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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冰鉴》一书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的一部传世奇书，曾国藩以一介儒生举兵湘乡
，镇压勃然兴起的太平军，挽狂澜于既倒，成大清之柱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知人善任，善于“以
相取人”。
此书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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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湘乡人。
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
豪门地主家庭。
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
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富厚堂（曾国藩故居）裕。
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
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
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
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
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实岁27虚岁28岁时，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考中了同
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
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
到二品官位。
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
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
，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
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
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咸丰三年（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
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
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
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
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
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
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
」。
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
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
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
品，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
书》。
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
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
，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
。
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
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
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
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
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
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
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
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
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
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
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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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冰鉴卷上人才之一识才——人才须有百折不回之气【原文】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
少大言为要。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
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
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
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
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勤笔记，以备遗忘也。
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意译】择取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晰而不说大话。
办事的方法，首要的是能够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即作为官吏对于人命案、盗窃案必须亲自进行勘验，并且亲自到乡村巡视；作为将官则必
须亲自巡视营地，亲自察看敌情。
心到，即凡事皆须仔细分析大条理、小条理、起始的条理、终结的条理，分析其头绪，再综合其类别
。
眼到，就是要专心细致地观察人，认真地阅读公文。
手到，就是对人的长处短处，以及事情的关键，勤作笔记，来防止遗忘。
口到，就是在使用他人做事，既要有公文，又要苦口婆心地叮嘱。
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
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
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
去腊遣韩升至李家，省视其家，略送仪物，又与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
但得次青生还与兄相见，则同甘苦患难诸人中，尚不至留莫大之愧歉耳。
次青不是一个寻常的人才，尽管带领兵勇并非他的特长，然而却具有百折不挠的气概。
他在我这里，更是肝胆照人，始终令我感怀。
我在外面这些年，惟独报愧的是未能较好地对待他。
去年腊月我派遣韩升到李家探望，送了一些礼物。
又与次青定下联姻之约，以示结为永好。
只要次青能够活着回来与我相见，那么在甘苦与共的这些人中，便不至于留下莫大的愧疚和遗憾。
【详析】曾国藩作为一代理学大师，以文学方面见长，然而却扬名于武功战场之上，成为大清王朝中
兴的重臣。
曾国藩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与他知人善任紧密相关的。
曾国藩认为身居高位之人最重要的是知人晓事，而且应以他是否能做到知人晓事，来判断他们是不是
可用之才。
虽然是有一些片面，但在用人是否得当上，对这方面的事情，理解的非常透彻。
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胸怀是非常宽广的，足以成为百世的楷模。
古代的贤德之人在用人的时候，多以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为第一要意，以有操守、多条理为主，
那么古贤又是怎么做的呢？
澹台子羽长得貌似君子，孔子认为他与君子相差无几，便收他做了养子；然而相处久了，孔子发觉他
的品行和他的相貌并不相符。
宰予的言辞高雅华丽，孔子认为他与学者差不多，便收他做了养子；然而相处久了，孔子便发现他的
智慧与口才并不相符。
故此孔子说：“仅仅凭借人的相貌来判断其优劣，我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仅仅凭借言语来判断人的
优劣，我在宰予身上犯了错误。
”因此，凭着孔子的智慧，也有与事实不符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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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兴起了辩论之辞，比宰予还要华丽，而当世君主听了比孔子还要迷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辞，就任
用这个人，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所以卫国听信了孟卯的言论，造成了华阳战役的大败；赵国听信了赵括的纸上谈兵，因而有了长平兵
败之祸。
这两件事就是听信华丽言辞的过失。
单看铸剑时加锡的多少和火候，即使欧冶子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在水上击杀鹄雁，在地上斩断驹马
的腿，那么即使奴仆也不会怀疑剑锋利还是不锋利。
掰开马的嘴巴看牙齿和观看马的外表，即使是伯乐也不能肯定马的好坏；给辆马车就驾驶，一直看它
跑到终点，那么奴仆也不会怀疑马的好与坏了。
只看容貌和服饰，只听他的言辞，孔子也未必能够断定一个人能力的高低；用给他官职试验他，考察
他的功绩，那么即使是平庸的人也不会怀疑自己是愚蠢还是聪明。
所以英明君主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小职务提升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中涌现出来的。
有功劳的人一定要赏赐，那么奖励的爵位俸禄越多，人们越感到鼓励；逐层提升官级，那么官吏们职
务越大越能治理政事。
爵禄丰厚而官吏尽职尽责，是统一天下的有效方法。
在识人方面，汉高祖刘邦无疑是大睿大彻。
说到他能够知人善任这一点，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
汉高祖刘邦登基称帝之后，有一天在皇宫中大宴群臣。
喝酒喝到半酣的时候，汉高祖说：“各位大臣可以开诚布公地议论一下，说说我为什么得到天下，项
羽为什么没得到天下？
”大臣高起、王陵二人回答说道：“拿陛下与项羽的待人比，陛下爱发脾气，开口就骂，而项羽却讲
究礼貌而尊敬人，这是陛下比不上项羽的地方。
但是陛下奖惩分明，使人去攻城略地，打了胜仗便给予奖赏，使大家都能得到好处；项羽嫉妒有本事
的人，谁有功劳就排斥谁，谁有本事就怀疑谁，打了胜仗不给将士记功，得了城池不给予奖赏，因为
这个他才没有能够得到天下。
”汉高祖听后说道：“你们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不知道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
要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要论治国安邦，安定百姓，筹集粮草，我比不上萧
何；要论带兵上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比不上韩信。
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俊杰，而我能重用他们，这便是我能够得到天下的根本原因。
项羽有范增却不会好好使用，那才是他所以失败的真正原因。
”汉高祖在宴会上说的他能知人善任这一点，的确并非自诩。
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他不仅重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这种能独当一面的人杰，并且还使用了许多各
有所长的人才。
他使用人才有个特点，就是只要有真才实学就用，不论什么地位出身。
在楚汉战争中立过大功，在汉朝建立后担任丞相和将军等重要职务的人当中，张良的出身算是最尊贵
，也只是韩国的一个贵族子弟。
其次就要数萧何和曹参，一位在沛县当过文书，另一位是沛县的监狱官，全都是位卑职微的小吏。
再往下说，像陈平、王陵、郦食其等人，都是平民，根本没有当过官，更不用说韩信了。
在鸿门宴上挺身而出保护过刘邦的樊哙，原来不过是杀猪的屠夫而已；大将周勃原来是织草席的手艺
人兼吹鼓手，大将灌婴原来是个绸布商人。
这些没有当过官的白丁，也包括当过小吏的萧何、曹参在内，在当时的社会里只许可穿布衣，是不允
许穿绸衣的，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布衣将相”。
一个人的才能和成就并不取决于他的出身，而要看他有没有真本领，愿不愿干实事。
就是这些布衣之辈，在辅佐汉高祖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凭自己的学识、智慧、胆魄，立下了汗马功劳
；又为巩固汉朝统治做出了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印证了陈胜起兵时说过的一句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们先说说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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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刘邦的同乡，是位极有政治眼光和经济才干的人。
他了解刘邦的能力，认定刘邦将来必定能够成就大事业。
他在沛县当文书的时候，凡当刘邦与别人发生了各种纠纷，官司闹到县衙门里，萧何总是帮助刘邦，
事事袒护他。
刘邦当过亭长，每回往咸阳押送壮丁需要筹集路费，别人一般出三百钱，萧何常常给五百钱。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义以后，萧何和曹参让樊哙将刘邦找回来，将沛县县令杀了，几个人商议着一
同举兵反秦，并且推举刘邦做了沛公。
因此，萧何可以说是汉朝的开国元勋。
义军打进咸阳的时候，别的将士忙着追求享受；只有萧何进入咸阳后，先到秦朝的各个办公机构中，
将图书律令和文书档案全部接收保护起来。
这是一批极为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料，有了这些资料，使刘邦对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以
及社会情况都能够了解得一清二楚，对打败项羽、统一中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于萧何连夜追回韩信，帮助刘邦发现了一位军事天才，这更是目光超人，十分了不起的功劳。
萧何还是位管理后勤工作的好手。
在楚汉战争中，他以丞相的身份留守关中，多次当汉军在战争中处于劣势时，他很快又备足了粮草，
补充上兵员，使刘邦能够重振雄风，保证了刘邦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所以刘邦在登基称帝以后，为了表彰萧何的汗马功劳，封他为酂侯，拜他当了丞相。
再讲韩信，他自被拜为大将以后，发挥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立了无数战功。
他在战争中常常能做到出奇制胜，以少敌多，破赵之战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战例。
这次战役开始时，韩信挑选了轻骑兵二千人，令他们每人带一面红旗，夜间从小道出发，潜伏到赵军
大营附近。
出发之前，韩信命令他们：“明天一早，赵军见到我军后退，必定全军出动来追赶我军。
赵军过去后，你们冲入赵军的大营，拔掉赵军的旗号，换上我军的旗号。
”轻骑兵出发之后，韩信传令给全营将士准备少量饭菜，他说：“现在大家多少吃一点儿，待天明战
胜了赵军以后，再举行丰盛的庆功宴。
”接着，他派一万兵马做先锋，背靠河流布下了阵地。
赵军见韩信背水为阵，笑他不懂打仗。
等到天亮时，韩信令人举起战旗擂动战鼓，挑战赵军。
双方战不多时，韩信突然下令抛弃辎重等向后撤退。
赵军见汉军败退，都不顾一切地蜂拥离开大营，不是去追击汉军，却是来抢夺战利品。
汉军退到河边，见无路可退了，便回过身来拼死作战，其勇势不可抵挡。
这时，早就埋伏在赵营附近的二千轻骑兵，趁赵军倾巢而出的时候，乘虚占领赵营，换上了汉军的旗
号。
赵军抵挡不住汉军，只好往回撤退。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营盘已经更旗易帜，不禁大吃一惊，便丢戈弃甲，四散逃走。
汉军前后夹击，大胜赵军，在战场上杀了赵军主将陈馀，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战役结束之后，有人问韩信：“将军不按兵法却背水为阵，结果反而取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
”韩信回答说：“我这种办法在兵法上有，只是你们没有加以注意罢了。
兵法上不是有‘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
我所以要背水设阵，就是根据这一点啊！
”至此，大家才认识到韩信是一个不但对兵法精通，而且还善于灵活运用兵法的人，都十分佩服他。
刘邦取得政权以后，封韩信为楚王。
曹参立的战功也不少。
沛县起义之后，他追随刘邦四外征战，多次战胜敌人。
他立的第一次战功是歼灭秦朝大将李由的军队——李由被杀，给了秦朝极其沉重的打击。
在攻克咸阳的战役中，曹参担任先锋，是最早攻入咸阳的大将之一。
楚汉战争中，曹参的战功也十分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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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在战场局势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扭转局面并夺取胜利。
他灭亡了两个六国旧贵族建立的国家，攻克敌人城郡一百二十二座，俘虏了敌人的两个王、三个相和
六个将军，以及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官吏。
他身上先后负伤七十次，全身留下了累累伤疤，为创建汉朝立下了血汗功勋。
王陵虽是布衣出身，家里却比较有钱。
参加义军前，他和刘邦是结拜兄弟。
刘邦攻打咸阳时，王陵也召集了几千人，驻扎在南阳。
开始他觉得自己年龄比刘邦大，不好意思听弟弟命令；又因为自己和刘邦的仇人雍齿很要好，因此就
不愿意归附刘邦，想独自成就一番事业。
楚汉战争开始之后，他才和刘邦站到了一起。
在一次战斗中，楚军捉到了王陵的母亲。
王陵派使者去要求项羽送还母亲，项羽故意安排王陵的母亲坐在西边的客位上，待她极为尊敬，目的
是要招降王陵。
王陵的母亲在送别使者的时候，流着眼泪悄悄地告诉使者说：“你回去对王陵说，让他好好跟着汉王
打江山，千万别因为我而三心二意。
汉王是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他一定能得到天下。
”说完，她便拔剑自刎了。
王陵牢记母亲的遗训，自此忠心耿耿地追随了刘邦，为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麾下的谋臣武将，还有很多，像足智多谋的陈平、浑身是胆的樊哙等。
还有一位叫周勃的将军，为人忠诚，刘邦评价他：“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
”不仅在建立汉朝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还为保卫刘姓江山、平定吕氏之乱出了大力。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历史上慧眼识才的著名例子，由此来反映能识人将会带来多大的好处。
齐国在今天山东的北部。
要讲齐国称霸，不能不说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因为齐桓公称霸主要得益于他的辅佐。
要讲管仲，“管鲍之交”更是不能不想，因为齐桓公能得到管仲这个得力助手，是鲍叔牙大力举荐的
结果。
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起初管仲和鲍叔牙合伙经商，管仲出的本钱没有鲍叔牙多，可是到分红的时
候，他收了应得的那一份，还要再添点儿。
鲍叔牙手下的人骂管仲贪得无厌。
鲍叔牙替他辩解说：“他不是贪这几个钱。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家人口多，开销大，是我自愿让给他的。
”管仲曾经带兵打仗，进攻的时候他离战斗激烈的地方远远的，退却的时候他却跑在最前面。
手下的士兵全都对此不以为然，耻于与他为伍。
鲍叔牙却说：“管仲家里有老母亲，他是为了侍奉母亲的晚年才自惜其身，并不真的怕死。
”鲍叔牙百般袒护管仲，是因为他知道管仲是个人才，只是还没有机遇施展。
管仲听到这些话，感叹道：“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就这样，管仲和鲍叔牙结成了莫逆之交。
当时，齐国的国君襄公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异母兄弟。
一个是公子纠，母亲是鲁国（今山东西南部）人；一个是公子小白，母亲是卫国（今河南北部）人。
有一天，管仲对鲍叔牙说：“依我看，将来继位当国君的，不是公子纠，就是公子小白，我和你每人
辅佐一个吧。
以后无论谁当政，我们之间都要互相提携。
”鲍叔牙同意管仲的看法。
从此管仲当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老师。
齐襄公十分残暴昏庸，找碴儿责骂大臣是经常的事。
管仲、鲍叔牙知道他不会有好结果，找了个机会，分别带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到外国去了，以此来避
开国内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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