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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
湖南湘乡白扬坪（今属湖南双峰）人。
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
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人们关注的风云人物。
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ldquo;文能应试，武能杀人&rdquo;，缔造出一支强悍无
比的湘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被誉为&ldquo;中兴第一名臣&rdquo;，成为大清之柱石。
并因其精于治国、治兵、治学、治家，而备受后人推崇。
毛泽东曾叹服道：&ldquo;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rdquo;　　曾国藩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呢？
简单地说，一方面得益于其自我修身养性的能力，另一方面得益于其鉴人与用人之术。
古语云：&ldquo;独木难成林。
&rdquo;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英雄是单枪匹马夺得天下的。
曾国藩自身的资质并非上上之选，他之所以能够创下震古烁今的功勋，并不止于自身的上下求索，更
在于在其军事集团内，不但拥有天赋异禀的智囊，而且拥有能征善战的将领，可谓善于尽天下英雄之
力为己所用。
那么，曾国藩又是怎样笼络到这些杰出的人才并驱策他们于自己的麾下呢？
这就要归功于他独特的鉴人及用人艺术了。
　　据《清史稿？
曾国藩》记载：&ldquo;国藩为人威重，目三角有棱。
每对客人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退者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rdquo;但凡选吏择将，曾国藩皆亲往目测，从外貌神态、言谈举止等来判断一个人的才能品质，从而
适当用之。
曾国藩如此观人的本领，在当时传为奇谈。
他的幕僚之一郭嵩焘说曾国藩&ldquo;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以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rdquo;。
李鸿章在奏稿中也曾说：&ldquo;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
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
&rdquo;许多历史事实也证明，曾国藩所用之人各得其所，几无偏差。
　　曾国藩何以有如此高超的识人技能？
　　原来，曾国藩一辈子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识人用人之术就是其中一项。
他将中国古代传统识人术与自身独特的识人经验相结合，以半生实践深入探索，形成一套可资借鉴的
识人理论，后人将其汇为《冰鉴》一书。
　　&ldquo;冰鉴&rdquo;，取以冰为镜，能察秋毫之义。
《冰鉴》秉承中国传统识人术的特色而从外观入手。
第一取威仪，第二看精神，第三取清浊，第四看头骨，第五看五官，第六看须眉，第七看腰背，第八
看手足，第九听声音，第十看形体。
可以说，用人者读《冰鉴》，它便是一部鉴人专著；修身者读《冰鉴》，它便是一本成功指南和励志
奇书。
它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两点：识人以用事，自知以修身。
　　《冰鉴》一书体虽小而思精，言虽少而意深，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世人推崇，其鉴人之法在今天
亦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其名著《论语别裁》中说道：&ldquo;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曾有十
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mdash;&mdash;《曾国藩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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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mdash;&mdash;《冰鉴》这一部书。
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
&rdquo;蒋介石对曾国藩也是推崇备至。
蒋纬国（蒋介石之子）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曾将《冰鉴》指定为学生重要参考书。
据说美国有些高校开设相术课，《冰鉴》也是重点教材之一。
　　本书编写组将《冰鉴》原文七篇悉数录出，分七章。
在每一章的具体论述中，则分为&ldquo;原典&rdquo;&ldquo;注释&rdquo;&ldquo;译文&rdquo;&ldquo;解
读&rdquo;&ldquo;活用&rdquo;五个部分。
编写组谨慎注释，广收史料，详加评述，配以美图，并根据时代的变化，收集与之相关的现代案例，
从现代处世、职场和商家的鉴人角度阐释《冰鉴》，因名为《冰鉴大全集》，以飨读者。
　　在今天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用人者希望物色到最优秀的人才，而无数人又迫切渴望着成功。
《冰鉴》恰好为双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信息。
因此说，现今社会，研读《冰鉴》仍不失其重要意义和特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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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冰鉴大全集（超值金版）》编写组将《冰鉴》原文七篇悉数录出，分七章。
在每一章的具体论述中，则分为&ldquo;原典&rdquo;&ldquo;注释&rdquo;&ldquo;译文&rdquo;&ldquo;解
读&rdquo;&ldquo;活用&rdquo;五个部分。
编写组谨慎注释，广收史料，详加评述，配以美图，并根据时代的变化，收集与之相关的现代案例，
从现代处世、职场和商家的鉴人角度阐释《冰鉴》，因名为《冰鉴大全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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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鉴 神骨以形观骨，以骨观德 何为神骨双眼识人面部鉴人神之清浊神之邪正动静之神&ldquo;收拾
入门&rdquo;观其神九骨识人骨以色鉴骨以质分第二鉴 刚柔既识神骨，当辨刚柔何为刚柔刚柔与阴阳
五行五行相生，刚柔识人内刚柔之辨近&ldquo;粗&rdquo;之人近&ldquo;蠢&rdquo;之人近&ldquo;
奸&rdquo;之人&ldquo;粗蠢各半&rdquo;之人多长寿&ldquo;纯奸&rdquo;之人半途而废之人内刚柔往往
被忽视第三鉴 容貌仪容相貌，个性各异 总论容貌七尺之躯，贵在协调五官分明，相由心生相貌的贵
贱之分第四鉴 情态情态观人，去伪存真 情态与神观人精神与观人情态情态之审视恒态种种之弱态恒
态种种之狂态恒态种种之疏懒态恒态种种之周旋态情态之辨时态之不足与论情者时态之不足与论事者
时态之不足与谈心者第五鉴 须眉眉早须晚，形鉴之论 七尺男儿，早眉晚须眉毛中隐藏的学问须眉之
间的玄妙关系第六鉴 声音辨声听音，察言观人 闻其声如见其人&ldquo;声&rdquo;&ldquo;音&rdquo;之
辨闻声辨贵贱音由心生，辨音识人第七鉴 气色以气观志，以色察人 面部气色显示命运人以气为主观
色望气，可知其命视色查情，尽览其质附录1  曾国藩年谱附录2  其他识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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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鉴 神骨　　何为神骨　　原典　　语云&ldquo;脱谷为糠，其髓斯①存&rdquo;，神②之谓也
；&ldquo;山骞③不崩，惟石为镇④&rdquo;，骨之谓也。
　　注释　　①斯：语气助词，无实义，这里指&ldquo;仍然，还&rdquo;。
②神：与&ldquo;精神&rdquo;不是对等的概念，除了有精力旺盛的含义外，更多的还包括一个人经由
学识、经历、意志、气质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光芒，是生命力、行动力、意志力和创造力的综合体现。
③骞：拔去，引申为损、亏，这里可理解为土石的剥脱流失。
④镇：用力量压而维持稳定，这里指依靠岩石的支撑而保持固定。
　　译文　　俗话说&ldquo;稻谷去掉的外壳，就是没有多大用途的谷糠，但稻谷的精
华&mdash;&mdash;米，却仍然存在着，不会因外壳的磨损而丢失&rdquo;。
这个精华，比之于人，就是一个人的&ldquo;神&rdquo;。
俗话也说&ldquo;山岳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它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硬如
钢铁的岩石，不会被风吹雨打去&rdquo;。
这里所说的&ldquo;镇石&rdquo;，便相当于一个人身上最坚硬的部分&mdash;&mdash;&ldquo;骨&rdquo;
。
　　解读　　《神骨》为《冰鉴》之开篇，为全书的总纲，主要论述&ldquo;神&rdquo;与&ldquo;
骨&rdquo;，由此可见曾国藩品鉴人物时关注的重点。
曾国藩用了两个比喻，形象地说明&ldquo;神&rdquo;和&ldquo;骨&rdquo;的所指。
　　稻谷的精华是米，米蕴藏在壳内，碾壳成糠，皮去掉了，精华犹在，也才有用。
米未随糠去，因而&ldquo;神&rdquo;也不会因&ldquo;形&rdquo;（相貌等）的变化而有什么损失。
&ldquo;神&rdquo;与&ldquo;形&rdquo;，犹如&ldquo;米&rdquo;与&ldquo;糠&rdquo;，所以说&ldquo;脱
谷为糠，其髓斯存&rdquo;。
　　&ldquo;骨&rdquo;外有皮有肉，如高山之上有土有沙。
骨骼是人体框架的根本支柱。
骨之与人体，犹山石之于沙土。
沙土脱落流失，但山石岿然屹立，仍足以见其雄壮。
恰如人体相貌，即使有什么损伤缺陷，但骨之丰俊神韵不会变化，仍足以判断人的显达，所以
说&ldquo;山骞不崩，惟石为镇&rdquo;。
　　具体到人身上，究竟什么是&ldquo;神&rdquo;呢？
　　&ldquo;神&rdquo;在这里指的是人的内在的精神状态，与&ldquo;形&rdquo;相对，由人的意志力、
注意力、生命力、行动力和气质、风度等构成，比日常生活中的&ldquo;精神&rdquo;的内涵丰富得多
，往往可通过一个人的外观形态特别是眼睛表达出来。
这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不会因为外貌的美丑、皮肤的黑白而发生变化；也不会因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
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ldquo;神&rdquo;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并不会由于外在的干扰因素而随时发生改变；同时
也说明&ldquo;神&rdquo;有一种奇特的穿透力，可以穿越各种表象（如外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
&ldquo;神&rdquo;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是一种气质性的东西，能在后天的环境中发生一定的变化
。
经由各种磨炼，如智慧、阅历、才能和信心增长了，&ldquo;神&rdquo;也会更加清明精湛，丰厚纯熟
。
　　当然，&ldquo;神&rdquo;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它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形式而独立存在。
它必然是有所依托的。
古书上曾有这样的诗句：　　论 神　　神居内形不可见，气以养神为命根；　　气壮血和则安固，血
枯气散神光奔。
　　莫标清秀心神爽，气血和调神不昏；　　神之清浊为形表，智愚贤肖最堪论。
　　由此可见，&ldquo;形&rdquo;是&ldquo;神&rdquo;的物质基础和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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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摸不着的&ldquo;神&rdquo;蕴藏于&ldquo;形&rdquo;内，决定着&ldquo;形&rdquo;的风采和神韵
。
如果神是&ldquo;光&rdquo;，&ldquo;形&rdquo;就是太阳和月亮，日月发出普照大地的光芒，而光并不
是日月本身。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观人的时候，观&ldquo;神&rdquo;要察&ldquo;形&rdquo;，察&ldquo;形&rdquo;更
要观&ldquo;神&rdquo;。
曾国藩开篇引用比喻的用意也就在此：看人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神形兼备，观表察里。
这里的&ldquo;表&rdquo;就是指人的&ldquo;形&rdquo;，即外部形象；&ldquo;里&rdquo;就是指&ldquo;
神&rdquo;及人的内心世界。
　　关于&ldquo;神&rdquo;与&ldquo;形&rdquo;，中国传统医学还有&ldquo;形有助于养血，血有助于
养气，气有助于养神&rdquo;的说法。
如果形体完备无损，血液就能够流通（中医有&ldquo;通则不痛，痛则不通&rdquo;的说法），血液流
通无阻，气就能顺畅；气一顺畅，神就明清爽朗。
可见&ldquo;神&rdquo;贯穿在生命的全过程之中，是生命力的重要表现特征。
生命力旺盛，气血就旺盛，&ldquo;形&rdquo;就表现出勃勃生机。
如果血枯气散，就必然精神恍惚，&ldquo;形&rdquo;就会委靡不振。
而精、气、神、血的稳定性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长时间血不畅、气不顺，精力就不能集中，办事效率自然低下，才能就难以发
挥，事业发展也就无望。
长此以往，命运的通达骞滞不言自明。
观人者凭此下断语，往往能够出言如神。
相反，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地处于血畅气顺、神安体泰的状态之下，一旦需要，精力马上高度集中，调
动激发体内潜能，灵感与超水平发挥就有实现的可能。
长此以往，自然事业有成。
观人者只要善于抓住这一&ldquo;信息&rdquo;，就能够判断如神。
　　&ldquo;神&rdquo;的足与不足，影响到才能发挥，对事业和命运的成败至关重要。
　　什么是&ldquo;骨&rdquo;呢？
　　依据&ldquo;天人感应&rdquo;（或称之为&ldquo;人体微观宇宙说&rdquo;）这一基本理论，从局部
看整体，对人的命运际会进行判断；从文化人类学方面来看，&ldquo;微观宇宙说&rdquo;或&ldquo;天
人感应&rdquo;的理论有其文化上的意义，也是我们了解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心理世界的重要坐标。
其实，各种相术虽然有迷信的一面，但是也包含了不少古人认识社会和人生的经验总结，具有某些合
理的成分。
　　&ldquo;骨&rdquo;的本义是骨骼，后来与相术结合成为相术的一个术语。
《冰鉴》中所言的&ldquo;骨&rdquo;专指与&ldquo;神&rdquo;相配，能够传&ldquo;神&rdquo;的那些数
量不多的几块骨。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常常用骨来占卜吉凶，中国古人用相术来占卜命运，也往往从人的形体骨骼
入手来探究人的福祸寿夭。
东汉王充所著《论衡》中《相骨》一章中有&ldquo;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
者&rdquo;，可见当时就有通过对骨骼形体的整体观照来判断一个人的富贵贫贱作的主法论。
　　&ldquo;骨&rdquo;与&ldquo;神&rdquo;的关系也可以从&ldquo;形&rdquo;与&ldquo;神&rdquo;的关
系上来理解。
血肉之躯，或因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或肥或瘦，须发因年龄的增长而由浓变稀，唯有骨是不会发生太大
变化的。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骨的重要在于骨骼支撑血肉之躯，犹如大厦之需栋梁，而且它的遗传、发
展往往要积以数代、数十代、数百代人，一个民族的强大、一个姓氏的繁衍、一个家族的兴隆，都是
需要强其骨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鉴大全集>>

因此，古人识人时，看重对骨的观察，也是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的。
只是&ldquo;骨&rdquo;与&ldquo;神&rdquo;之间，带有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领会的神秘色彩。
一般人往往难于把握，只有在实践中自己去多加体会。
　　处世活用　　《冰鉴》的鉴人之术，其核心思想就是全面衡量，知人论事。
曾国藩不仅从人的相貌、言语、行动等方面去考察一个人，还要从方方面面去把握一个人的&ldquo;
神&rdquo;，从而根据这个人的综合素质委以责任。
因此，曾国藩察神识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这也正是曾国藩高于他人之处。
　　江忠源（1812&mdash;1854），字常孺，号崛樵，湖南新宁人。
江忠源本在湖南偏僻山中读书，因参加科举考试到了北京，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去拜见曾国藩。
当时曾国藩已是二品官员，而江忠源只是一个普通的待进举的读书人。
见面后，两人谈得很投机，曾国藩也赏识江忠源的才华。
　　江忠源告辞时，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离去，直到他走出门外。
曾国藩对介绍江忠源的郭嵩焘说：&ldquo;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
&rdquo;继而又说：&ldquo;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rdquo;当时世事太平，在场的人听闻此言都很惊疑。
　　1848年，江忠源开始办团练镇压新宁县的青莲教起义，一役而定，授七品知县，往浙江任职。
1851年，洪秀全领导和发动了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次年，江忠源带兵进驻广西，投奔广西副都统乌兰泰军中，准备狙击节节胜利的太平军。
曾国藩知道后，从北京给江忠源写信，坚决反对他投笔从戎，认为他&ldquo;读书山中&rdquo;，投笔
从戎，&ldquo;则非所宜&rdquo;。
他还动员朋友劝阻江忠源，认为&ldquo;团练防守&rdquo;即为文人本分，他率兵去广西，就是&ldquo;
大节已亏&rdquo;。
　　曾国藩为什么要坚决反对江忠源投笔从戎？
有人认为，这是他&ldquo;爱人以德&rdquo;，不愿江忠源这样的文人去做武人之事。
有人认为，打仗是一个杀人成性的职业，此时的曾国藩还未曾想去当&ldquo;屠父&rdquo;，所以劝阻
江忠源君子慎择业！
当然，更有人推测，曾国藩已经看出江忠源会&ldquo;以节义死&rdquo;，不愿看到江忠源去干如此危
险之事。
可惜，曾国藩在他的家书、日记、通信之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所以后人只好&ldquo;推测&rdquo;
而已。
　　但是江忠源并没有听曾国藩的话，他率军在广西蓑衣渡设伏，与太平军第一次交战便重创太平军
，太平军早期领袖南王冯云山即牺牲于此役，太平军实力大损。
江忠源首战告捷，从此以善带兵而名闻朝廷。
江忠源所率部众也是第一支出省作战的湘军。
后来江忠源追击太平军，军功累积，由七品知县迅速升迁至安徽巡抚（官级从二品）。
　　1853年，曾国藩也开始办团练，江忠源成了其手下的得力干将。
1854年，太平天国勇将、翼王石达开率兵迎战湘军。
江忠源防守庐州，被太平军围困，城破，江忠源苦战力竭后，溺水而死。
　　曾国藩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江忠源会&ldquo;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rdquo;，现在已无从
考证。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注视江忠源良久，肯定是在察其&ldquo;神&rdquo;&ldquo;骨&rdquo;，测
其&ldquo;福&rdquo;&ldquo;祸&rdquo;。
　 &hellip;&hellip;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鉴大全集>>

编辑推荐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着迷一般的人生。
他以一介儒生、昂然崛起于湘楚之间，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笔。
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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