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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十方来求者重重包围的南怀瑾，95岁还

在探索承载他理想的“教育试验田”

秋天的江南，草木葱郁。中午太阳
高的时候，陈华会停下修车的活，踮起
脚望望对面的太湖大学堂。他看到的，
仍然是爬满藤蔓的围墙。

位于江苏省吴江市庙港的联强村
和大学堂只有一路之隔，村民眼里却是
两个世界。“夏天，那边靠着湖很凉快，
这边很热。”

陈华至今纳闷，“那个买下这块风
水宝地的台湾人，本事怎么这么大！”

实际上，很少有村民能说出这个
“老头子”的究竟，他们只能从每周末
停满路边的外地豪车判断，“来的人不
简单。”

偶尔，大学堂也会与村子发生交
集。今年新生报名，村民赵峰的餐馆就
进来一位来自深圳的家长，家长异常
崇拜地讲述着他眼中的“南老师”。由
此，赵峰第一次知道，他口中的“老头
子”叫什么。

只是，当这名家长说，孩子送到这
里上学，每年学费要十几万时，赵峰的
心里划过一丝失落。

“6年得将近100万！”这对开餐馆

的他来说是天文数字。好在，他能找到
安慰，因为即使村里最有钱的老板，也
没有把孩子送到对面的这所学校。

“花那么多的钱，那么小的孩子，
能学到什么呢？”赵峰挠了挠头，“老头
子真就这么神？”

“南怀瑾争夺战”

南怀瑾去世月余，他最后的栖息
地太湖大学堂，神秘依旧。

门卫森严的铁栅栏外，欲入内缅
怀“南师”的追随者们被拒后，放下鲜
花，双手合十，虔诚祷告。

吴江坊间传说，南怀瑾晚年定居
于此，属于命中注定的缘分：时任市委
书记汝留根的名字，让有意归根大陆
的南怀瑾心生“留根于此”的念想。

南怀瑾生前也多次半开玩笑地
说：“就是汝大书记的名字把我骗来
的。”汝留根赶紧解释：“我要是能骗得
了你，我就不得了了！”

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城吴江，能

从“南怀瑾争夺战”中胜出殊为不易。
澳门、杭州、上海、北京，谁都想引进南
怀瑾，哪一个名头都比吴江响。

汝留根承认，当时忙于招商引资
的他，对南怀瑾了解并不多，争取南怀
瑾更主要是出于吸引台资的需要，“台
湾的企业家对他很崇拜，他如果来吴
江，对我们招商引资有好处。”

烟波浩渺的太湖触动了南怀瑾。
时年83岁的他拍板买下300亩滩涂地，
于远山近水、绿树成阴中，想着未来在
此“骑着小驴子读书修行，一定非常好
玩”。

尽管土地资源紧张，但认定南怀
瑾是个“宝”的汝留根大方表态：“要多
少给多少。”汝留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他们给南怀瑾的价格是4万
元/亩，这个价格实属亏本，时任苏州
市委书记陈德铭觉得太低，两次致电
汝留根过问此事。直到听说杭州市一
主要官员因没能引来南怀瑾被省领导
批评后，汝留根这才为当初的坚持感
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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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晚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在89岁高龄时创办太湖大学堂。
在他身后，人们更多关注于“南怀瑾饭桌”上的政商圈子，以及“国学大师”真伪辩。
那些争议，在他身后也未消停。
尽管他本人早就说过，“我半生岁月，都在毁谤中度过，早已习惯于此。学道人只问自心，莫管毁誉，止！止！不须辩辩。”
南怀瑾究竟何许人也？
他曾自比隋朝王通，王通不做国师，却培养了房玄龄和魏徵这样的贞观名相。
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在《论语别裁》中，对秦相李斯充满功利、实用主义的“老鼠哲学”表示了不屑与否定。
晚年落户太湖之滨吴江，他和他创办的大学堂刻意回避公众视野；然而，“南怀瑾饭桌”上却总是熙熙攘攘。十方来求求者，非富即贵。
这种神秘感与争议，让“南怀瑾”三个字具备了足够的眼球效应，却容易让人忽略这位洞察世情的老者在人生最后几年年留下的那些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南怀瑾先生离世已有月余，当各种喧嚣渐趋平静，也是理性审视“南怀瑾遗产”的时候了。
他这一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人脉直通政商两界大佬；到了晚年，为何跑到吴江教化起小学生来？我们从其弟子以以及和他有过交往的人的大量叙述中，能触摸到这位

争议人物的思想变迁轨迹，也看到他被人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游刃于各界，在嬉笑怒骂中流露出的孤寂与无奈；更更看到他所求的，和人求他的，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
他所求的，在他今年6月在太湖国际实验学校首届毕业生典礼的“临别赠言”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你们现在毕业了，把这四年的教育经验验带出去，带到初中、高中、大学，

影响社会，就成功了。”他冀望他的学生，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学会怎么做一个完整的人，了不起的人”。
南怀瑾的焦虑，也映照出这个社会的浮躁与功利。他所不屑的“老鼠哲学”依然大行其道，而他晚年寻找的求解之道———— 通过教育改变人，改变社会，是否一厢情愿？他的

这个“教育试验田”又能否后继有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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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继承“南怀瑾遗产”
蔡宇丹

南怀瑾的
“突围”

本报记者 吉祥

今年6月，太湖国际实验学校首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时，南怀瑾与小学
生们合影。 （本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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