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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话贯穿着人的一生，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
在生活中。
我们靠说话维系亲情、建立友情、追求爱情，生活因此变得丰富精彩，人生也由此而更加意味无穷；
在事业上，我们用说话强化和维护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工作领域，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
，使工作变得轻松愉快，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个人成长中，我们以说话获取知识、增加个人魅力
，不断壮大自己，不断追寻或提升自己的人生目标，塑造个体的理想形象。
但也正因为如此，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才会存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千差万别。
相类同的人，不同的说话能力，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久而久之，这种效果由量变到达质变，人生
的命运也就随之改变。
因此，有位口才专家曾经大胆断言道：“语言是人生命运的纽带。
”西方有位哲人也认为：“世间有一种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伟业，并获得世人的认识.那就是说话令
人喜悦的能力。
”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随着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人与人
之间关系和交往的密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说话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人的说话能力，常常被当做考察这个人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一个人的发展成功与否也往往由他
的说话能力所决定。
所以，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口才卓越的人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独特的优势。
他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因口才智慧的有效发挥，而充分施展着自己的才干，并给自己的事业注入最大
限度的成功因素。
美国口才教育专家戴尔·卡耐基说：“一个人的成功，15％取决于知识和技术，85％取决于沟通——
发表自己意见的能力和激发他人热忱的能力。
”而大文豪蒙田也说过：“语言是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的意愿和思想才能得到交流，它是我们灵
魂的解释者。
”因此，在现代生活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口才方面的知识和修养，并提出“知识就是财富，口才就是
资本”的新理念。
但很显然的是，学会说话容易，要说好话，说让别人爱听、真正表达自己并帮助自己的话却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尽管我们天天都在说话。
在生活中，我们与人交往聊天，或去办理某事，因说话的分寸、时机、言辞等，掌控得稍有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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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尔·卡耐基说：“假如你的口才好⋯⋯可以使人家喜欢你。
可以结交好的朋友，可以开辟前程，使你获得幸福。
譬如你是一个律师，它便吸引了一切诉讼的当事人；你是一个店主。
它帮助你吸引顾客。
”“有许多人。
因为他善于辞令，因此而擢升了职位⋯⋯有许多人因此而获得荣誉，获得了厚利。
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节，你的一生，有一大半的影响，由于说话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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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部 说话的学问第一章 会说话是一种资本人应该能言善语口才一词的来源孔子说话的讲究怎样才算
会说话说话必备的四种素质不做沉默的“智者”语言是人的力量的统帅天天说话不见得会说话你会说
话吗？
说话的声音第二章 塑造一个完美的说话形象改掉不良的说话习惯培养自己说话的风格第一印象如何把
握说话的节奏抑扬顿挫的妙用话要说在点子上话语中肯，言之有物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说话要朴素简
洁说话得体原则第三章 如何发挥说话的魅力形象化说话以情动人通俗的最高境界有动感才有魅力不要
光顾自己说话引人入胜六要素尊重也是一种征服获得好感的五种方法温暖的微笑虚心受人敬重第四章 
说话应遵循的礼仪规矩称呼得体寒喧得当如何做自我介绍介绍他人应注意的问题请客的艺术美丽的借
口谢谢道歉不仅仅是认错批评切忌没完没了赞美的方式第五章 怎样风趣幽默地说话善谈者必善幽默幽
默从哪里来幽默六法启人心智的笑幽默沟通心灵生活中的盐常见的五种幽默方式幽默并不是一种天赋
幽默应简约得当幽默得体原则第六章 此时无声胜有声用眼睛说话学会微笑如何运用首语如何穿着打扮
给别人一个好印象手势语的运用握手的学问仪表，最好的名片体姿三种体态语运用原则第七章 说，还
是不说做一个会听话的人沉默之后有话好好说话不能说绝含蓄的力量正话反说怎样选择话题一言可以
得人心多言无益难题巧答法第八章 说话中的修辞比喻象征夸张比拟借代对照引用排比双关反问第九章
如何把握说话的分寸说话说到位怎样才算有分寸赞美也有尺度怎样说好奉承话得寸进尺的策略如何把
握说话的火候恰当的称呼怎样处理尴尬不开过头的玩笑切莫自以为是第十章 日常说话的误区沉默是金
随声附和板着面孔说话我这人是个直脾气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无谓争论长话不会短说不懂装懂忠言逆
耳不拘小节中部说话的艺术第十一章 打造说话高手的绝技积累说话的素材培养说话的心理素质学会调
节自己说话第一要素开弓没有回头箭大珠小珠落玉盘良药可以不苦口开始话题的几种方式说话要有力
度说话高手秘诀第十二章 社交中的说话技巧人际交往的“黄金法则”说话要注意方法学会察言观色如
何自我辩解如何赞美人怎样知己知彼投其所好的妙处如何拜访别人待客之道化干戈为玉帛⋯⋯第十三
章 求职口才第十四章 办事高手说话术第十五章 情爱中的艺术第十六章 话随境迁的艺术第十七章 应急
语言攻略第十八章 交谈的艺术第十九章 说服的艺术第二十章 说“不”的艺术下部 说话的力量第二下
一章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第二十二章 推销场上的铁齿铜牙第二十三章 谈判桌上的双赢法则第二十
四章 领导口才第二十五章 绝对主持第二十六章 创造行业口才的奇迹］第二十七章 当众讲话的魅力第
二十八章 演讲第二十九章 演讲的类型第三十章 精彩演讲实录第三十一章 卓越口才完全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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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应该能言善语语言是随着人类的出现为满足表达和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工具性和符
号性，其初始形成就是说话。
对于说话，古今中外的远见卓识者历来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一言可以兴邦。
一言可以丧邦”“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等古语。
把国之兴亡与舌辩的力量紧密联系起来，借“九鼎之宝”“百万之师”强喻说话的力量，充分揭示了
说话的巨大的社会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人把“舌头”、原子弹和金钱称为获胜的三大战略武器，进入21世纪又把
“舌头”、金钱和电脑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三大战略武器。
这个比喻虽有牵强之嫌，但也不无道理，起码代表了两个时代的主要特点，而在这两个比喻中，“舌
头”（即口才）能独冠于三大战略武器之首，可见口才的价值非同小可。
因此，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应清醒地认识到口才的重要性，进而更好地掌握口才这个随身携带、行之
有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奇武器。
口才，简言之就是说话的才能，是一个人素养、能力和智慧的全面而综合的反映，而人之所以被称为
万物之灵，是因为人与其他动物有一个最特殊和明显区别，那就是人能说话，并能以语言符号作为交
流思想、感情的工具。
高尔基在散文《人》中歌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眼睛里闪耀着大无畏的思想的光辉，雄伟的力的光辉
。
这力量能在人们疲惫颓唐的时刻创造神灵，又能在人们精神振奋的时刻把神灵推翻”。
人“根据自身的经验创造科学，每走一步都要把人生装点得更加美好，就像太阳那样慷慨地用它的光
芒把大地普照——不停地运动，不断向上，迈步向前”。
这里歌颂的“人”，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是经过抽象的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人。
是人类智能和勇气的化身。
而使其化身于有形，并形成真正力量的因素之就是语言。
《论语·里仁》中讲：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到了今天，这种旧的道德规范就不能不受到质疑和重新审视。
“敏于行”当然无可厚非，只要这种行有利于国家和大众，有利于别人和自身的进步。
可是，“讷于言”却与现代社会人与人交往的需要明显地不相适应。
良好的口才，不仅是宣传鼓动的需要，还是传授知识、增进人际关系的需要。
能言善语，让世界多一些优秀的口才和妙语带来的笑声、赞叹声有什么不好呢？
曾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创建的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谈到，《实话实说》要找到合适的“
侃爷”真的不容易。
多数人讲话刻板、干巴、模式化、冗长、没有风趣，甚至在学历高的人群中这种现象更突出。
“我几乎可以断定，口语表达能力不足是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集中在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上，普遍轻视口语表达能力的锻炼。
而在现实生活中。
谋职、合作、讨论、请示汇报、讲课、谈判、争论、吵架，以至打官司，都毫不例外地依赖于口语表
达。
”美国著名教育专家卡耐基非常强调口才的重要性。
他说：“假如你的口才好⋯⋯可以使人家喜欢你，可以结交好的朋友，可以开辟前程。
使你获得满意的结果。
譬如你是一个律师，你的口才便吸引了一切诉讼的当事人；你是一个店主，你的口才帮助你吸引顾客
。
”“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善于辞令，因此而擢升了职位⋯⋯有许多人因此而获得荣誉，获得了厚利。
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节，你的一生，有一大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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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说话艺术。
”所以，人不能仅仅满足于用口说话，而要善于说话，真正能言善语，生活会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口才一词的来源口才是一个人智慧的反映，是影响一个人事业成功、人际和睦、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
，是一种可随身携带永不过时的基本能力。
口才活动离不开知觉、观察、记忆、思维、想像等心理活动的基本形式。
一个人的气质、性格、能力等个性心理特征直接决定了其口才的高低、风格，甚至是社会价值。
“口才”一词，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已有所见。
据孔丘门人所撰《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称：“宰予，字子我，鲁人，有口才著称。
”正如古时也有将“人才”写为“口材”，“口才”抑或写为“人材”。
如宋王明清《挥尘后录（十）》有载：“周望，字仲弼，蔡州人，有口材，好谈兵。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语言表达能力的传统，并已充分认识到口头表达在安邦定国、社会交际中
的作用。
如我们常说的“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便典出刘勰的《文心雕龙
·论说》。
清朝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叶燮曾提出，“才、胆、识、力”是人才成长的重要因素。
这里的“才”，其一就是“口才”；这里的“胆”，更是在强调人在社会交往中敢于说话、在大庭广
众前敢于演讲的“胆”。
时代进入21世纪，人们对口才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没有良好的口才，已作为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基本标准之一。
从一个人的口才上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综合实力，口才几乎在每一个人的命运里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
口才好。
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我们拿面试来说，现在国内外大小公司，已把面试作为人才招聘的必要途径，其中有大多行业尤其看
重口试。
在这种情况下，“口才”这门课程在许多高校已经属于必修课，即使设为选修课，选修的人也很多。
因为。
现在高校一般不包毕业分配，绝大多数学生根据人才市场需要来寻找职业，在最后一学年，也就是说
在学习尚未完成、毕业论文尚未启动或刚启动的时候，他们已首先通过口才叩击着求职的大门，学生
们越来越感到口才的重要性：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并热衷于口才修炼和培养，口才学作为一门新兴学
科一跃成为当今世界十分走俏的一门学问，而它的前身，或者另外一种形式或分支——演讲学，则是
一门更古老的学问。
中世纪前的中国、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印度等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国，演讲已成
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中国，演讲这一形式在先秦的古代社会已广泛盛行。
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汇编《尚书》里面就记载了盘庚“动员民众迁都”的演说。
这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一篇有文字记载的演说，也是世界演讲史上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演说稿。
此演说稿分上、中、下三篇。
中篇为迁都前的演说，上篇、下篇为迁都后的演说。
其中以中篇最为精彩，它无论在构思立意、遣词造句上，还是逻辑思维的演绎、归纳和情感的发挥上
，都相当成熟，真切感人。
《尚书》中还有《甘誓》、《汤誓》、《牧誓》等好几篇演讲辞。
其中《甘誓》是公元前21世纪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这个地方的战前动员，文字虽简短，却义正词
严、气势恢弘。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大变动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及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
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加上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士”这种阶层的出现。
再加王权发生动摇，人们对“天”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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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学悄然兴起，促进了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
而其传播的主要途径无一不是通过学者的辩论和对学生的口授。
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名家的惠施、公孙龙等，都纷
纷表述自己对治理天下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对社会大众进行游说，形成了“百家争鸣”、游说风气极
盛的时代。
这也是我国古代演讲学、口才学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孔子说话的讲究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伦理学家，儒家学派创
始人。
他的思想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我国的政治、教育、伦理、文化以及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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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人的眼睛是现在的他，一个人的嘴巴是将来的他。
　　——高尔斯华绥不和男人交际的女人渐渐变得憔悴，不和女人交际的男人渐渐变得迟钝。
　　——契诃夫哪一天我们对语言着了魔，那才算是进了大门，以后才有可能登堂人室，成为语言方
面的富翁。
　　——曾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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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演讲与口才:知识大全集(超值金版)》为知识大全集，当众讲话的艺术与表达沟通的宝典。
好口才是人生是丰厚的交际礼物，是一个随身携带永不过时的基本能力。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演讲与口才知识大全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