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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观人学：识人奇书》鉴中有用，用中有鉴，鉴用如一，才可聚人。
用人者，要在用长；聚人者，要在聚心。
此用人之道，不可不常思自审，而疏忽于缠身琐细之中，懈怠于情迷意乱之际。
鉴人者须摒除偏成之见，切忌亲疏之分，力绝偏私之言。
尤勿以貌聚人、以偏概全、以短掩长、以闻鉴人、以亲划线、以资排辈、以情鉴论。
若存偏成之见，则优劣颠倒，正道无存；若存亲疏之分，则难抒众长，难聚人心；若听偏私之言，则
言路阻塞，万马齐喑，甚则小人近身，内乱不己。
此三忌为执帅者之紧要!否则内必乱、心必涣、事不济、业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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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贺，字长吉。
祖籍陇西，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河南洛阳宜阳县）。
家居福昌之昌谷,后人因称李昌谷.体貌细瘦,巨鼻,通眉,长指爪.因仕途失意,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写诗上.外
出时背一破囊,得句即写投囊中,暮归足成诗篇.他的母亲见他作诗辛苦,责怪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
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
虽家道没落，但李贺志向远大，勤奋苦学，博览群书，顺利通过河南府试，获得了“乡贡进士”的资
格。
但李贺的竞争者毁谤他，说他父名晋肃，当避父讳，不得举进士。
韩愈曾为此作《讳辩》，驳斥无耻奥步，鼓励李贺应试。
但无奈“阖扇未开逢猰犬，那知坚都相草草”，礼部官员昏庸草率，李贺虽应举赴京、却未能应试，
遭馋落第。
一生愁苦多病，仅做过3年的九品微官奉礼郎，因病27岁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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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评述　　1．观神识人　　神平则质平。
神邪则质邪　　观察一个人的“神”，可以辨别他的忠奸贤肖。
“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平常昕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质好坏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状态。
这里谈及的“神”与“精神”一词不完全一样，神发自于人的心性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两
只眼睛里，即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如果一个人的“神”平和端庄，“神”定，表明他道德高尚，对人忠心耿耿，不会肆意坂主，也
不会因周遭事物的变化而随意改变节操和信仰，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意志很坚定。
　如果一个人的“神”侵邪偏狭，“神”挫，其品格卑下，心怀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
的道德情操而趋利。
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
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
对这类人物的鉴别方法详见第二章第二、第三两节。
　　需要说明的是，神固然与遗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后天环境中磨炼出来的。
　　王莽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太好，但就他本人的才能胆识而言，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极其
难得的人才。
如果他不篡取王位，不显露本性，仍像未夺得朝政大权之前那样勤奋忠心地工作、俭朴地生活，说不
定会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周公式人物。
　　王莽的姑姑是皇后娘娘，几个叔伯也都贵为将军公侯，但他的老爸王曼死得太早，弧儿寡母的，
虽然生活不成问题，但在族人中受到的冷落和排斥，给王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这也许是他日后
篡夺王位的叛逆性格的最初原因。
王莽稍稍懂事以后，就开始勤奋学习。
王安石讲，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贵者因书而守成。
王莽渐渐以一个谦让恭俭、不侍享乐的进步青年形象出现在族人面前，穿戴得像一个克己修身的儒生
，不仅对母亲和亲长极其孝顺(那个时候孝敬父母师长是最大的美德，许多人因此而做官)，而且气度
豪迈，与朝野的光明俊伟人士交往结纳，深得时人的赞誉。
　　他的叔叔、大将军王凤生了病，王莽朝夕不离床头，殷勤地服侍，汤药都由王莽尝过以后再给王
凤喝，以防有人下毒。
几个月下来，王凤的病好了，王莽却是蓬头垢面，满脸憔悴，感动得王凤唏嘘而叹：有子不如有王莽
。
王凤临死前，托姐姐(时已为太后)和皇上提拔提拔王莽，大司空王商和当世的一些名人也盛赞王莽的
品德才行，王莽因此被封为新都侯。
　　封侯以后，王莽仍然保持着廉敬恭让的作风，在人前不敢有丝毫马虎和得意，但暗地里开始有享
乐的意思了。
他曾经私下买了一个漂亮的奴婢，却被堂弟无意中撞见，王莽就对他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
看相的人说这个女子宜产佳儿，因此就主动帮朱将军买了回来。
”当时就把那个奴婢送到了朱子元府上。
　　他的族叔王根辅佐朝政数年后，因身体不好，向皇太后申请退休。
另一个大臣淳于长，先与许皇后的姐姐私通，又娶为妾，与许皇后内外勾结，逐渐得到皇上汉成帝刘
骜的宠信。
王莽对王根说：“淳于长想取代您，正在跟手下人商量办法。
”王根怒气陡生，叫王莽向皇太后举报淳于长的阴谋。
由于太后本对许皇后不满，乘机把淳于长搞了下去。
　　因为这次告发大奸，王莽代替王根成为大司马，时年38岁。
他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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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了病，其他大臣派夫人来探视。
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妆饰与一般仆妇无多大区别的妇人出来迎接她们。
那些夫人们以前都听说过王莽家居生活比较简朴，还不以为然，当那个妇人自称是王莽的妻子时，众
夫人惊得眼睛似铜铃大。
　　后人读历史，都知道这是王莽隐瞒自己真实目的的举动，但当时的许多人都被王莽的忠诚耿洁迷
惑住了，赞誉之辞盛若花海。
　新升任司空的彭宣看到王莽之后，悄悄对大儿子说：“王莽神清而朗，气很足，但是冲中带有邪狭
的味道，专权后可能要坏事。
我又不肯附庸他，这官不做也罢。
”于是上书，称自己“昏乱遗忘，乞骸骨归乡里”。
用鉴别人才的“神”来分析，“神清而朗”，指人聪明秀出，不会是一般的人；神有邪萄电孝龟：；
璐盼教叁不正，心中藏着奸诈意图。
王莽可能电感觉到了彭宣看出一些fl===冬麓掣曦醺辱垮酾≯俸《簦避同意了，却又不肯赏赐养老金。
彭宣回乡后数年就死了。
　　王莽专权、篡位后，奸诈虚伪终于袒露于天下。
如果王莽得势之前，有当权的人能发现他的心怀险诈，也许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当初，汉武帝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公孙弘生活俭朴，盖的是布被，也不多吃肉食。
以耿介忠直著称的老臣汲黯(时为丞相)说：“公孙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却盖布被，这是伪诈。
”汉武帝以此言问公孙弘。
公孙弘说：“是实话。
公卿王侯中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
他今天当面责难我的过错，确实说到我的毛病上去了。
位列三公而穿戴与小官吏一样，确实是虚伪，为钓名沽誉耳，确如汲黯所言。
如果没有汲黯的忠直耿介，陛下如何能听到这样正直的话呢?”公孙弘既掩己过，又捧汲黯的公直，再
捧汉武帝英明，汉武帝深以为是，对公孙弘的谦让越发敬重。
后公孙弘升为丞相，侍权耍奸，因牵连而被诛，开西汉诛杀丞厢之始。
　　关于王莽，还有一个补缀。
据说刘邦在斩白蛇时，蛇对刘邦说：“你将因斩杀我而名扬天下，贵为天子。
又因为你杀我，所以，你砍我头，我闹你头，你砍我尾，我闹你尾。
”刘邦想了想，很有意思地将蛇拦腰斩断了。
结果，汉朝的江山一头一尾都比较平安，虽有七国之乱，但都没成气候，惟独西、东汉中间出了个王
莽，而传说王莽本是一条大蟒化身(传说实不可信，聊备于此，以增文字的乐趣)。
　　王莽专权时，巴郡有个任文公，知道天下将乱，就督促家人背负百十斤重的物品，绕着房舍跑，
每天锻炼不止，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后来各地发生战争，任文公一家大小背着粮食财物，在祸乱中生存下来，而其他人遗亡的甚多。
看来，这个任文公也不是一般的人，远在巴郡，知道天下将乱，高人也。
知天机不可泄，只好保家人，也算一种明智。
　　神的偏邪与形有一定的联系，比如生活中“鼠眉贼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的一类人，事实上不
尽是这样，长相丑恶的人往往有善良、仁爱、忠诚的心。
因此说“以形观人”就容易犯下错误。
而神则来自于心灵本性，实难做假，以它来断人品性，确实可靠，简便易行(详见本书第二章)。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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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的缘起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抱怨人才苦短，也有些领导抱怨老上人家的当。
抱怨的是因为不懂是如何发现、临别人才，“世上先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
”要想得到好人才，必须掌握识别人才的方法和技巧，众所周知，清朝曾国藩和三国时期的刘劭都是
历史上有名的识人大师。
本书借鉴了曾国藩的《冰鉴》刘劭的《人物志》以及其他诸多人才大师的思想精华，然后再加以现代
科学的论证，以“如何鉴别人才”为中心思想，由外及里、由形及心，从性格、言语、类别、识人错
误等方面做了详尽地论述。
    鉴人者须摒除偏成之见，切忌亲疏之分，力绝偏私之言。
尤勿以貌聚人、以偏概全、以短掩长、以闻鉴入、以亲划线、以资排辈、以情鉴论。
若存偏成之见，则优劣颠倒，正道无存；若存亲疏之分，则难抒众长，难聚人心；若听偏私之言，则
言路阻塞，万马齐暗，甚则小人近身，内乱不已。
此三忌为执帅者之紧要！
否则内必乱、心必涣、事不济、业难成。
    此书鉴中有用，用中有鉴，鉴用如一，才可聚人。
用人者，要有用长；聚人者，要有聚心。
此用人之道，不可不常思自审，而疏忽于缠身琐细之中，懈怠于情迷意乱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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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观人学:识人奇书》是一部流芳百代的中国人才学经典，一本中国历史上很有说服力的人才教科书，
一本研究各朝代历史名臣的成功心理学的重要参考书。
它借鉴了清代曾国藩的《冰鉴》、三国时期刘邵的《人物志》以及诸多人才大师的思想精华，再加以
现代科学的论证，以“如何鉴别人才”为中心思想，由外及里，由形及心，从性格、语言、类别等各
方面做了详尽的论述，向你传授中国历史上识人鉴人的不传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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