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曾国藩的人才观及其现实意义 

文/贺桂欣 吕桂兰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对曾国
藩的评价，特别是政治上的评价，历来有褒有贬，有扬有抑。然而，无论人们对曾国藩的评判有多
大分歧，在对其人才教育思想的认识上却往往能取得共识，认为这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东西。他
的亲信幕僚郭嵩焘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写了这样的赞誉词：“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
名天下”。可见曾国藩的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关于人才的教育思想对中
国传统教育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研究和探讨能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在人才选拔方面 
   曾国藩在人才选拔方面主张“德才兼备” 、“不拘一格”和“广收人才”。他曾说：“司马
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
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 。最后一句就是他使用人才的标准，即德才兼备。同时，他还主张
“不宜复以资地”限制人才，用人应不尼时俗，荐才应不拘于资格、出身和地域，要有唯才是举的
选才精神。此外，他还主张通过各种渠道广收人才。在曾国藩的幕僚集团中有投书延聘而来者；有
被人推荐而来者；有千里谒见欲效奔走者；有敢闯军门必欲入首门者；也有创建湘军之初便并出共
事者等等。 
   当今社会，一支具有高素质高效益的团队，能否获得很好的发展前景和机遇，并不是因为一
个人的能力有多高，而是在于他所在的团队能否发挥出集体的智慧，所以团队成员的道德素质是团
队是否是一个卓越团队的决定因素，是该团队之所以称之为团队的先决条件，是团队发展的前提和
保障。而专业素质，却是该团队是否在强烈的社会竞争机制之中能够得到更好发展的决定因素。团
队的道德素质是团队存在的基石，团队成员的专业素质则是团队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所以曾国藩在
人才选拔方面的主张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二、在人才培养方面 
   在人才培养方面，曾国藩主张“勤教”与“严绳”。曾国藩主张用人与育人并重，教与用交
替进行，既用人又育人。“勤教”即如他所说：“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满意之
选不可得，故取其次，带徐徐教育可也”。“严绳”就是严格考察。其考察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
道德、品行、作风、能力等方面，对于合格者，尤其是优胜者，破格提拔；而对于不合格者，则坚
决撤换。曾国藩的幕府，既是储才之所，更是教育人、培养人、考察人的学校。 
   在知识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使得团队成员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切合时代的脉搏，才
能使得团队获得发展。作为团队的建设者，就应该时刻注重对团队成员的职业技能进行操练，对业
务水平进行培训。在培训和操练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如果能够把训练当成自己应该作的事情，并且
十分乐意，变“被动”为“主动”，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曾国藩在练兵时所采用的策略和方
法确实值得借鉴，如：将日常的训练写进规章制度中；“换位思考”的方式；严格考察以及奖优罚
劣等。 
   “勤”字是曾国藩育人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充分地将传统的儒家伦理学说和对于人性的优弱
点的认知相结合，所发挥的一个极致。一个人的习惯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要想获得成
功，实现自我的价值，便应积极地去改正自身所固有的一些坏习惯。一个团队要想成功获得发展，
团队的建设者也就理所当然要帮助团队成员改掉身上的不好习惯，促成一种好的习惯。曾国藩所倡
导的“勤”字从本质上来讲，便是希望能够从一些小事上着手，养成一个有利于提高能力的习惯。 
   三、在人才任用方面 
   在人才任用方面，曾国藩主张“因其所长，各尽其才”及“量才录用”。他选才不求全责
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一节之用，不论地域、门第、冠戴、资历和年龄，来之即用，用则因量器
使，务求人尽其才。他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为微暇而弃有用之才。如果过于苛求，
则庸人反得幸全” 。因此，他根据个人之所长把幕僚分成七类，从事不同的工作。 
   在现实的工作中，对于团队的建设者来说，要想真正的使得自己的团队成为一个优秀具有高
校的团队，便要着重于团队之中的中层建设，他们就像时一座桥梁，连接着团队的高层领导和普通
成员。在选择中层管理者的时候，曾国藩人尽其材，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的用人标准和
策略并不是单纯的依靠心中的主观意识为指导的，而是通过不停的揣摩，从人性的优弱点上面得到
的启示。正是在这一套用人如器的指导思想，使得曾国藩构建了他庞大的幕僚集团，成就了他的一
番“事业”。 

 



   总之，曾国藩作为一个复杂而又值得研究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固然有许多封建保守、落后的
成分，但同时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思想成分。特别是其对于人才的选拔、培养、任用及其教育方
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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