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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国藩相人术：为国家储备人才、选拔人才 相人术的变迁 相人术始于《左传》（《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说：“相术，自《左传》 已载。
”），本意是为国家甄别人才、选拔贤能。
 《左传》记录了十余条相人事迹，其中四条完整说明了前因后果。
第一 条发生于公元前622年（距今已经2633年），相人者是周王朝的内史，专为 周王册命诸侯大夫，
相人结果是鲁国会有人才——“必有后于鲁国”。
第二 条，令尹（楚国宰相）子上认为楚成王的儿子商臣“蜂目而豺声”，是一个 内心阴沉、隐忍不
发的人，不宜立为太子。
楚成王不听，结果被商臣逼死。
 第三条，楚国子文认为子良的儿子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是狼子野 心，应该杀了，否则会
毁灭他们若敖氏家族。
子文、子良死后，越椒的哥哥 当了令尹，越椒把他杀了，自己当了令尹。
不久，越椒又召集家兵攻打楚庄 王，战败，灭族。
第四条，晋国大臣司马寅看吴王夫差脸上冒黑气，判断吴 国不是国内被敌人打败，就是死了太子，果
不其然——越王勾践趁吴王夫差 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际，带兵攻入吴国。
夫差怕走漏风声，影响自己与晋 国争霸，竞把报告消息的七个人都杀了。
 上面四条相人事迹只看人物的心性才能，完全是为了国家社稷，跟个人 命运没有丝毫关系。
相人者的身份也很特殊，都是国家高级官员，不靠相术 吃饭，更不靠相术骗人。
江湖市井相术则不同，多关注个人的吉凶祸福、荣 华富贵、贫贱寿夭、功名利禄。
相人者的身份常常是相工或江湖术士，为了 赚钱糊口，不得已而为之。
 到了战国后期，《荀子·非相篇》开始批判相人术。
荀子先说相人术在 古代是没有的，学者也不说这事，然后说“相形不如论心”，列举尧、舜、 文王
、周公、孔子等十六位大圣人，说他们天生一副怪相，却成就了伟大事 业。
又举夏桀、商纣为反证，虽然长得高大俊美，却是暴君，身死国灭。
荀 子所批判的相人术与后来的江湖市井相术其实还有很多不同，没有使用“命 运”、“富贵”、“
封侯”等词语j同时也透露出一个变化：相人术已经偏 离《左传》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往“相人
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 发展了。
 再到两汉，相人术发生了显著变化，重点不再是考察人物的心性才能， 而是看一个人的命好不好，
能不能当官，能不能封侯，能不能做皇帝，会有 什么样的富贵与结局。
西汉司马迁《史记》记录了十六条相人事迹，六条是 春秋战国的，十条是秦汉的。
春秋战国的六条，五条考察人物的心性才能， 只有一条涉及个人的功名富贵寿夭。
秦汉的十条，全部指向个人的功名利禄 。
东汉王充《论衡》一书则明确列有《骨相篇》一文，将骨相与命运紧紧绑 在一起——“富贵之骨，不
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遭富贵之乐”——明 确肯定骨相与命运之间的关系。
再经唐、宋、明、清的变化，相人术的迷信 色彩越来越浓，本来含有的少许合理成分淹没在逐渐叠加
的愚昧无知之中， 最后变成了一种良莠不齐、真假难分的江湖骗术。
 最初是为国家甄别人才、选贤拔能，最后却成了愚昧无知的江湖骗术， 怎么会这样呢？
原因大概有两个。
 相人术起源于巫术。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当巫师，巫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外 形特征——原始先民在挑选巫师的过程中逐渐积累
了相关的经验。
巫术与权 力合流以后，权力要证明自己是天的旨意，必须找一个人来沟通上天——这 个人是谁？
应该具有怎样的外形特征？
于是相人术就这样慢慢产生了，而且 是为了给氏族、部落挑选某种有用之才。
尽管也包含有某种欺骗，但不是为 了赚钱谋生，大概只在氏族、部落上层流传，下层人民基本接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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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夏、 商、西周三代，中国仍然是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王权制，以文字为代表的文 化成果基本上只在
社会上层传习，贵族与贱民有严格的等级区分，上下不能 相通。
进入战国以后，诸侯纷争加剧，国家急需人才，社会等级逐渐被打破 ，有本事的贱民可以当官，没本
事的贵族则沦为平民，于是相人术（包括文 字等文明成果）也跟着流入民间，渐渐散布于江湖市井之
中。
懂得相人术的 人越来越多，但他们的悟性各不相同，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为了谋生开始 收费，于
是相人术开始偏离“选拔人才”这个主题。
 两汉盛行谶纬术，直接影响了相人术的价值取向。
自董仲舒《春秋繁露 》鼓吹“天人感应”之后，纬书大批出现，产生了很多有关朝代兴亡的虚妄 而
荒谬的预言。
相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天人感应”的影响，也开始考察个 人的命运。
有些相工发现，越是巧妙地利用人们关注个人命运的心理，越容 易赚到银子和铜板。
当这个利润秘密在相工中间公开化以后，相人术就开始 沦为三教九流之术了——有的作为谋生的手段
，有的用来攀附权贵，有的则 变成骗子伎俩。
虽然也有不少高人对相人术做了一些唯物论的注解和说明， 但无法改变相人术是伪科学的基本定性—
—它完全靠经验，无法建立一套固 定不变、简单易行的标准。
 荀子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批驳相人术的学者。
唐代杜牧也反对相人术， 还写了一篇《相论》来支持荀子，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儒”。
曹植、李 德裕、韩信、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也写有关于相人术的或信或否的诗文。
他们 的意见都不统一，普通百姓更搞不懂了。
 曾国藩相人术 曾国藩精通相人术，是为国家储备人才、选拔人才，与《左传》相人术 的价值取向一
致。
 曾国藩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显然知道《左传》相人术与市井相术的区别 。
他二十七岁开始当官，最后还当了清朝最大的官（两江总督、直隶总督、 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
），而且是一个不肯拍皇帝马屁的官，所以他既 不会靠相人术吃饭，也不会靠相人术升官。
 咸丰皇帝继位才二十几天，曾国藩就给他写奏稿，大谈人才之道，担心 “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
乏才之患”。
他还跟咸丰皇帝说“臣自愧无知人 之明，无储才之素”，既是他自谦之词，也反证他确实有为国家储
备人才的 心愿。
再看看他给胡林翼写的信：“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 能勉者，引用一般正人，培养几
个好官，以为种子。
”看天下大局已坏，他 能做的，就是与胡林翼一起，勉力为国家培养几个好官，储备一点种子。
他 把“侧身修行，拼命报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自然也增加了他对人才的 重视程度。
而且明确希望朋友帮忙寻找人才：“蜀中良吏当不乏人，储为栋 梁之选者几何？
” 目前能查阅到的有关曾国藩相人术的资料，几乎都在讲他如何判断一个 人的心性才能。
比如他亲笔记录的八十五条相人术，没有一个字与功名富贵 有关。
他识别江忠源和刘铭传的故事流传甚广，二人也确实成为国家栋梁之 材；刘铭传还为保卫台湾岛、建
设台湾岛做出过历史贡献。
曾国藩相恭亲王 奕诉“晃荡而不能自立”，一点没有端庄厚重相，但是恭亲王一生富贵双全 ，活了
六十七岁，原因就在于曾国藩相人术是看一个人的心性才能，而不是 看富贵贫贱。
他把两宫太后、恭亲王、文祥、宝錾、倭仁等清廷首脑人物放 在一起评价，看的就是他们的才干，而
不是富贵。
再如刘松山，曾国藩初见 他时，只说他“挺拔明白”，而不知他会成为湘军后期最重要的名将，而且
也不知他会在三十八岁、大功未就时战死。
但是，他仍然说了一些关于功名 富贵的话，“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
心存济 物是富相”，就是最典型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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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左传》相人术是不同的，又该做何 解释？
唐大将李勋说过的一句话，似乎可以作为答案。
据古书《谈宾录》记 载，李劫每临阵选将，必选有福禄之相的人。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薄 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他们看相，重点在于人才与功业，不是单纯的富 贵荣华。
而且他们无法脱离当时的科学知识背景来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曾国藩在判断人物的心性才能时，也不是单纯依靠相人术，而是杂 糅了很多现实可依的办法，
比如预知僧格林沁不善终，在安庆的时候看部下 的字迹，通过吃饭看出老乡见异思迁等。
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甚至有时靠 臆测（比如看曾国荃小便时间长测其长寿，相崇绮为人有真意就判
断他会成 为国家栋梁之材），这就是相人术反科学的一面。
 曾国藩自己也说：“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而且确实也有看错人的时 候。
有人曾经问他：“何以知道塔、罗、李、彭、杨、鲍（塔齐布、罗泽南 、李续宾、彭玉麟、杨载福、
鲍超）诸公能成大功？
”曾国藩说：“此皆幸 而遇之。
当时与他们共事，只知道他们忠勇朴实，所以安排任用，靠运气天 威，而稍有成就，别人就说我善于
知人。
其实知人很难，我也不敢有自信。
 ”事实的确如此。
初用塔齐布时，曾国藩怀疑过他敢不敢战；初选水师营官 时，杨载福、彭玉麟二人仅为五副营营官。
 他又为缺乏人才而痛声呼告：“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 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
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
”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在延揽人才，可谓终身在为国家储备人才。
他心中的国家，可能是清 政府，也可能是他的儒家理想，而不得不寄躯壳于满清朝廷。
 曾国藩与《冰鉴》的关系 有人说曾国藩写了一部《冰鉴》，但道光九年刻印的《冰鉴》一书末尾 则
明确指出，《冰鉴》作者已不知其为何人，证实《冰鉴》不是曾国藩写的 。
刻本印制于道光己丑岁（公元1829年）仲春，当时曾国藩才十七周岁（生 于公元1811年冬十月）。
《曾国藩全集》三十册两万两千四百余页，也没有 一个字提到《冰鉴》。
为何世人要说《冰鉴》是曾国藩写的呢？
 一是跟他善于相人有关。
 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相人本领做了很多评价。
左宗棠说：“知人之明 ，自愧不如元甫（曾国藩）。
”李鸿章说：“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石达 开也说：“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实起事以来所未觏 （音构，遇见）
也。
”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清史稿》对他的评价似乎很 精当：“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
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 者悚然。
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 事实上，曾国藩在相人术上确实花了不少功夫。
且不说他用心总结的那 些相人口诀，只看三件事。
一是他和胡林翼切磋相人术。
其中明确谈到李鸿 章的前程未来。
二是曾国荃为了独占大功，率二万二千人进驻雨花台，冒险 围困金陵。
金陵城周长九十六里，区区二万二千人，显然不够。
很多人，包 括曾国藩在内，都担心他像李续宾那样全军覆没，纷纷要求他撤兵，但曾国 荃不听。
李秀成率大军援救金陵，与曾国荃部大战四十六日，无功而去（大 战结束后，曾国藩描述湘军将士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相人术>>

：“个个面无肉色。
”）。
曾国藩又写信 叫老弟赶紧撤，曾国荃还是不听。
曾国藩无奈，决定去前线看看情况再说。
 曾国藩到了曾国荃营中，仔细考察了各个营垒，觉得老弟营盘稳固，军心整 齐，士气旺盛，才打消
撤兵的想法。
两兄弟见面十二天，其中一个晚上就谈 到“观人之法”。
三是他让好友兼幕僚郭昆焘帮他抄写《心相篇》，并熟读 了好几遍。
这些事情表明，他一直在琢磨相人术、钻研相人术。
大家说他看 人很准，似乎跟他的勤奋成一个正相关关系：因为用功勤，所以效果好。
 二是后人的推崇与捏造。
 《蒋氏王朝兴衰史》一书说：“凡有重要人事安排，他（蒋介石）必先 招榜上有名者，观察其相貌
气色，然后再做选用与否的决定。
其相人之法得 自曾国藩学说之处甚多。
曾国藩著有《冰鉴》一书，是谈气观相的一代宗师 。
据说蒋纬国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冰鉴》一书曾被指定为学生重要 参考书籍。
” 南怀瑾在一本书中说：“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十三套学问，流 传下来的只有一套，那就
是《曾国藩家书》。
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 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 但是，早在1934～1937年之间，已经有人写文章说：“《冰鉴》托名曾 国藩著⋯⋯文正衡人，颇有
特长，然间亦有以臆测者，不尽吻合。
近人乃有 以古相书《冰鉴》，傅以文正名，号为遗著，不知此书道光间吴荷屋已为锓 板。
”“道光间吴荷屋”，就是道光九年刻本《冰鉴》末尾提到的吴荣光， 字伯荣，号荷屋，广东南海人
，嘉庆进士，累官至湖南巡抚、署湖广总督， 家里藏书非常丰富。
 从以上信息似乎可以推断，说《冰鉴》是曾国藩写的，跟蒋介石身边的 人大有关系，最后以讹传讹
，至于今日。
 诚如吴荣光所言，《冰鉴》“固切于用，非同泛书”，与市井相术确实 有些不同。
一是《冰鉴》部分篇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全书七篇二十四讲， 其中七讲颇有实用价值：“神骨篇”第一、第二、第三讲，“刚柔篇”第三 讲
，“情态篇”第一、第二、第三讲。
这七讲内容有比较深厚的现实基础， 也具有唯物论倾向。
二是《冰鉴》不从眼、耳、口、鼻、须、眉的具体形状 来鉴别人。
市井相术用动物或物体的形状来类比人的眼睛、鼻子、眉毛、耳 朵，作为判断人的吉凶祸福的依据，
不仅机械，而且荒谬。
 曾国藩相刘铭传，不是看他的五官、骨相，而是看他威武挺拔的神态， 方法与《冰鉴·情态篇》相
类。
而三教九流中的相人者，大半是为了混口饭 吃，学到一点皮毛，就赚钱去了，最多看个半真半假，受
害的是普通大众。
 搞清楚《左传》相人术与市井相术之间的区别，可以为研究中国古代相 术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提
供一些帮助。
江湖市井相术毫无疑问应该被打入 封建迷信范畴。
即使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也必须慎之又慎： 一、相人术缺乏充分的科学实验依据，本身在方法论上就
站不住脚，就 连曾国藩都有看走眼的时候，更何况一般庸庸者； 二、经验值得尊重，但不能唯经验
论。
经验主义是非常危险的（生活中 很多人都是经验主义者，不讲逻辑，不讲科学，只凭经验和感觉，而
且非常 顽固——早在明代，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三、警惕市井相术的迷信流毒卷土重来
，贻害大众。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国藩相人术>>

 关于本书 关于曾国藩的相人术，材料非常少，曾国藩也没有对他总结的相人口诀 做任何解释。
为方便读者理解，鄙人不顾才疏学浅，战战兢兢来对那些相人 口诀做注解，并在原意之上做了适当发
扬，用历史人物故事来做说明。
 比如“端庄厚重是贵相”，曾国藩没对口诀做任何说明，本书擅自将它 拆解为“端庄”与“厚重”
两层意思，又把“敢于担当”、“敢于任事”的 成事精神并入“厚重”之中，还援用了孙嘉淦及东汉
杨震的故事来做说明。
 “谦卑含容是贵相”也拆解为“谦卑”与“含容”两层意思，又举年羹尧及 东汉窦氏、梁氏的盛衰
来说明“谦卑”，唐代郭子仪的故事来说明“含容” 。
也许按曾国藩的本意， “端庄厚重”与“谦卑含容”是一种互文现义， 必须充分结合起来才是“贵
相”，简单的“谦卑含容”未必能“贵”。
何况 曾国藩的本意也不是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富贵相，而是由此来判断他是不是人 才。
 又如“富贵看精神”，本书把曾国藩奉行的“打掉牙，和血吞”的好汉 精神、湖南乡间那种不服输
的蛮子性情，也视做“神有余”的现实表现，并 详细叙述了曾国藩一生六次被人唾骂的经过，最后都
靠咬牙挺立、坚忍维持 而成功。
曾国藩也经常讲这种话：“好汉打掉牙，和血吞。
”“男儿自立， 须有一种倔强之气。
”“以懦弱无刚为大耻。
”这种发扬未必符合曾国藩的 本意，如有不妥，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而对“真假看嘴唇”、“主意看指抓，风波看脚跟”两句口诀，鄙人水 平有限，不能领会曾国藩的
真实意思，如果有什么错误，还要恳请各位读者 多多包涵。
 至于人物故事太多，甚至冗长，早有编辑对此提出批评。
思之再三，考 虑到两点，一是曾国藩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句口诀，又没做任何解释；二是 读者多看
人物故事，可以更好地理解曾国藩的口诀，也恰恰符合曾国藩相人 术的唯物论倾向——从一个人的言
行举止判断心性才能，而不是市井相术那 套形貌定人富贵。
因此，人物故事最终保留没删，恳请读者理解。
 此外，本书在数字的用法上，除了某些场合，如清代银两合今日多少钱 及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
达之外，一般情况都使用汉字表达，以适当体现 古文的特点。
另有“谋画”“规画”“策画”等词，一律用“画”，而不用 “划”，也是为了体现古文特点。
其次，考虑到现在侵权现象日益严重，除 了部分非常重要、非标明出处不可的原文，一般情况没有标
明出处，以备将 来维权之用。
 小结：学之不精，不如不学 相人术无法用科学实验的手段来论证，无法建立简单易行的标准，完全 
靠经验，因此末尾有一句话要告诫读者——学之不精。
不如不学。
还原《左 传》相人术的目的，为国家储备人才、选拔人才，才是阅读本书的正确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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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国藩相人术》把曾国藩奉行的“打掉牙，和血吞”的好汉精神、湖南乡间那种不服输的蛮子
性情，也视做“神有余”的现实表现，《曾国藩相人术》并详细叙述了曾国藩一生六次被人唾骂的经
过，最后都靠咬牙挺立、坚忍维持而成功。
曾国藩也经常讲这种话：“好汉打掉牙，和血吞。
”“男儿自立，须有一种倔强之气。
”“以懦弱无刚为大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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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端庄厚重是贵相曾国藩总结的相人术口诀，最早见于《曾国藩日记·咸丰八年三月至四月》。
那篇日记开头就写道：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那时曾国藩四十七岁，先做了十四年京官，又在地方待了七年，京城的高官王侯大概都见过，地方督
抚、一二品高官也见过不少，有非常丰富的相人经验。
下面分四节来介绍这四句口诀。
这里介绍第一句：端庄厚重是贵相。
端庄，指一个人言谈举止端正庄敬，做事不偏不倚（不偏激，也不颓废），以中庸为标准。
相反的情形就是坐立行走没有定势，左右摇摆，晃来晃去；或者不分场合、不论对象，张口乱说；或
者处理事情易走极端，经常得罪人。
举止言行端正庄严，容易获得别人信任，也难被小人抓住把柄造谣攻击。
身在官场，上司、下属都信任你，对你有好感，连小人都不来中伤你陷害你，仕途就充满了希望。
否则就步履维艰了，别说升官，不丢官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贵相”？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参劾工部郎中余祖述，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言动躁妄，非稳练可
靠之员”，显然是不合“端庄相”的。
当然主要原因是余祖述奉旨回安徽婺源办团练，私刻公章，挪用各种经费3450两（合73．8万元人民币
）。
朝廷于五月初二日下文，撤去余祖述的办团差事，暂行革职，并勒令“将所支银两迅速缴还”。
曾国藩是从国家利益和人才角度出发参劾余祖述，奸贼小人则会从个人私利角度出发，抓住你不够“
端庄”的缺点诬陷你。
身在官场，你不能不注意自己的“端庄”形象。
“厚重”，指坐立行走厚重稳健，立得定，走得稳。
曾国藩盛赞湘军名将李续宾“厚重少文”。
李续宾是罗泽南的弟子，初为营中帮办。
平常很安静，仿佛一无所知的样子，从不说自己很能干之类的话，大家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真本事。
岳州大战，塔齐布称赞湘勇只有白旗一营无敌，正是李续宾统带的右营。
他转战数省，过州县不见一客，人多时也不发一言。
各将领都慷慨陈词，歃血共誓，独李续宾默然静坐，不说激烈自许的话，但忠勇果决之色，见于眉间
。
曾国藩订立的湘勇军制沿用数年，各营多有变更，只有李续宾守法五年，始终不变。
李续宾死后，曾国藩称他“端凝敦笃”，又说他“厚重少文，百战无挫，可跻身中兴福将之列”。
行为端庄，步态厚重，站得稳，能担当，还可引申出一个含意：敢于任事，敢于承担责任。
咸丰皇帝信任肃顺，原因之一就是他敢于任事。
清朝一直都限制汉人掌握实权，怕他们有了权力就造反。
正是因为肃顺敢于担当，才积极地向咸丰皇帝举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人。
敢于任事与流于偏激，二者之间还不完全相同。
以曾国藩自己为例，咸丰皇帝上台才二十几天，就下令征言，要各大臣针对时政，据实直陈，封章密
奏。
曾国藩一口气给小皇帝写了五封奏章，只获得一点赞许，不见任何动静，曾国藩失望了。
一个半月之后，他又给小皇帝上了一封奏章。
先说咸丰皇帝仪态“肃雍”，“跬步必谨”（每一步都很谨慎），显然是在拍他的马屁，称赞他行为
举止端庄严谨。
但是话锋一转，就说有一个大臣因为小步跑的姿势不规范而被言官弹劾，有两个大臣因为在道边叩头
的姿势不合礼仪，也被言官参劾，还有两个大臣也是因为行止不合礼仪而获罪，咸丰皇帝连这种小事
也管，是“谨于小而忽于大”。
又说自从征言以来，大臣的奏章不下百余封，都以“毋庸议”了之；选拔人才时，只看毛笔字写得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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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漂亮，而不看思想文才；但是对广西乱匪（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这种大事，竟然连一张地图也
不挂出来研究。
总之，在那封两千六百字的奏稿里，曾国藩严厉批评年仅十九岁的咸丰皇帝有“琐碎”、“文饰”、
“骄矜”三种毛病。
这封奏章言辞激烈，批评直切，稍微歪曲一下，就能变成一篇诋毁文章，把咸丰皇帝说成是一个思想
浮浅、流于形式的骄矜之人。
咸丰帝看了，勃然大怒，当场扔到地上，要治他的罪。
幸好咸丰帝的老师在场，苦苦劝说，才熄灭怒火。
替他说情的两个人，一个是皇帝的老师，叫祁寓藻，跟穆彰阿政见不和，官至大学士，正一品，曾国
藩还写过二百六十个一寸见方的大字送给他；另一个人叫季芝昌，官至闽浙总督，从一品，是曾国藩
中进士的主考官，两人是师生关系。
也许真的是曾国藩运气好，不仅免于获罪，还兼署了刑部左侍郎。
于是曾国藩又写了一封奏稿，感谢咸丰皇帝“圣量优容”，检讨自己是“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
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而且只有短短二百五十个字。
从那以后，曾国藩再也没有写过那种言辞激烈的奏章。
那五个大臣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一点小毛病，不够“端庄厚重”，结果就落职获罪。
在没有是非标准的古代官场，惟有处处端庄厚重、小心谨慎，才有可能避免突然飞来的横祸。
曾国藩熟知古代历史，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出了“端庄厚重是贵相”这个结论。
可见“端庄厚重是贵相”与古代政治环境之间有某种深刻的联系。
自西周以来，“礼”在中国官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看来，这个“礼”至少有三重含义：一、礼是国家的政治、军事制度；二、礼在很多时候又可以
当作法律条令；三、个人的行为礼仪规范。
如果你的行为举止不合礼仪，不够“端庄厚重”，不单纯是缺乏个人修养的问题，还要承担政治风险
和法律责任，自然会显著影响你的官职地位，甚至人生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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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国藩相人术》在数字的用法上，除了某些场合，如清代银两合今日多少钱及公元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表达之外，一般情况都使用汉字表达，以适当体现古文的特点。
另有“谋画”“规画”“策画”等词，一律用“画”，而不用“划”，也是为了体现古文特点。
其次，考虑到现在侵权现象日益严重，除了部分非常重要、非标明出处不可的原文，一般情况没有标
明出处，以备将来维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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