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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原名《领导者必备：曾国藩识才秘诀全书》，1999年2月由中国物资出版社首次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长安出版社第二次出版时，书名改为《冰鉴全录》，并配上了大量中国历代名人画像
。
由于种种原因，两次出版署了各不相同的作者姓名。
这次出版，一是修改、校订了部文文字，二是增删了一些图片，三是更改了书名。
    本书的古文由两部书组成，一是《冰鉴》，一是《人物志》。
这里把两本书汇编出版，是因为它们都在讨论同样一个主题：如何识人、鉴人。
“冰鉴”的意思是，以冰为镜，明察秋毫。
本书既然是识人、鉴人之书，因此借“冰鉴”二字之义，冠以“冰鉴全编”之名。
    《冰鉴》，传闻为曾国藩著，实非。
毛笔刻印的《冰鉴》末尾说，“余家有冰鉴七篇，不著撰人姓名，宛似一子，世无刻本，恐其湮没也
”，署名为“南海吴荣光荷屋氏”。
又题名“香山曾大经纶阁氏书”，时间是“道光己丑年仲春”。
该年是公元1829年，曾国藩才17周岁，尚未科举，亦未到京，显非少年曾国藩所为。
曾国藩名闻天下，是43岁以后的事。
本书称“曾国藩原著”，实不妥，沿袭俗论而已。
    《人物志》，曹魏刘邵撰写。
刘邵故事见于《三国志》，邯郸人，主要活动在文帝曹丕、明帝曹觳时期，文官，官至散骑常侍（二
三品之间，主职规谏皇帝过失）。
事迹不多，一是预见孙权联公孙渊不成，二是预见东吴兵围合肥无功。
倒是同为散骑侍郎的夏侯惠为他写的推荐文字很有意思（那时做官不是科举考试，而是举孝廉——推
荐有孝心有德行的人出来做官），赞表他说：    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    
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    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
；    制度之士贵其化略教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    言过其实是一定的，但可见那个时代的风范
和刘邵的一般为人。
曹毅颇为欣赏刘邵，有“明帝美之”四字。
刘邵著作有《论法》、《人物志》、《都官考课》、《说略》等百余篇。
    《人物志》和《冰鉴》两部书，在中国人才学领域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地位，似乎从来没有人明确地
并行论及j钱穆先生对《人物志》的评价很高，1961年在香港大学对该书做了一个专题演讲。
汤用彤先生也有专文论述。
《冰鉴》一书由于蒋介石、南怀瑾等的推崇和介绍，声名隆于天下。
    合并出版，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两本书都是讨论鉴别人才的；二、《冰鉴》侧重于由外及里、
由形及心的考察，《人物志》则比较全面，性格、言语、类别、识人错误等都讲到了，因此也受到了
西方心理学界的关注；三、以“鉴别人才”为红线将两书集结出版，以前还未曾有过。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充分结合中国古代鉴别人才的经典案例。
案例之多，是同类书籍所没有的，比如，孔子听哭声辨人心性，彭宣识别王莽神不正，袁天罡识别武
则天，司马昭识魏舒于寒微，曾国藩识别江忠源和刘铭传。
    本书收录了《冰鉴》全文，《人物志》则汲取了全部精华——这样处理，一是考虑到时代变化，删
去那些无实际意义的文字；二是舍弃一段一段随文评注的传统，使原著重点更加突出，普通读者也可
免去阅读深奥古文的麻烦和痛苦；三是替读者做时间和经济上的考虑，故未将该书全文收录到文尾。
在篇章体例上，本书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章，内容取自《冰鉴》，其余
十一章取自《人物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插图都是历史人物画像，作者用了很大的力气，前后跨度十年收集而成，
基本按时间顺序分插于全书。
虽然画像大都为后人所作，与人物本相相去甚远，但可以看到人物的神韵，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鉴全编（上下两册）>>

    最初考虑图与文配，但三百来个历史人物，能与文配的只有几十个，其余如何安排，就成了问题。
斟酌再三，实无良策，于是就成了现在样子：文字是一个系统，图是一个系统，按人物时间先后排列
。
如有不妥，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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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识人才者得人才　　得人才者得天下　　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　　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三国·魏》刘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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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日记·咸丰八年三月》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曾国藩日记·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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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魏朝）刘邵 （清朝）曾国藩 其它责任者：常峰瑞  刘邵，生卒年不详，三国时期魏国人。
主要活动于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时代。
官至散骑常侍（二三品之间，主职规谏皇帝过失）。
《三国志》有传。
著作有《人物志》、《论法》、《都官考课》、《说略》等。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今属湖南双峰县）人，湘军创建者，洋务派领袖，镇压太平天国
的刽子手。
不仅会做官，会打仗，更善于识别人才——“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据说他的幕府收罗了天下三分之二的人才。
洪秀全失败，曾国藩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才的此消彼长。
著作有《曾国藩全集》，包含有完整的《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奏稿》、《曾国
藩书信》等。
 常峰瑞，本名常征，重庆梁平人。
二十余岁，用两个月时间，独自骑车到北京，千里走单骑，行程两千四百公里。
三十余岁，用六个月时间，独自开车走全国，万里看山河，行程五万二千公里。
去过曾国藩家乡四次。
已经出版的图书有：《冰鉴：曾国藩相人术》，1998年3月青海人民出版社、《领导者必备：曾国藩识
才秘诀全书》，1999年2月中国物资出版社、《曾国藩家书全编》，2000年10月中国华侨出版社、《曾
国藩成就大事十三套学问》（全十六册），2001年2月中国华侨出版社、《冰鉴全录》（上下），2003
年10月中国长安出版社初版，2011年1月中国商业出版社再版、《激情创业：如何从一无所有到白手创
业》，2005年10月中央编译出版社、《曾国藩成就大事十八讲》，2007年10月当代世界出版社、《曾
国藩家书精选》，2008年6月中央编译出版社、《曾国藩的启示》，2009年1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冰
鉴正解》，2008年7月中央编译出版社、《血诚》，2012年7月中国商业出版社、《冰鉴》，2012年7月
中央编译出版社《曾国藩相人术》，2012年7月中央编译出版社、《曾国藩的故事》，2012年9月中央
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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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章 识人九征 第一节 见 面 第二节 九 征 第三节 中和之才最贵 第四节 聪明次之 第五节 人才的
五个层次 第二章 识别忠正与奸邪 第一节 考察精神 第二节 识别人的邪正 第三节 考察小心者与大胆者 
第三章 分析性格 第一节 性格识人 第二节 领导者理想性格分析 第三节 十二种偏才性格分析 第四章 分
类考察 第一节 德行高妙的人（清节家）  第二节 强调制度的人（法家）  第三节 谋略之才（术家） 第
四节 国体栋梁之才  第五节 大臣、地方官之才（器能） 第六节 智意之士（术家支流）  第七节 臧否之
才（清节支流）  第八节 伎俩之才（法家支流）  第九节 文儒之才  第十节 骁雄之才  第五章 观察言语 
第一节 言语识人 第二节 言谈鉴人优劣  第三节 七种似是而非的人 第四节 在论辩中考察人 第五节 从言
语中察人得失 第六节 言谈中的八个优点 第六章 考察才能 第一节 人才特点  第二节 八种人才的优势  第
三节 各类人才的职权 第四节 主管之才与使用之才  第七章 考察外形内心 第一节 总论外形内心  第二节 
考察外形 第三节 考察内心  第八章 观察容貌 第一节 总论容貌 第二节 考察仪容 第三节 考察外貌 第四
节 面部其他 下册 第九章 情态 第一节 总论情态  第二节 论恒态  第三节 论时态  第十章 早慧与大器晚成 
第一节 总论须眉  第二节 早慧  第三节 大器晚成 第十一章 闻声辨人 第一节 总论声音  第二节 论声 第三
节 论音 第十二章 观察气色 第一节 总论气色  第二节 气色的类型 第三节 论文人气色  第四节 青白两色  
第十三章 从为人处世考察 第一节 从胸襟气度识人成就 第二节 如何判断一个人荣福的长久与短暂 第三
节 谦卑含容与当仁不让 第四节 兢兢业业与嘻嘻哈哈 第五节 警惕“妇人之仁”  第六节 从“吃亏是福
”考察一个人的真实意图 第十四章 英才与雄才 第一节 英雄之分 第二节 三种英才  第三节 三种雄才  第
四节 谁是英雄 第五节 英才雄才孰重孰轻  第十五章 八种基本方法 第一节 判断一个人是否表里如一  第
二节 从表情考察内心世界 第三节 从表面特征判断人的声望 第四节 判断模棱两可人的方法 第五节 观
其敬爱，识其前程 第六节 从情绪上察人心胸 第七节 从缺点反观优点  第八节 从聪明看成就  第十六章 
七种基本错误 第一节 耳闻目睹也有偏差 第二节 个人好恶的影响  第三节 只凭志向来断人 第四节 重早
慧轻晚成  第五节 同类的人未必相互称颂 第六节 地位财势对人才的影响  第七节 奇人异士的真伪  第十
七章 主要错误——以己观人 第一节 以己观人  第二节 各类人才易犯的识人错误 第三节 如何排解“以
己观人”的错误 第十八章 知人的两种困难 第一节 知人之难  第二节 第一印象的错误 第三节 动静结合
考察人 第四节 人才得到任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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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要赢得战争，必须满足对速度的要求。
曾国藩是儒缓，过于求稳，不能临阵机变，显然不适合带兵。
儒缓是文人的毛病，但不是通病。
明朝的王阳明也是一个儒士，也善于打仗，却善出奇兵，疾如风雨。
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等，都是儒生带兵，儒缓的毛病却很少。
儒缓跟个性、跟天赋有很大关系，未必都是读书造成的。
 曾国藩强调结硬寨、打呆仗，跟他的儒缓毛病相匹配。
结硬寨、打呆仗不是曾国藩用兵谋略的全部，却是湘军的重要特点。
在长沙、衡阳练兵的时候，他说要练成一万劲旅，交给江忠源指挥，可能就跟儒缓有关。
 跟太平军打过两仗之后，他父亲来信，指点了几条，曾国藩就下决心整顿营规。
 第一条是作息时间。
 太平军常常早晨三四点钟起来吃饭，五点钟行军，黎明时分发起攻击。
湘军起得晚，开始吃了不少苦头。
整顿之后，湘军就在黎明之前起床，黎明时分开始操练。
曾国藩怕士兵一下子改不过来，早饭时间暂时没变，操练之后吃早饭。
适应了一段时间，才改成黎明之前吃早饭。
后来成为定制，在早晨五点之前起床吃饭，黎明时分操演，这样可以有效地防备偷袭，也能磨练军队
的战斗意志。
军人平时养成早起、勤劳的习惯，有利于在紧张、艰苦的条件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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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冰鉴全编(图文典藏本)(套装共2册)》原名《领导者必备：曾国藩识才秘诀全书》，1999年2月由中国
物资出版社首次出版。
《冰鉴全编(图文典藏本)(套装共2册)》本次出版，并配上了大量中国历代名入画像。
由于种种原因，两次出版署了各不相同的作者姓名。
这次出版，一是修改、校订了部文文字，二是增删了一些图片，三是更改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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