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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魅力的神秘人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他潜心研究学问，留下过许多值得后人汲取的养分，他面对现实，奏陈时弊，成为晚清王朝的柱石人
物；在知人善任、教育子女等方面，曾国藩的确做出了令世人称道的业绩。
正是曾国藩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才使后人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他是识人用人的高手。
《曾国藩：神奇的识人法》以独特的视角，向广大读者展示曾国藩的人生谋略，以及他对世态人情的
看法。
特别是曾国藩的读心识人用人心得，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具有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

闪耀的思想震铄古今，为古今中外伟人们奉为经典！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人之一。

让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章太炎等崇拜并研读一生的千古第一完人.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如何识人，如何成功甄别他人的优劣，是现实中的人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曾国藩识人大作；练就火眼识人，必读曾国藩识人法。

融汇神奇识人法典《冰鉴》精髓；
全面解析曾国藩识人神奇之学，给你60秒看透人心的本领
曾国藩神奇的识人秘笈——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高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
看脚筋；若要看调理，全在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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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神骨鉴人心：看神行定品行，观精气定人心
观察人的神骨，洞悉其人的品性
察人是正直还是奸邪重点在于眼睛
内观精神，外察情态
观“九骨”判断一个人的性格、才干和命运
从“骨色”察人之优劣，从“骨质”看人之贵贱
第二篇 刚柔鉴人心：看处事辨刚柔，由方圆辨心性
由刚柔看人的心性本质
利用五行识人
刚柔相济的人往往才有非凡成就
第三篇 容貌鉴人心：观相貌鉴其心，以姿容品其性
察容貌，鉴其心、品其性
鉴别人才从容貌入手有讲究相貌好坏，是辨别人精神气质关键之所在
通过五官了解一个人的素质情况
第四篇 情态鉴人心：由交往看品性，以情态察性情
情态语言信息可以传达出人的真性情和本质
从情态细处论人才
察人要恒态、时态相结合
第五篇 须眉鉴人心：观须眉之玄妙，玄妙间辨人心
心中怀有“须眉精神”是最重要的
识人一定要了解眉毛中的秘密
透过胡须与眉毛之间玄妙的关系辨别人才
第六篇 声音鉴人心：听声可知其心，辨音可知其能
由声音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心性品德
“声”与“音”是有区别的，要细加分辨
由音可察知人的心性和能力
第七篇 气色鉴人心：察气可知其志，观色可知其人
面部气色显其命运
察人要“精神”和“气色”兼顾
人之好坏，气色说话
视色察情，尽览其质
【 前言 】
我们总是能听到这样的话“人不可貌相”，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是非常认同的，但这并不是完全正确
的真理。
因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是可以通过面部的表情、神态、说话的声音、容貌和气色等表现出
来的，所以只要观察者够细心，就可以“以貌取人”。

那么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辨人、识人、鉴人呢？
这一点我们应该向晚清名臣曾国藩学习，在他的著作《冰鉴》中学习一些观人、识人的方法，借鉴一
些鉴人、用人的经验。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对于识人、辨人有独到见解的曾国藩。
他是晚清时候的重臣，作为晚清由文人而封武将的第一人，曾国藩以一介儒生，由科举入仕途，忠心
为朝廷，成为大清朝的一根支柱。
当时的清政府可谓内忧外患，曾国藩等人力挽狂澜，其文治武功都堪称震古烁今，被誉为“晚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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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

曾国藩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成功，在经济、文学、处世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和贡献。
他主张发展洋务运动，以自强来救国；他专注理学，有“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
”、“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清朝皇帝对曾国藩非常信赖，把他视为可以依靠的股肱之臣，对
他进行了各种赏赐、加封：如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死后还
被皇帝谥号“文正”，这已是对文官的最高评价了。

曾国藩的一生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除了他超凡的政治、军事智慧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能
够知人善任。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善于利用各方面的人才，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正是因为他重视人才，善于观人，敢于用贤，在晚清那样一个信仰崩溃、价值观趋向多元化的时代，
曾国藩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其中有众多留名青史者：晚清第一大臣李鸿章、晚清军机重臣左宗棠、台
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兵部尚书彭玉麟、安徽巡抚江忠源⋯⋯曾国藩所带的湘军将领中，更有好几十
人后来都成为清朝各地的封疆大吏。
这些俊彦才杰，不仅帮助曾国藩成就一番伟业，而且各有建树，名垂史册。
可见，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智慧和艺术已不是一般的高超了。

就连他的最大对手，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被擒后也不无感慨地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
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问可寻。
”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
他有一句座右铭：成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
在人才问题上，他十分注意网罗和培植各类人才，其幕府享有“神州第一幕府”的称号。
到过太平天国的容闳在描绘湘军大营人才盛况时说：“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法律、算学、天文
、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
怎样才能做到善于用人？
首先就要学会识人，然后是鉴人。

曾国藩以他丰富的阅历、广博的见识著成《冰鉴》一书，本书总结了曾国藩自身识人、用人的心得。
这些技巧，即便是在今天，也极具借鉴意义。
当我们掌握了这些“看相”之术，在今后的交友、求学、求职、识人用人等方面都会受益匪浅。
当然这里所说的“看相”与平常所说的“相面”不同，只是告诉人们如何通过外貌、情态、言行、声
音等判断一个人，教我们做到明察秋毫，知人知面又知心。

本书以《冰鉴》一书的内容为基础，全面解读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为广大读者提供识人、鉴人、用人
的参考和经验。

【 节选 】
观人看本质．由骨入神是根本
曾国藩在《冰鉴》中开门见山地提出神骨识人。

他认为，人的“神”和“骨”，犹如门外的大山，门既打开，山势自然可见。

曾国藩在《冰鉴》中所说的“神”并非我们日常所说的“精神”，它有着比“精神”内涵更加丰富的
内容，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体能、才干、地位、社会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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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冰鉴》中所说的“神”，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
人的相貌有美丑之分，肤色有黑白之别，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换句话说，“神”有一种
穿透力，能越过人相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

在察人的过程中，主要察神。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心有所动，眼神就会发生变化。
神光内敛，锋芒外显，神所传递的心性正邪、智慧、愚笨都是掩盖不了的，一如云层厚积中的阳光，
区别仅在于会不会鉴别。

江忠源是湘军中很有代表性的文人勇将，他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去拜见曾国藩。
见面后，两人谈得很投机，曾国藩很赏识江忠源的才华。
江忠源告辞时，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离去，直到他走到门外（当时曾国藩已官至二品，而江忠源
只是一个读书人）。
后来曾国藩对左右人说：“这个人将来会立名天下，可惜会悲壮惨节而死。
”
太平军在广西起事后，江忠源带领所办团练进驻广西，奔赴广西副都统乌兰泰帐下，准备阻击节节胜
利的太平军。
曾国藩知道后，当即写信给江忠源，坚决反对他投笔从戎。
旁人认为曾的举动是“爱人以德”，不愿江忠源以文员夺武弁之制，但是否与他认为江忠源“会悲壮
惨节而死”有关呢？
可惜曾国藩在书信、日记中都未提及此事。

江忠源与太平军的第一次作战大功告成，他率军在广西蓑衣渡设伏，重创太平军，太平军的南王冯云
山战死。
江忠源因此以善带兵而名闻朝廷。
后来江忠源累建军功，由七品知县迅速升任安徽巡抚。
1854年，太平天国勇将石达开迎战湘军。
江忠源防守庐州，被太平军围困，城破，江忠源苦战力竭后，溺水而亡。

曾国藩是根据什么作出了这样准确的判断呢？
现金已无从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对江忠源注视良久，实际是在观察他的“神”，并以此作出推断。

任何一位领导人，在考察人才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禀赋。
不如此，不足以成就事业。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领导人必须会鉴别人才，然后才能组建强有力的团体核心，带领整个团体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

纵观古今，身为团体领导人，唯有曾国藩留下了一套鉴别人才的非常系统的学问——《冰鉴》。
唐代的袁天罡、宋代的陈抟，都是鉴别人才的高手，但他们都不是世俗中人，偏僧偏道，游于山水之
间，过着似神仙的生活。
而曾国藩秉承“兼善天下”的思想，却从未打算归隐山林。
他祖父也一直鼓励他要竭尽血诚效忠朝廷。

曾国藩这套鉴别人才的学问，影响不小，与民间流传的相学也区别甚大。
民间相学是静态考察，易流于机械主义，而且宣扬命运天授思想，忽略个人努力的作用，从面相中定
人一生的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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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富贵荣华，受家庭、历史条件、个人奋斗等多种因素影响，仅凭相貌来定是不足为论的。
曾国藩鉴别人才，是从对方“神”所映射出来的特征来考察其思维和做事的方法，从而判断其才能的
大小，以此确定其适合担任什么工作。

曾国藩所说的“骨”，也不是现代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专指与“神”相配、能够传“神”
的那些头面上数量不多的几块骨骼。
曾国藩关于骨相的说法直接承自中国古代的骨相术、身相术等，这些相人的方术实际上都是从全息现
象的角度，依据“天人感应”（或称之为“人体微观宇宙说”）这一基本理论，从局部看整体，对人
的命运际会进行预断。
一般带有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领会的神秘色彩，大多数人往往难于把握，只有在实践中去多加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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