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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交际学丛书》之一。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演讲的基本原理，阐释了演讲与演讲学的概念、演讲的类型、演讲的准备
、备稿演讲与即兴演讲、演讲者的控场艺术、演讲的表达艺术、演讲的听众及演讲会的主持艺术；下
编为演讲的综合分析，阐释了演讲与信息、思维、逻辑、美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最后，附有“中外优秀演讲词评析”和“中外演讲家、雄辩家大观”，为演讲者进一步提高演讲水平
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
本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演讲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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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信息是动机萌发的基础；而动机一旦产生，就必然要围绕动机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信息。
因此，动机又是收集和整理信息的原则和依据。
    动机来源于对信息的理解，演讲动机实际是演讲的最初目的。
动机产生后，由于进一步对信息收集和整理，所萌发的演讲动机也会逐步明朗化、具体化。
因此，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过程，也是演讲的目的明朗化、具体化的过程。
    信息萌发动机，也是因人而异的。
对同一信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认识深度，能产生不同的效应：有的人置若罔闻，熟视无睹；有的人则能激起浓厚的兴趣，产
生强烈的冲动，积极思考，寻求解决的办法。
这与演讲者各自的知识积累、兴趣爱好、阅历修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是任何信息都能促使任何人
萌发演讲的动机，也不是每种信息都只能萌发出一种演讲动机。
二、演讲的选题    萌发了演讲的动机，就基本上确定了演讲的最初目的；根据这个最初目的，必须选
择议题，确定中心。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着演讲的主题和价值，影响着演讲的成败。
    所谓议题，就是演讲的内容。
选题就是选择话题，确定谈哪方面的内容。
演讲者总是通过阐述、分析、论证议题来表情达意的。
那么，究竟如何选题呢？
我们认为，选题的基本原则应当是：l．体现时代精神。
顺应历史潮流    演讲的目的在于宣传、教育、组织和激励群众。
因此，选题一定要有时代意义，必须紧紧抓住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抓住社会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
比如思想政治方面的重大问题，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风气和道德修养问题，以及反映科学文化
发展动态、推动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问题等等。
要讲出时代感，讲出新意。
演讲者必须考虑演讲的场合、环境、现实状况，以及自己对该问题的历史、现状的了解程度，并给以
科学的分析、综合和解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2．适合听众要求，内容有的放矢    选题要有针对性，要能深刻影响听众，极大地感染听众。
由于民族不同，性格各异，职业有别，年龄差距，以及生活环境和文化修养不同，演讲的听众存在着
很大的心理差异、风格差异、感情差异等。
选题时应考虑不同类型听众的需要，根据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听众的知识水准、兴趣爱
好、风俗习惯等来确定。
只有选题适合听众的心理、愿望，才能调动听众的注意力，唤起听众听讲的热情和兴趣。
例如，对青年人谈男女恋情，谈如何看待流行歌曲等问题很合他们的口味，但对中老年人就未必合适
。
显然，如果对山区老农大谈高能物理，谈得再好恐怕也不会受欢迎；倘若换成水土改良，情况就会大
不一样。
只有选题适合听众的心理、愿望，才能调动听众的注意力，唤起听众听讲的热情和兴趣。
例如，对青年人谈男女恋情，谈如何看待流行歌曲等问题很合他们的口味，但对中老年人就未必合适
。
显然。
如果对山区老农大谈高能物理，谈得再好恐怕也不会受欢迎；倘若换成水土改良，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
    为了适应不同类型听众的需要，选题要考虑“适应度”。
选题的“适应度”较大，适应的听众面就较宽；反之，“适应度”较小，适应的听众面就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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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议题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适应度就越小。
3．切合自己的身份，不妨“驾轻就熟”    选择演讲议题，应切合自己的年龄、身份、气质，适合自己
的知识水平和兴趣。
这样，演讲者便能自然地融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得心应口”，措辞、语调、口气也就自然、生动、
有声有色、富有活力，给人以新鲜感和亲切感；否则，如果硬要去讲那些不切合身份、气质、年龄和
知识水平的议题，就必然是力不从心，即使勉强讲了，也必然是生吞活剥、生硬呆板、无法感人。
    演讲者不妨“驾轻就熟”，选择自己比较熟悉、最感兴趣的议题。
这里所说的“驾轻就熟”，不是指搬用僵死的套话、空话，也不是指套用固有的框架格式，而是指选
择自己比较熟悉、比较了解、比较感兴趣、体会比较深的议题，选择与自己的专业、知识面比较接近
的议题。
这样容易讲深讲透，讲出水平，讲出风格。
兴趣来之于实践，来之于对社会现实和客观事物的了解。
比较熟悉、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常常是曾经思考过或有一定了解和研究的议题。
可见，演讲者要使自己的演讲门路宽，演讲时左右逢源，平日的思考和知识积累是十分重要的。
    4．注意演讲场合，考虑预定时间    演讲内容要与演讲场合气氛相协调，也就是要考虑演讲的时间和
空间环境。
时空环境不仅指演讲现场的布置，也包括时间、背景、组织和听众等因素。
显然，在喜庆的场合大谈悲凉，在悲哀的氛围中大讲欢愉都是荒唐的。
    选题还应考虑可供演讲的时间。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一般人的大脑在1小时以内，只能解说或接收一两个重要问题。
因此，演讲选择议题必须集中凝练，富有特色，时间要掌握得恰如其分。
如果是参加演讲比赛，更有必要了解限定的时间；否则到临场时修改内容，增添删汰，就会手忙脚乱
，甚至无所适从。
此外，参加有多人演讲的场合，还要考虑自己演讲所安排的顺序是在会议的开头、中间还是结尾，并
且还要了解在自己演讲之前的演讲者和在自己演讲之后的演讲者的情况。
这些都与听众的心理定势和情绪有密切的关系，不可忽视。
三、演讲主题的确定    选定了议题，就有了演讲的大方向，但仅有大方向还不行，还必须确定一条具
体的途径，必须确定主题。
主题是演讲的灵魂，它决定演讲思想性的强弱，制约材料的取舍和组织，影响到论证方式和艺术调度
。
它是选题的具体化明朗化。
没有明确的主题，演讲就如同没有灵魂的偶像，即使讲得天花乱坠，也会让人不知所闻，不得要领。
    演讲的主题要集中。
一般来说，一篇演讲只能有一个主题，必须围绕这个主题展开阐述，否则就容易出现焦距模糊、思想
枝蔓的毛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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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传播与现代交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元授先生从1984年起，就在作为社会
科学工作者责任心的督促下，为了配合改革开放的伟业，开始钻研交际学。
12年来孜孜不倦，终于有成。
他主编的《交际学丛书》的出版，对我国人民个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对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和进
步，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对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与互利交往，都将是有益的。
承他信任，邀请我为该丛书作序。
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交际学，但作为一位老社会学工作者，感到不便推辞。
这里，我着重就研究交际学的重要意义谈点自己的看法。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如何使作为人类祖先的
某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摆脱用前肢帮助行走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手和脚的运用出现某种分工：如
何逐渐改造这种类人猿的喉头和脑髓，使之变为人的发音器官和人脑，从而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
但是，由于该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劳动在创造人和人类社会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对于在创造人和人
类社会过程中的另一重大因素——社会交往，恩格斯却只是顺便提到，没有作充分的论述。
实际上，没有类人猿群个体之间的交往，没有猿人的人际交往，没有社会生活，人和人类社会，甚至
人的生产劳动，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恩格斯说，“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
”这就说明了类人猿群个体之间的交往。
但是。
社会化的动物不只是类人猿，还有其他社会化的动物，如蚂蚁、蜂、猿猴等，是最明显的例子。
但是，蚁群、蜂群、猿猴群个体之问的交往和它们的营生活动是基于本能，难以发展和提高。
只有作为人类祖先的类人猿的营生活动和他们用以积累和增加经验的相互交往，才使手和脚逐渐分工
，而且，“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
。
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属性。
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
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
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
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缓地然而肯定地得
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虽然恩格斯由上面这段话只作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的结论，但我们也可
以从中清楚地看出，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也是形成人类语言必不可少的因素。
而且，因为有了语言以及后来的文字这种只有人类具有的交际工具。
才使人际交往更加超出本能的范畴，从而使人类与动物的距离愈来愈大。
所以恩格斯又说，“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
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
这样，人才能摆脱动物那种本能地利用自然的状态，有意识地改造自然，逐渐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
。
    由此可见，人的猿类祖先之间的交往和人际交往，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申。
其作用与劳动一样。
是不可缺少的。
劳动促成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提高劳动水平。
    不仅如此，人类发展到今天，虽然生而具有发展为现代人的潜能，但从嬰儿成长为一个具有一般身
心健康水平的成年人，如果不通过人际交往，没有社会生活，这种潜能是发挥不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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