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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序

阮逸 撰

人性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发于内，情

导于外，而形色随之。故邪正态度，变露莫状，溷

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为能以材观情、索性、寻

流、照原，而善恶之迹判矣。圣人没，诸子之言性

者各胶一见，以倡惑于后、是俾驰辨斗异者得肆其

说，蔓衍天下。故学者莫要其归，而天理几乎熄

矣。予好阅古书，于史部中得刘邵<人物志>十二

篇，极数万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兼偏，研

幽摘微，一贯于道，若度之长短，权之轻重，无铢发

蔽也。大抵考诸行事，而约人于中庸之域，诚一家

之善志也。由魏至宋历数百载，其用尚晦而鲜有

知者。吁!可惜哉。矧虫篆浅技，无益于教者犹

刊镂以行于世，是书也，博而畅，辨而不肆，非众说

之流也。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

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予安得不序

而传之。媲夫良金美玉，旒椟一启，而观者必知其

宝也。



【译文】

人性是人的本质，而情感是人性的表现。人性发自内心，情感

则要外露，外貌神色也就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所以邪恶与正

直这两种态度。变化多端，很难把握，它们混杂在一起看不出真实

情况。只有圣人才能通过人物的外形来观察人的情感变化，从而

探究人的本性，通过寻找各种外在表现来揭示内在本质，这样就可

以把善恶区别开来。圣人去世之后，诸子百家论述人性时都各执

己见，非常偏面，他们提出这些错误学说，迷惑了后代的人，从而使

喜欢争辩议论和标新立异的人得以大肆宣传自己的学说，在天下

广泛流传。因此，学者们都领略不到论述人性的真正宗旨，而天理

几乎要灭绝了。我喜欢阅读古书，在史部的书籍中找到刘邵<人物

志>十二篇，约有几万字。这本书论述了人物性格品行的等级差

别，还论述了人才资质有兼才与偏才之分，把事物钻研得非常精深

微妙，书中的论述都贯穿着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好像是可以测

量长短的尺子，也像是称重量的秤，不会有一丝一毫隐晦不清的地

方，这本书大致是通过行为处事来考察评判人物，并把人物品评限

定在中庸的范围之内，这真是刘邵的美好愿望啊!由曹魏到宋朝，

经历了数百年，这本书仍然被埋没，很少有知道它的人。唉!真可

惜啊!况且连写作技巧浅陋、又没有任何教育意义的书籍都能刻

印出版，在世上流传。而这本书内容广博，行文流畅，长于论辩而

又不放肆乱说，真不是一般的著作。君主得到它，就可以把它作为

识别人才的借鉴，士入与君子得到它，就可以用它来帮助自己修身

养性。它的作用可不小啊!我怎么能不给它作序呢7 ．



《人物志》自序

【魏】 刘 邵撰

【凉】 刘 日丙注

【腺丈】

夫圣贤之所美，n1莫美乎聪明。Ⅲ妻凳主，
盒凳鬟?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b1荽主量!案：

誓丢全耄言：知人诚智，M则众材得其序，㈣而庶绩
之业兴矣。[61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砉子小人之
辞。苎量耋，订擞0全耋，产叙诗志，㈨则别风俗H]。子之资。师资相成，其来尚矣。”、””’’

”。“川一““

雅正之业。‘9壤主象雾霸蓑篓叠荔舌箧制礼乐，⋯1
则考六艺祗庸之德。⋯3量柔曩羹裹：喜尝善囊羹姜：躬南
面，【121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

天功也。蒙赛妻警：季霎辜差：故天功既成，则并受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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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物志

誉。妻臣蔓哿譬璺墨篡。謦高是以尧以克明俊德甘。枕。上下忠爱，谤毁何从生哉。 7～⋯⋯。”一。“一’⋯

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131汤以拔有莘之贤为

名；【141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151由此论之，圣

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

采烹篓妻，苎矍堑譬妻量苎，是故仲尼不试，[161无所援
一则仲父。齐桓所以成九合。7～⋯一。’一’”” ⋯～一

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171泛论众材以辨三

等。n81差篝萎翌曼茎青舂釜毫妻碧喜差纛圭：明又叹中u。
德行者道义之门，质志气者材智之根也。 7’一。

庸，m1以殊圣人之德。蠢雯羹毫翟慧金。尚德以
劝庶几之论。啪1豸釜毳喜裳庶几乎’三月不违行’
苎辈喜圭乏々妻署妾性，训六蔽。【2l 3以戒偏材之失。
日月至焉者．岂能终之。 ”～”一。 ⋯”’”⋯一⋯

4

竺考譬堂，孽褒苎苎：譬孝露诚，思狂狷，[221以通拘抗之
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 ⋯一“” ⋯一。。⋯一·

材。眨31兰萎蔷轰羹嘉毒未蠹曩鼻耄：在疾f空f空而无1q。
上者两顺其所能。则拘抗并用。 ”、’‘。一””7一

信，‘241以明为似之难保。∞1萎篓鋈竺：
乏差嘉票器量篓?’又日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

止之行。眨61豪辈鬟肇；麓耋荨妻契，人物之察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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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其详。焉差妻竺主茎羹，序’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
物，庶以补缀遗忘，【271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注释】

[1]美：喜爱，称赞

【2] 聪明：明智聪察或闻见明辨。‘尚书·尧典序>：“昔在帝

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孔疏：“听远为聪，见微为明”。。以耳目

之闻见，喻圣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淮南子·修务>：“谓一人

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此处有智慧的

意思。

[3] 知人：了解人，认识人才。<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

能官人”。<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成熙

4]诚：如果

5]序：位次，顺序。

6] 庶绩：各种事功，政绩。<尚书·尧典>：“允趋百工，庶绩

[7] 爻象：爻是<易>中组成卦的符号，——是阳爻，——是阴

爻。阳称为“九”，阴称为“六”。<易>以六爻相交成象，爻象即卦所

表示的形象。爻指物之变动，象指物之形象。<周易·系辞上>：“圣

人有以见天下之臣丑责，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

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

凶，是故谓之爻”。

[8] 诗志：志，意思也。<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

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毛诗序>：“诗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苟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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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物志

[9] 风俗雅正：风雅。指<诗经>中的国风与大、小雅，即民歌

与雅乐。此指文章教化。

[10] 礼乐：礼与乐的合称。此指周代的礼仪，传为周公所

定。<礼记·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论语·秦

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苟子·乐论)：“故先王导之以

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

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

[11]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汉以后也指儒家

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祗(Zhi)庸：恭敬而

守恒常之道。祗，敬。庸，有常。<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德教

国子，中和祗庸孝友”。

[12] 躬南面：亲临帝位。古代帝王之位南向，故称。<论语·

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 ，

[13] 尧、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克明俊德：克，能。<尚书·

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孔安国云：“能明用俊德之士”。

称：颂扬。登庸：举用。庸，用。<尚书·尧典>：“帝日：畴咨若时登

庸。”二八：高阳氏有子八人，谓“八恺”(仓舒、l首皑、jI涛娥大临、龙

降、庭坚、仲容、叔达)。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元”(伯奋、仲堪i

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i里)，成有美誉。舜举用“二八”，内

平外成。

[14] 汤：成汤，商代开国之君，契之后代，子姓，名履，又称天

乙。有莘之贤臣：指伊尹。商汤臣，名挚，原是汤妻有莘氏之女的陪

嫁奴隶．汤举任以国政，被尊为阿衡(宰相)。

[15] 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曾被商纣囚于茭里，后获释。

为西方诸侯之长，称西伯。渭滨之叟：指吕尚。姜姓。相传尚钓于

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与语大悦，同载而归，对人说：“吾太公望子

久矣!”因号为太公望，立为师。



[16J 不试：不见用。<史记·孔子世家>：“牢日‘子云：不试，

故艺’。”

[17] 犹：还，尚且。序：按次序排列。门人：弟子。四科：指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闰子

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

游、子夏。”

[18] 三等：指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论语·季

氏>：“孔子日：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

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

[19] 中庸：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中，折中；庸，平常。<论

语·雍也>：“子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中

庸章句>引子程子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20]劝：勉励。庶几(ji)：指好学而可以成材的人。几，微。

‘易·系辞下>：“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正义)；“言圣人知几，颜

子(颜渊)亚圣，未能知几，但殆近庶慕而已”。

[21]训：解说。六蔽：六种蔽病。<论语·阳货>：“好仁不好

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

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

狂”。

【22] 狂狷：进取和有所不为。<论语·子路>：“子日：不得中

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二者皆偏

于一面，泛指偏激。

[23] 拘抗：拘谨与奋发。

[24] 佐憧：形容诚恳。<论语·泰伯>：子日：狂而不直，侗而

不愿．坦位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25] 为似：即伪似，貌似忠厚。

[26]<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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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厶塑查

度哉?人焉疫哉?”

[27] 庶：副词，表示希望。补缀：修补连缀，辑集。

【译文】

圣人们之所以经常被人们称赞，是因为他们富有智慧，又善于

明辨是非。聪明和明辨是非为什么这样可贵呢?原因在于圣人把

它当作识别人才的方法，从而使他们的事业得以兴旺发达。因此，

圣人们用占b、算卦的方法来规定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言行；讲解

<诗经>中三百篇诗歌的涵义；教育人们什么是通俗，什么是高雅；

制定了各种礼法，用它来考察人们有没有掌握六种技艺，在生活中

有没有保持恭恭敬敬的态度；如果圣人当了皇帝，他就四处去搜罗

可以辅佐君王的杰出人才。圣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那是因为

他想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使自己能够借此成就丰功伟绩，如

果真的大功告成，圣人和他的臣子就会名扬千古。所以，尧具有赏

识人才的高明眼光，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扬；成汤选拔了出色的人

才——伊尹，自己也因此举世闻名；周文王在渭水河畔遇到了吕

望，马上就任用了他；文王自己也因此被人推崇备至。从上面的例

子来看，圣人想成就大业，不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寻求人才怎么

行呢?把管理国家大事托付给杰出的人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啊!看

看孔子，虽然没有被国君重用，在仕途上没有什么成就，但他仍然

开办学校，招收弟子。因为弟子的才能不同，孔子就对他们进行了

才能等级上的划分，他又相应地开设了四门学科供弟子学习。孔

子又提出做人要以“中庸”为准则，因为只有“中庸”才能体现出高

洁的品德；他为了勉励勤奋刻苦和有希望成功的学生，就用充满哲

理的话鼓励他们；他分析出人的性格存在着六种弊病，以此来提醒

有偏才的人；他又指出性格“狂狷”的人的特点；并且劝导和疏通性

格过于谨慎或者是过于放荡的人；孔子最厌恶外表忠厚老实，却又

11'—Jlj



不守信用的人，他对人们说：“对这种人千万要小心啊!”他又说：

“想知道一个人的品行如何吗?只要去观察他做了什么事，再想一

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人已经详细地论述了用人的方法，所以

我才敢于依照圣人的训导，写出这本书，在书中我排列了人物的品

级。我希望能补充一点儿圣人没有论及的东西。我真诚地希望学

识广博的君子能读一读这本书，从而明白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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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征第一

目 录

(1)

人才难得亦难知，自古以来．用人难．知人更难。领导者的职

责主要有两条：一是知人、用人．二是决策。诸子百家强调知人的

侧重点各不相同。刘邵主张从风度、仪表、言谈、举止、气色、眼神、

外貌、声音、精神九个方面对人作全面、综合的考察，观点独特。意

义深远对今人仍极具启迪。

体别第二 (50)

人因禀气不同．必定造成质性上的差异。质性决定一个人一

生的成就。人依其质性。发挥其长。避免其短，全力以赴。世间往

往就是这样，想方设法让自己出名者。往往事与愿违，而那些不为

名利奋斗的人却往往能够名扬四方。

流业第三 (78)

造器尽其才，用人适其性。+二种人有十二种流业，用一种人

才．便造就一种事业。人尽其才．君逸臣劳。作为领导者．千万不



能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与臣属争锋；不然，人无其位．势必天下大

乱。
、

材理第四 (111)

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人才也是如此：人多．理多．百家

争呜．各有其长．各有所短。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只

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接识第七 (233)

领导者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识人．然而最困难的也是识人。一

般人只能识别与自己同类型人的长处，却不能了解与自己不同类

型人的优点；人心不同．就像各人的面目都不相同．外形相似的人，

其内心世界也有很大的差别。以己度人。必然造成识人的错误与

偏差。 ．

英雄第八 (262)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运筹惟幄。决胜

千里．智胆兼备．文武一身。英才的素质偏重于智谋计虑，雄才的

素质偏重于勇气胆力。只有能够支配两种人才的人．才能够成就

丰功伟业。

八观第九 (290)

历史证明。凡是唯才是举、任人为贤的人．事业上无不取得成

功。而唯才是举．必先了解人，了解人．即观其形貌，察其本质。人

才是事业成功的根本，唯有察清人的内心世界，对真正的人才予以

重用．才能使事业兴旺发达。通过明察暗访。人。总是可以识知的。



七缪第十(355)

人的材质各不相同，评鉴人物。切忌人云亦云。不要把相貌不

足当成缺陷。也不要把姿容美丽看作美好．不要把坦露直率当成虚

华．不要把虚伪矫饰当作真实。领导识人，不要听他怎么说．而要

看他怎么做。

效难第十一 (408)

世事莫难于逆流而行．世人莫贵乎独特识见。凡是想在事业

上有所成就的人．很少在人才选拔上论资排辈。有远见的领导者

～总是十分注意提拔年轻人，从基层提拔有识之士．反对以貌取人．

反对求全责备。 ．

释争第十二 (463)

小人易争胜，而争胜之心往往导致自我毁灭；君子谦让．屈伸

有节．进退有方。争强好胜．表面上看起来是强者．即实际得到的

却是损与祸；谦虚忍让。表面上看起来是弱者。而实际得到的却是

益与福。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种贤德．是“善”的品德的最高

境界。

附录(510)

附录一、《人物志》的作者及其学术成就
一、刘邵：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二、千古奇文：<人物志>的写作背景与逻辑体系

三：人才学巨著：<人物志)的人才思想与学术价值



四、独特的见解：<人物志>其他方面的学术思想及其
历史地位

附录二、著名学者论《人物志》
钱穆<略述刘邵(人物志)>

汤用彤<读<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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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征第一会差蔓凝’征

(移1

人才难得亦难知．自古以来，用人难，知人更难。领导者的职

责主要有两条：一是知人、用人．二是决策。诸子百家强调知人的

侧重点各不相同，刘邵主张从风度、仪表、言谈、举止、气色、眼神、

外貌、声音、精神九个方面对人作全面、综合的考察，观点独特．意
义深远。

／

【原文】
’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n1羹焉多耋晏釜盟量
磊苎，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
之哉?耋元：黧，故苎全委堂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呐。睹。惟圣人111击而照之07。门～～9’7‘。“7。

以为质，㈨羹霎髫鬟涉禀阴阳以立性，㈨
篙蓁主霎景囊体五行而著形o C4]羹嚣拿耋囊苟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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