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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
人们之所以称交际为“社会交际”或“社会交往”，是因为交际本身就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
人类在组织生产、协调活动、表达情感、相互沟通等方面每时每刻离不开社会交际。
而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人们所运用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
一个没有交际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同样，离开了交际的主要工具——语言，交际也是无法进行的。
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对立统一物。
人类无论是个体生存还是群体活动，都一时一刻离不开交际，离不开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
这里所说的语言是指能充当信息载体的工具。
是一种广义的语言，其中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两种。
而我们平时与人交际谈话时所用的就是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是人们在社会交际中运用的惟一直接面对面的交际工具。
现在，人们一般提到的“交谈”指的就是以口头语言为方式的交际谈话。
　　交谈是人们在社会交际中所运用的最直接、最简捷、最有效也最能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是社会交际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现象。
具体地说，交谈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参与的双向口语交际活动，是社会各行各业和各种人，
诸如家人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同行之间、亲友之间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表达观点
、融洽感情、增进友谊必不可少的社会活动，也是人们增长见识、排除疑惑与忧虑、改善彼此关系的
一条重要的途径。
　　社会交际中的谈话，看起来似乎人人都会，因为人人都有一张嘴，人人都有表达自己意愿和想法
的要求，有人说起来也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甚至于洋洋万言。
天花乱坠。
但如果他说的这些离题万里，或是不着边际，同样是不会说话的表现——因为他没有达到说话的目的
。
可见，要真正达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情，真正达到表达思想、融洽感情、增进
友谊的目的，还必须把握交谈的一些规律和原则、技巧和方式。
而只有掌握好符合交谈的规律和原则的谈话技巧与方式，才能使自己说出的话得体、恰当、适宜，才
能实现交谈的最终目的。
而具体到每一个人不同的社交场合与社交情境来说，适合于此的并不适合于彼，适合于这个情境的并
不适合那个情境，适合于这个场合的并不适合于那个场合。
因此，总结与归纳各种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下的各自不同各有精妙的最佳说话方式，肯定会对每天每
时每刻都不停地穿梭在各种不同的社交场合的亲爱的读者朋友大有用处，大有好处。
　　本书就是根据社会交际的不同场合、情境和对象、关系，分别具体地介绍了不同场合、情境与关
系的最佳说话方式，并分别就各种不同方式的特点、方式和实际运用的范例作比较全面的讲述和介绍
，相信会对读者起到启迪、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朋友们不妨在你所参加的各种场合的社交活动中加以仿照、借鉴，只要你领会了书中的要领、精髓，
掌握了其中几个(不一定每个都会)可行的方法，来个现学现卖，现炒现吃，一定会让你收到意想不到
的效果！
　　也许你读完本书，就会从见人就害羞、说话就哆嗦变得——　　场场说话出彩，　　处处对答如
流。
　　常常妙语连珠，　　时时脱口而秀。
　　2007年5月1日于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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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会说不难：50种社交场合的最佳说法》就是根据社交的不同场合、情境、对象、关系，分别具
体地介绍了不同场合、情境与关系的最佳说话方式，并分别就各种不同方式的特点、方式和实际运用
的范例作比较全面的讲述和介绍，相信会对读者起到启迪、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朋友们不妨在你所参加的各种场合的社交活动中加以仿照、借鉴，只要你领会了书中的要领、精髓，
掌握了其中几个（不一定每个都会）可行的方法，来个现学现卖，现炒现吃，一定会让你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
　　社会交际中的谈话，看起来似乎人人都会，因为人人都有一张嘴，但如果说的离题万里，或者不
着边际，同样是不会说话的表现——因为他没有达到说话的目的。
可见，要真正达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情，真正达到表达思想、融洽感情、增进
友谊的目的，还必须把握交谈的一些规律和原则、技巧和方式。
　　而具体到每一个人不同的社交场合与社交情境来说，适合于此的并不适合于彼，适合于这个情境
的并不适合那个情境，适合于这个场合的并不适合于那个场合。
因此，总结与归纳各种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下的各自不同的最佳说话方式，肯定会对每天每时每刻都
不停地穿梭在各种不同的社交场合的亲爱的读者朋友大有用处，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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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寒暄的最佳说法询问式夸赞式描述式感受式03.你恭我敬两相亲——客套的最佳说法见面客套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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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门今始为君开——访问的最佳说法进门语寒喧语晤谈语辞别语05.笑问客从何处来——迎客的最佳说
法06.多情自古伤离别——道别的最佳说法客人告别辞令主人送别辞令07.天下谁人不识君——介绍他人
的最佳说法08.解析姓名展个性——自我介绍的最佳说法推衍姓名自嘲容貌自嘲身份示弱揭短表述详尽
定好角色谦虚求实优势集锦借助地域引座右铭以点带面幽默对比披露心迹09.相逢何必曾相识——初次
交谈的最佳说法共同点相似点兴奋点10.隐私难堪君莫问——提问的最佳说法看清对象和场合，做到有
针对性地提问控制双方的问答活动，做到有目的地提问掌握语言技巧，做到讲究方式地提问11.随机应
变信如神——回答的最佳说法变答岔答拈答引答错答推答截答喻答12.山重水复疑无路——寻找话题的
最佳说法从对方感兴趣的事物谈起从眼前的事物谈起13.柳暗花明又一村——转移话题的最佳说法自然
转换法打断引开法引申转移法答非所问法节外生枝法一词多义法相近概念法同音异义法求新好奇法眼
前景物法14.以子之矛攻子盾——反驳的最佳说法点睛式作比式引入式15.举杯但愿人长久——祝福的最
佳说法新婚祝福辞令寿辰祝福辞令节日祝福辞令乔迁祝福辞令升学祝福辞令晋职祝福辞令获奖祝福辞
令开业祝福辞令16.劝君更尽一杯酒——劝酒的最佳说法强调场合的重要、难得或特殊意义赞美对方的
酒量或学习、工作成绩强调彼比之间的特殊关系或特殊经历挑对方的毛病，以罚代劝用激将法以“激
”代劝在长幼顺序上做文章在酒量的让步中以退为进针对对方的特殊身份17.敬酒不吃也风流——拒酒
的最佳说法以身体不适或健康原因为由以特定的职业、身份为由以安全问题为由以家人不同意为由挑
对方劝酒语中的毛病将喝酒的“责任”推给他人以微笑的殷勤磨掉对方的“劝”劲对“挑衅性”的劝
酒不妨反守为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装痴卖傻充硬佯醉18.崇人之德扬人美——赞美的最佳说法赞美对方
的事迹和行为赞美对方最看重的东西赞美对方身上新发现的优点赞美你所希望对方做的一切赞美对方
最倾心、最得意而别人并不以为然的东西19.良药苦口利于病——批评的最佳说法从批评自己开始批评
前先作表扬变个体称谓为群体称谓把态度蕴涵在感受上把批评寓于鼓励之中在批评的同时帮别人找出
犯错误的原因用建议的方式提出批评用潜台词指出对方的错误用幽默的故事包装批评把昔日的成绩和
现时的不足对比用对未来的引导来暗示教训的深刻用动作和拟人手法的有机结合带出批评用真挚的亲
情触动来引发对方自责让雄辩的事实来说话以荒谬的假设来引导对方悟出错误在分析对方的心理特征
中令其痛悔模仿错误的反常行为引出批评用打岔的方法侧面切入用比喻、类比的方法“比”出批评以
鲜明的对比“比”出差距20.何必论恩自说功——谦虚的最佳说法用恳切真诚的礼让表示谦虚用亲切和
蔼的亲近表示谦虚用恰当得体的比喻表示谦虚用幽默诙谐的调侃表示谦虚用礼贤下士的恭敬表示谦虛
用永不满足的求知表示谦虚用个人努力的淡化表示谦虚用轻松、诙谐的自嘲表示谦虚用半藏半露的自
贬表示谦虚用自我优势的转移表示谦虛用专业优势的强调表示谦虚用运气机遇的突出表示谦虛在别人
赞赏时装痴表示谦虛用郑重其事的解释表示谦虛用相对婉转的肯定表示谦虚用成绩功劳的自轻表示谦
虛用关键词语的改动表示谦虛21.有错就认真君子——道歉的最佳说法直接道歉间接道歉22.风物长宜放
眼量——安慰的最佳说法同病相怜式的宽慰之言唇齿相依式的互慰之言心理补偿式的慰藉之言猛击一
掌式的醒慰之言一笑了之式的戏慰之言理智激励式的勉慰之言23.我劝天公重抖擞——鼓动的最佳说法
把竞争对手的压力作为“动”力帮对方树立奋斗目标讲述自己与对方相似的亲身经历强调失败的价值
与意义对对方的攻击、侮辱进行调侃坦言自己与对方类似的感受用已有的成就和荣誉打掉他的自卑心
理燃起对方仇恨的火焰让对方明确某项任务的重要意义校正并克服对方偏执的思想观念24.自我调侃缩
心距——自嘲的最佳说法自嘲自己的长相自嘲自己做过的蠢事自嘲自己独特的生活遭遇自嘲自己的优
点自嘲自己的一生经历25.亦庄亦谐藏机锋——讽刺的最佳说法先扬后抑将错就错一语双关反诘疑问否
定假言设定条件见缝插针反语诘难比喻论证26.春雨润物细无声——劝解的最佳说法知难问答法肯定诱
导法类比诱问法一针见血法以谬制谬法正反激将珐限制逼就法迂回包抄法数字事例法侧面暗示法美言
恭维法绵里藏针法利害权衡法欲擒故纵法设身处地法危言耸听法设问释疑法诱人就范法软硬兼施法比
喻象征法自问自答法即景生情法旁敲侧击法正话反说法先退后进法以矛攻盾法借题发挥法由己及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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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攻心法27.敢问路在何方——问路的最佳说法问路的公式问路的技巧问路的忌讳28.请君助我一臂力
——求助的最佳说法顺推法暗示珐分步法假设法反问法预设法反益法逼进法启悟法动情法恭维法互利
法圆场法迂回法激将法29.爱你在心口好开——求爱的最佳说法关注寓赞赏兴趣通灵犀诘难也关情托词
显风采谑语藏机趣悬想加意会娇嗔含启迪借物寓暗示含蓄蕴激情30.天生我材必有用——求职的最佳说
法从对方谈起，反衬自己语言客观，不宜过分推销让对方认同，缩短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说服劝导，加
深主考官对自己的印象31.己所不欲巧说不——拒绝的最佳说法李代桃僵默认不答推诿搪塞装聋作哑诙
谐幽默自言自语先承后转略地攻心反口诘问巧妙闪避相反应对以虚击实以少胜多避难就易围魏救赵回
以自解模糊应答先发制人诱导否定32.大恩小恩皆言谢——答谢的最佳说法诚心实意地道谢直截了当地
道谢指名道姓地道谢出人意料地道谢主动及时地道谢把握分寸地道谢33.片言干戈化玉帛——调解的最
佳说法唤起当事人的荣誉感强调争执双方的差异性用称赞使双方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重点做较固执一方
的工作对争端作淡化处理重新解释争执点将严肃的问题诙谐化开诚布公地说明问题的利害用善意的谎
言给双方创造重新交往的机会用往事的回忆启动双方情感的闸门突出双方间的共同性绕过矛盾从双方
自身的表现入“口”把失误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对矛盾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设法转移双方的注意力
在欲擒故纵中完成调解34.响鼓也须重锤敲——提醒的最佳说法面对别人的莽撞，不妨反其道而行之，
创轻松的话题去提醒面对别人的失礼，不妨创设赞许的话题去提醒面对别人的倨傲，不妨以讽喻的话
去提醒面对别人的疏漏，不妨借题发挥以暗喻的方式去提醒面对别人的偏颇，不妨一语双关地以假设
、影射的话题去提醒面对别人的缺失，不妨一针见血地创设谐趣的话题去提醒35.见缝插针针见血——
插话的最佳说法适时评判、巧加发挥的点评式插括转移话题、调节气氛的调控式插话发出疑问、启发
思考的质疑式插话判断是非、振聋发聩的点拨式插话点明要害、一针见血的诊断式插话36.劝将不如激
将好——激将的最佳说法明激法暗激法自激法直激法曲激法讽激法诱激法37.不畏浮云遮望眼——解释
申辩的最佳说法比喻式反讽式理据式细节式揭谜式权威式利他式对比式算账式解扣式38.天灾人祸婉相
告——传达不幸的最佳说法直言相告委婉暗示渐次渗透隐瞒自悟蓄势导泄39.君子失言妙语追——补救
失言的最佳说法将错就错借题发挥自我解嘲曲解翻新恭维表白及时改口反向解释转移视线顺势反驳巧
妙复位补充前提增字变义谐音转换顺水推舟半句道歉原话重复词义别解分解合释颠倒语序比喻生发40.
凡事都向好处解——打圆场的最佳说法制造幽默的气氛强调事件的合理性肯定交际各方的价值指出交
际各方观点的合理性根据事物与语言的谐音关系向好处发挥根据事物与语言的意义关系向好处联想从
问题或事物的反向去思考把事物、事件原来的概念和意义引申把事件加以善意的曲解换一个角度重新
解释41.千里情缘一线牵——打电话的最佳说法即语言精练准确明，即语意明确清楚清，即语音清晰明
亮平，即用平等和蔼的语言待人42.巧借闻雷来掩饰——找借口的最佳说法借口要实在，避免他人尴尬
借口要圆滑，避免别人生怨借口要周密，避免自己弄拙借口要灵活，求得别人的谅解43.编筐编篓重收
口——结束语的最佳说法道谢式结束语关照式结束语邀请式结束语祝贺式结束语征询式结束语归纳式
结束语概括式结束语鼓动性结束语感受性结束语故事性结束语强调式结束语问题式结束语44.心有灵犀
一点通——与异性交谈的最佳说法投其所好没话找话赞美鼓励谈论趣事随机应变善用激将45.丈夫未可
轻年少——与年少者交谈的最佳说法“明”话“暗”说“急”话“缓”说“长”话“短”说“硬”话
“软”说46.老汉爱提当年勇——与年长者交谈的最佳说法激发并聆听年长者关于自己历史的谈话——
满足其怀旧心理称赞和鼓励年老者的身体、精力和意志——满足其自信心理关怀、抚慰年长者的生活
起居和感情——消解其孤独心理规劝和说服年长者时应委婉含蓄，满足其自尊心理47.不卑不亢不惧怕
——与名人交谈的最佳说法与名人交谈应遵循的几个原则与名人交谈遇到特殊情境时的辞令48.扬其自
尊励其志——与自卑者交谈的最佳说法从兴趣谈起从烦恼谈起从自我隐秘谈起从评价谈起从赞美谈
起49.橫眉冷对千夫指——与无礼者交谈的最佳说法含蓄警告以柔克刚摆脱纠缠最后通牒绵里藏针先承
后转戏而不谑蛇打七寸正语反说坦言利害50.不冷不热不伤人——与饶舌者交谈的最佳说法以婉代直法
以攻代守法以疏代堵法以问代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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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注意适度得体　　尽管出于礼貌或尊崇，若不适度得体，则适得其反。
适度，要求视交际对象、场合、双方关系等情况选择合适的称呼。
得体，则要求对人的称呼要符合被称呼人的身份特点。
所以，称呼语的选择和使用要看询问、交谈对象的职业、年龄、性别诸条件。
如见到工人尊称“师傅”；见到农民亲切地称“老乡”；见到干部、战士、知识分子称“同志”比较
合适。
在日常交际中，与各种称呼比较。
“同志”这个称呼有较大的“跨度”和“保险系数”。
如对方本来大不了你几岁，若称呼“伯伯”甚至“爷爷”，让人觉得别扭；本来是个科长，却称呼“
处长”，对方可能认为是讽刺他；和异性本是初次见面(假如对方叫刘芳)，却昵呼“阿芳”、“芳芳
”，这会让对方难为情。
另外，称呼时还应掌握不同人的心态。
如女性一般不喜称老称大。
在幼儿园工作的40来岁的中年妇女，按理小朋友叫“阿姨”、“奶奶”皆可，但称“奶奶”有嫌老之
虞，不如“阿姨”叫得亲切。
总之，对称呼原则要灵活把握，做到适度、得体，谨防矫情、浮夸，切记过犹不及。
　　(三)注意时间场合　　称呼他人要做到亲切、礼貌、自然和得体，称呼语的选择和使用就必须注
意适时、因人因地制宜。
也就是注意审时度势，根据时间、场合的变化而随机应变，不可千篇一律，循规蹈矩。
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交往日益增多，称“先生”、“女士”、“太太”、“小姐”
的明显增多；又如人们在乎时口语中，称“妈妈”、“爸爸”自然亲切，而叫“母亲”、“父亲”则
生硬了些，但在庄重的文书中则应以后者为宜；再如自己的哥哥是教师，在课堂上应称老师，而到了
家里，则还是称哥哥为好。
另外，在一些特殊场合对特殊人的称呼，更需要仔细斟酌。
如曲啸有一次到监狱给犯人作报告时，觉得在此时此地称“犯人们”过于刺激。
称“朋友们”又不切实际，他经过一番思索，称他们为“触犯了国家法律的青年朋友们”，声到心到
，激起了这些特殊听众热烈的掌声。
　　(四)注意时代因素　　时代不同，称呼不同。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称呼尊卑分明。
而新时代新社会新风尚则剔除了这种陈腐的称呼。
仅以对“丈夫的配偶”称呼为例，以前称“贱内、糟糠、拙荆”，后来是“屋里人、做饭的、我女人
”，再后是“孩子他妈、老婆、妻子”，现在称“爱人、夫人”，反映出对妇女从贬低、强调工具性
到地位平等再到尊崇的社会心态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看出妇女地位的变化。
有些称呼带有旧时代的烙印，有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
比如“剃头的”、“伙夫”、“戏子”之类，都带有轻蔑的意味，应予淘汰。
对这些同志，应尊称为“理发员”(或“理发师傅”)、“炊事员”(或“厨师”)、“演员”(或“文艺
工作者”)等。
又如谦称自己为“小的”、“敝”、“仆”，尊称对方为“大人”、“足下”、“钧座”等，也因迂
腐而被淘汰了。
不过另一些称呼，如“小姐”、“阁下”、“陛下”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使用起来还是得体的。
比如在外交场合，称“陛下”和“阁下”就非常适合，表示了对对方身份的尊重。
　　(五)注意地域差别　　不同地域，对同一对象称呼可能不同，即使称呼相同，所指也可能不同。
比如南方许多方言把祖父称为“爹”。
把父亲称为“爷”，而在北方话中“爹”是“父亲”、“爷”是祖父。
《木兰诗》中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诗句，其中“阿爷”即是“父亲”，倒和有些南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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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土语繁多，即便是同一称呼，也可能因人们的居住地区不同而作不同程度的
理解。
比如，南方有的地区叫本地体魄健壮的男子为“侉子”。
并无不敬之意：但若将这一称呼移用于北方人。
就大有不敬之嫌了，因为北方人习惯于把“侉子”与“粗野”和“不文明”联系在一起。
　　又如，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农村)，称人为“大哥”是很朴实、亲切的；但在山东有的地
方，人们忌讳称之为“大哥”，而乐于被称为“二哥”。
所以到异乡异地去。
在不了解那里方言土语的情况下，还是以称“同志”较为稳妥、保险。
　　(六)注意感情色彩　　有些称呼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如“老模范”、“老党员”等，属
于尊称。
而叫人绰号，有时虽有亲昵感，但更多的往往带有轻蔑之意。
前者如，陈赓将军就乐于同志们称他“小调皮”，甚至在对敌斗争中当做代号使用。
可是有一些绰号带有贬义或讥讽的意思，比如：“老木瓜”(头脑迟钝者)、“铁公鸡”(吝啬者)等，
对方听了肯定会反感的。
更有甚者，以人的生理缺陷为绰号，更是对人格的侮辱了。
还有一些称呼有骂人的色彩，就更不可取了。
骂人是缺乏教养的表现。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热恋中的情人叫对方一声“小坏蛋”“死鬼”“缺德兽”等等。
还有一些老年人称晚辈为“小王八蛋”“小免羔子”等等，就不会让人理解成骂人，而会被对方理解
成为一种爱称，表达了亲切、喜爱的意思。
这是语言的种子在特殊的土壤里开出的特殊的花朵。
　　(七)注意主次先后　　在社会交往中，如果同时需要对不止一人进行称呼时，一般来说应有个顺
序，以先长后幼、先上后下，或先疏后亲为妥。
如，久别之后刚回到家里，看见在座的有多位亲属。
就应按这样的顺序去叫：“奶奶”、“爸爸”、“哥哥”⋯⋯而不宜倒置过来。
再如，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2月21日设宴招待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时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总统先
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这一系列称呼客气、周到而又出言有序。
　　(八)注意心理禁忌　　同样的称呼，有的人乐于接受，有的人却讳莫如深。
穿波踏浪的渔民，有的对“沉”这个字音很忌讳，假若他正好姓“陈”，而你又“老陈(老沉)”长“
老陈(老沉)”短地叫个没完，他会觉得不舒服；同样是三十岁的人，有的不在乎甚至乐意别人叫他“
老张”、“老李”，但若他正为找对象而犯愁，你这样当众称呼，他也许会显得很不情愿。
曹禺剧作《日出》中的顾八奶奶，惟恐别人说她“老”，不识相的福生。
偏偏当着她的面说：“⋯⋯怪不得她老人家听腻了，您想，她老人家脾气也是躁一点儿，再者⋯⋯”
没等说完，就惹得顾八奶奶火冒三丈，赶紧呵斥道：“去！
去！
去！
什么‘她老人家’、‘她老人家’的，我瞅见你就生气，谁叫你进来给我添病的。
”可见你的称呼若触到了对方的“心病”，就会引起对方的不快，影响交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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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好读的书 一部好用的书　　也许你读完《会说不难：50种社交场合的最佳说法》，就会从见
人就害羞、说话就哆嗦变得场场说话出彩，处处对答如流。
常常妙语连珠，时时脱口而秀。
　　1.一呼一唤总关情——称呼的说法　　2.嘘寒问暖好沟通——寒暄的说法　　3.你恭我敬两相亲—
—客套的说法　　4.蓬门今始为君开——访问的说法　　05.笑问客从何处来——迎客的说法　　6.多
情自古伤离别——道别的说法　　7.天下谁人不识君——介绍他人的说法　　8.解析姓名展个性——自
我介绍的说法　　9.相逢何必曾相识——初次交谈的说法　　10.隐私难堪君莫问——提问的说法　
　11.随机应变信如神——回答的说法　　12.山重水复疑无路——寻找话题的说法　　13.柳暗花明又
一村——转移话题的说法　　14.以子之矛攻子盾——反驳的说法　　15.举杯但愿人长久——祝福的说
法　　16.劝君更尽一杯酒——劝酒的说法　　17.敬酒不吃也风流——拒酒的说法　　18.崇人之德扬
人美——赞美的说法　　19.良药苦口利于病——批评的说法　　20.何必论恩自说功——谦虚的说法　
　21.有错就认真君子——道歉的说法　　22.风物长宜放眼量——安慰的说法　　23.我劝天公重抖擞
——鼓动的说法　　24.自我调侃缩心距——自嘲的说法　　25.亦庄亦谐藏机锋——讽刺的说法　
　26.春雨润物细无声——劝解的说法　　27.敢问路在何方——问路的说法　　28.请君助我一臂力—
—求助的说法　　29.爱你在心口好开——求爱的说法　　30.天生我材必有用——求职的说法　　31.
己所不欲巧说不——拒绝的说法　　32.大恩小恩皆言谢——答谢的说法　　33.片言干戈化玉帛——调
解的说法　　34.响鼓也须重锤敲——提醒的说法　　35.见缝插针针见血——插话的说法　　36.劝将
不如激将好——激将的说法　　37.不畏浮云遮望眼——解释申辩的说法　　38.天灾人祸婉相告——传
达不幸的说法　　39.君子失言妙语追——补救失言的说法　　40.凡事都向好处解——打圆场的说法　
　41.千里情缘一线牵——打电话的说法　　42.巧借闻雷来掩饰——找借口的说法　　43.编筐编篓重
收口——结束语的说法　　44.心有灵犀一点通——与异性交谈的说法　　45.丈夫未可轻年少——与年
少者交谈的说法　　46.老汉爱提当年勇——与年长者交谈的说法　　47.不卑不亢不惧怕——与名人交
谈的说法　　48.扬其自尊励其志——与自卑者交谈的说法　　49.橫眉冷对千夫指——与无礼者交谈的
说法　　50.不冷不热不伤人——与饶舌者交谈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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