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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冰鉴》是晚清重臣曾国藩所著的一部识人鉴人的专著。曾国藩采用由外而内、动静结合的方法，全
面阐述了自己在识人用人方面的心得，极具实用价值。尽管时过境迁，但其中仍不乏精华，很多见解
仍然值得现代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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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冰鉴》是晚清重臣曾国藩所著的一部识人鉴人的专著。曾国藩采用由外而内、动静结合的方法，全
面阐述了自己在识人用人方面的心得，极具实用价值。尽管时过境迁，但其中仍不乏精华，很多见解
仍然值得现代人借鉴。
东篱子，本名迟双明，男，1968年生，河北省邯郸市人。199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鸿
图巨基公司总编。主要作品有：《首席执行官》、《诸葛亮日记》、《边读边悟<菜根谭>》、《听李
叔同讲禅机得潇洒人生》、《读史有学问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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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神骨第一
《冰鉴》所言“神”、“骨”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精神和骨骼，它们的内涵更广泛、更抽象。在曾国藩
看来，“神”和“骨”就像两扇大门，一个人的命运信息就像深藏于内的各种宝藏物品，把这两扇门
打开，人命运的轮廓就清晰可见。所以本篇中曾国藩强调，了解一个人的“神”和“骨”是观人的第
一要诀，是入门章法。
人之神犹如稻谷的精华
人之骨犹如支撑山体的岩石
透过双眼可以看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开门见山观文人神骨
人之邪正最为难辨
通过动静两种状态全面考察
动、静状态下眼中所表现出的神情
“败器”、“隐流”之眼神
在抖擞处鉴别人的本色
“收拾入门”观其神
表面细致，实质粗心者不足以重用
慎重周密者可堪重用
骨色反映人之优劣
从骨“质”中看人之贵贱
刚柔第二
曾国藩认为“神”和“骨”为识人之本，而“刚”与“柔”同样很重要，“辨刚柔”，方可入道。曾
国藩认为，刚柔相济，长短互补，文武合璧，众力相辅，各方面的优化组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才
，这是从事物“总体性联系”考虑的优化，是为完成某项复杂任务而需要多种人才、多方面协调配合
的整体性优化。特别是《冰鉴》中“内刚柔”之说对“外刚柔”的偏差所做的必要的补正，强调要通
过人的言行举止、思想品行来观察人物、品鉴人物，并重点分析了人物的几种品性。由此可见，本篇
的确是整部《冰鉴》中比较有分量的一篇。
神骨之后辨刚柔
刚柔与阴阳五行
刚柔与命运息息相关
五行的顺合与逆合
由内刚柔看人的心性本质
喜怒无常之人近乎粗鲁
没有激情的人近乎愚笨
考虑事情由浅入深的人较为机智
内心机智则功名可期
“粗蠢”之人多长寿
机智而豁达之人会有非凡成就
做事粗莽必半途而废
内刚柔往往被人忽视
容貌第三
《冰鉴》认为，人的容貌举止是人的美丑善恶本性的外化体现，并且其中也有天命人事的因素隐藏其
中。凡是观人形貌，观姿容以七尺躯体为限度，看面貌则以两只眼睛来评断。人的胸腹手足，都和五
行——金、木、水、火、土相互关联，都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人的耳目口鼻，都和四气——春
、夏、秋、冬四时之气相互贯通，也具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人体的各个部位，如果相互照应、
匹配，彼此协调，那么就会给人带来福分，而如果相互背离或彼此拥挤，使相貌显得乱七八糟、支离
破碎，其命运就不值一提了。本篇是可供参考的一篇，在实践中不可局限于此，很多事实证明，单单
以貌取人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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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人姿容应以七尺之躯为限
人的姿容以“整”为贵
容貌有清、古、奇、秀之别
眼睛是面部的两方水潭
鼻子是人面部的一座山
大嘴有大福
容貌中的贵征与贱征
情态第四
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要知人本质，须从神入手，而情态是精神的流韵，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
足。因此，《冰鉴》建议在考察人物时，要从初观情态、深察精神两个层次和步骤展开。
情态的表现百种千样，却在瞬间即可看到其变化。精神的本质则不易知，故曾国藩强调：久久注目，
要着重看人的精神，乍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凡属大家，如高官显宦、硕儒高僧的举止动作
，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为一种佳相；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越是矫
揉造作，反而越是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
清浊，还要分辨主次，方可做出取舍。
容貌弥补骨之不足，情态弥补神之不足
长久地识人要看其精神内质
初次识人宜观其行为举止
有大家风度，羞涩又何妨
越是叫嚣得厉害，越是不成熟
细处论取舍
情态种种之——弱态
情态种种之——狂态
情态种种之——疏懒态
情态种种之——周旋态
有缺点未尝不能成器
察人要恒态、时态相结合
不足与论情的两种人
卑庸可耻之辈，不足与论事
优柔寡断之人，不足与谈心
根据情态交朋友
须眉第五
人们常说“须眉男子”，这就是将须眉作为男子的代名词。须眉辨人是容貌辨人的衍生。《冰鉴》认
为，察看人之须眉，可以知道对方的健康、气质、品性等很多信息，从而辨别他是不是可用的贤士。
透过须眉看男人
眉毛中的秘密
胡须与眉毛之间玄妙的关系
声音第六
人的声音各有不同，有的洪亮，有的沙哑，有的尖细，有的粗重，有的薄如金属之音，有的厚重如皮
鼓之声，有的清脆如玉珠落盘，字正腔圆，有的人身材矮小，声音却非常洪亮，即日常所说的“声若
洪钟”，有的人生得高大魁梧，说起话来却细声细气，有气无力。《冰鉴》认为人之声音由心而起，
是人内心活动的晴雨表。听声知人，便由此而来。
闻其声如见其人
“声”与“音”的区别
从声音中听出贵与贱
大言不张唇，细言不露齿
粗卑俗陋之声
从说话的情形中看人
气色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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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命相对，色与运相配。气色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此，曾国藩
在《冰鉴》里认为，人以气为主，气在内为精神，在外为气色，气与色是表里性的一组概念。曾国藩
还强调，气色的存在形式和类型角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变化不定的，所以在通过气色观人识人时应
持变化的观念，而不能做机械式的判断。
面部气色，显其命运
禀气而生，见之贤愚
色为外气，气为神表
躁静之决，多在气色
观色望气，可知其命
视色查情，尽览其质
参考文献
附录：《冰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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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真能读懂读透，将长久立足与社会。曾国藩的观点还是很准确的，但注解和无关痛痒的插画
、故事太多，反而让人失去了兴趣。
2、打着盹看了一遍，原文与注释细读一遍，解读部分太过繁琐了。既是看相识人，也指导为人处事
。典型的曾文正公内容，原文不错。粗略有点印象，可能这类典籍还是需要反复细细琢磨才能领悟其
精华吧。
3、实在读不下去，翻到后面，把原文抄写了一遍，要试试其他版本的解读~
4、编者水平太差，每个解读都写得像人际交往手册诀窍100招⋯⋯
5、不值得买 哈..
6、后面的原文就好了，解释有点画蛇添足，强行合理一波了
7、封面上写的是识人用人传世绝学，而实际内容不过是把曾公的文章拆开再加以解析，但关键是解
析中大段是作者臆断，其佐证不得不说是乱七八糟，小说之类也来被拿作论据。十言难得一言有意义
，收获不大，识人还是要真的去接触，看书顶个屁用啊。不推荐阅读。
8、这本书我没有看完，只读了一半就有些想睡的感觉。原著的见解很少，解译的人说的多，都是引
用一些古代的典故，且有些章节重复说明观点。
9、神骨第一  刚柔第二 容貌第三 情态第四 须眉第五 声音第六 气色第七
以德为先  刚柔并济
柔能接物 宽能得众
懂得变通 有能周璇
10、看脸从古代开始 形象气质佳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
11、这是现代人对于冰鉴的解释，个人认为解读的不够好，应该试试读其他版本吧！
12、明明冰鉴就是一片很短的文章，作者加了太多无聊的东西进去。差评。。浪费钱。。。
13、整体而言，肢节的并不太得体，解说也过于枯燥。
14、解译很一般。
15、还好吧！我对此书评价还挺高的，其他评价都想什么呢？你买这本书初衷还不就是“读别人的读
书笔记”，此书也的确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啊。作者本意也就是结合自身的一些人生阅历，写出来一本
从他自身悟出的《冰鉴》，我看着就挺好的，那些挑剔的最好去看原文吧，我是看过原文来的，反倒
是觉得作者写的挺有趣的，看完都想再看多一遍原文。哈哈~
16、既是识人，也是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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