写了《/禅海蠡测0语译》《禅
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东拉西扯：说老
人、说老师、说老话》等，编辑《云深不知处———南
怀瑾先生辞世周年纪念》等书稿付梓刊印。
刘雨虹说自己最想把各个时期为南怀瑾著

作撰写的出版说明集成一册出版。细读每篇出
版说明，感受到的是刘雨虹传递的那种“使命大
于生命”的文化情怀。而从南师的态度上也可以
看出，他是以友道相待刘雨虹的。

! ! ! !南怀瑾门下弟子众多，遍布各行各业，但都尊
称刘雨虹为老师。%",%年出生的刘雨虹自 %"*"

年初识南师后，便追随南师，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
“义工”。可以这样说，南怀瑾大部分著作都是由刘
雨虹在不同时期带着不同的团队整理、编辑、校对
后出版的，南师也亲切地称她为自己的“总编辑”。
刘雨虹与南怀瑾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半师半
友”。所以在南门中，刘雨虹公认是最能体现和继
承南怀瑾文化精髓的弟子。
刘雨虹比南怀瑾小三岁。,-%,年南师在庙港

的太湖大学堂遽归道山。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刘
雨虹便选择继续留在太湖之滨的七都庙港净名
兰若，与编辑团队宏忍法师、彭敬、牟炼等完成南
师留下的众多讲稿的整理编辑工作。如今已经 "'

岁高龄的刘雨虹依然每天工作，辛勤耕耘，守着
她极为看重的南师留给华人世界那青山一发般
的悠悠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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