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听如何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如何听如何说>>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7004

10位ISBN编号：7100057000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莫提默·J.艾德勒

页数：272

译者：吕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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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听如何说>>

前言

　　第一章 学校里不曾传授的技巧 1 你知道如何才能与他人沟通吗？
而对方又是怎样回应你的呢？
 哭泣、脸部表情、手势，或者其他肢体信号，有时候这些就足够了。
 可是，说到底，语言才是最常用到的办法——表达的一方靠了说和写，接 收的一方是靠了听和读。
 语言的这四种功用，形成两对平行组合：读和写是一组；相应地，听 和说是一组。
显而易见，每一对中的双方是互补关系。
要是没有人读，写 下的文章就一无用处；而要是没人听你说话，那你说来说去岂不成了对牛 弹琴？
 所有人都得承认，总是有些人要比别人更会写；不管是天生如此，还 是后天训练得来，又或者是两
者兼而有之。
总之，这些人写起来就是比别 人略胜一筹。
可是，就算是再会写的人，如果碰上个不会读的人，那么也 是枉然。
我们都明白，读的能力要靠后天训练；我们也都同意，有些人就 是要比别人更会读。
 听和说的道理与此相同。
也许有些人天生禀赋过人，就是比别人更擅 长于口头表达；不过，要想使这种天赋得到充分发挥，就
必须要得到后天 训练。
同样，要想在听的方面有过人本领，要么靠天分，要么必得靠后天 训练才能获得。
 这四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中所 必不可少的，而要想把这种交
流的过程进行得顺畅，就需要全面培养好这 四种能力，缺一不可。
那么，你上学的时候，老师到底教过你其中的哪几 种能力呢？
现在，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又学过几种呢？
 你也许毫不迟疑就能给出答案：老师教过你如何读和写；同样，你的 孩子们也在学习如何读和写。
你会马上又补充一句：虽然学校中提供的这 些训练远不能尽如人意，但是至少在小学里，对读和写的
相应指导还是有 的。
 对写的指导甚至还持续到基础教育阶段以上：一直到高中，甚至到大 学一二年级，还会有写作方面
的课程。
可是，对读的指导，则基本上随着 小学阶段的结束也停止了。
当然，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小学阶段所学到的 那些读的能力，是根本不够的，是远远达不到深入理解
优秀著作所需要的 阅读水平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四十年前就写了《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样 的书，目的就是为了给提高阅读能力，提
供一些初级水平以上的指导—— 也就是开设一门在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都学不到的课程。
 而对说的指导又是怎样呢？
我想，根本没有人记得，在小学里接受读 、写训练的同时，也接受过说的训练。
也许有些高中和大学里会开设所谓 的“公共演说课”，也会设置一些课程，以帮助那些有话语障碍的
人；但 是，一般来说，根本就没有关于一般说话技巧的课程。
 听的情况又如何呢？
世界上有哪个人接受过听的训练吗？
大家都以为 ，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不需要任何训练；这样的看法是多么可笑呵 。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教育体制中，开设过帮助人改进听力的课程——也 就是最低限度的、听懂别人说
话的水平，使人际交流的循环能平衡往复； 这样的状况又是多么令人可叹呀！
 造成这种既可笑、又可叹状况的原因是，听和说这两样没人传授的技 巧，其实要比读和写更难学、
也更难教。
我完全了解情况为何如此，并马 上会为您揭晓答案。
 常听到的是，很多人会义愤填膺地抱怨，中学甚至大学毕业生所达到 的读、写水平实在是惨不忍睹
，却很少听到有人抱怨这些学生的听、说水 平。
然而，不论这些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的读、写水平如何差，他们的说 的水平还要比这差得多，而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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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则是最差了。
 2 在谷滕堡发明印刷机以前的遥远年代里，听和说在一个人一生的教育 中，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读和
写。
必得如此，因为那时还没有印刷品，手 抄本的书籍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见得到，而这一小部分人都受过
某种形式的 教育——有些是私塾，有些是古式学堂，也有些是中世纪的大学——他们 都必得靠着对
老师讲的话洗耳恭听，才学得到知识。
 在中世纪的大学里，老师也被称作是“讲师·，但是，与今日所用的“ 讲师”这个词，意义却大不
相同。
那时的课堂里，只有老师才拥有一部课 本的手抄本，其中记录着要向学生传授的一切知识和理解。
从“讲座”这 个词的词源可以得知，讲课的形式包括大声朗读一篇课文，同时，还伴有 对所念课文
的滔滔不绝的讲评。
不管学生能够学多、学少，他们的一切所 学，都是靠听来的；因此，他们听得越仔细，也就会学得更
多。
 在牛津、剑桥、巴黎、帕都瓦和科隆的那些中世纪的著名大学里，基 础教育必定包括对一些技艺和
技巧方面的训练，也即古人所谓“文科七艺 ”。
这些技艺一方面包括语言运用中的各种技巧，另一方面则包括算术运 算，以及符号运用的各种方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都认为——而中世纪的那些大学对这两位 哲人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
语法、修辞和逻辑这类科目，是学好语言、 有效运用听、说、读、写的基础；而算术、几何、音乐和
天文这类课程， 则是学会丈量、统计和估价的基础。
 以上这七种文科科目，就是中世纪大学生在获得本科学士学位以前， 一定要通过的课程。
“学士”这个字眼儿，根本和“未成家的男人、对婚 姻大事一窍不通的愣头青·这层意思无关，而是
代表这些人已经得到了充分 的启蒙，能够从此踏人知识的殿堂，继续完成大学高年级的学业，进修法
律、医学或者神学方面的课程了。
 这样看来，在古代，学士学位只是一纸“开窍”证书，只是一张通往 高深知识殿堂的通行证而已。
它不但根本代表不了，学位的持有者已经是 学业有成，而且也只是能证明，学位持有者算是具备了一
定的学习能力， 学会了_些学习技巧——使用语言的技巧，以及使用其他符号的技巧。
 今天，也有不少人张口闭口就喜欢谈论“文科七艺”或者“文科教育 ”，可是，却对其在古代及中
世纪教育体制中的基础教育阶段所含的内容 和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文科教育的传 统早已经从学习的过程中，彻
底消失了。
 要是有谁翻开美国18世纪教学机构中的教学大纲看一看的话，就会发 现，其中还包括语法、修辞和逻
辑诸科目，因为这些在当时，仍然被视为 语言运用中的技巧——即使不包括听，也仍然包括了说、读
、写。
 可是，等到了19世纪末叶，却只剩语法课还保留了下来，修辞和逻辑 课则不再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
了；而到了20世纪，就连语法课也慢慢地 销声匿迹了，现在，则只剩下了一些残余遗迹而已。
 现在，基础教育中的文科教育早已被单一的英文课所取代。
小学里的 阅读课、小学和高中里的写作课，都是由那些英文老师来教的。
很可惜的 是，更高一级的写作课，大多都炫耀自己是属于“专业作家创作学习班” 性质的课程，而
不是以传递思想——观点、知识或者理解——为目的的一 般性写作课。
也有些学生上过一些公共演说课，但是，这却远远够不上培 养出众口才所需的全面技巧。
而正如我前面已指出的那样，根本没有谁接 受过听的训练。
 3 有些爱发牢骚的人说，我们现在中学、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读、写 水平实在是太差了。
殊不知，这些发牢骚的人错误地以为，只要改掉了这 些不足，就会万事大吉了。
他们以为，一个人只要读、写合格了，那么， 自然就会听、说合格了。
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理由很简单：听、说是与读、写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这种不同的 性质造成的是，学好听、说，比学好读、写，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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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容我将理 由一一道来。
 表面上看来，听、说是与读、写完全平行的。
两组词都涉及语言的运 用，涉及一人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另一人，以及另一人对此作出回应。
同 样的一个意思，假如一个人能写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就不能同样说得干脆 利落呢？
假如一个人能读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不听得糊里糊涂 呢？
 这其中的症结正在于，口头交流具有流动性与流畅性。
我们总是可以 重温读过的东西，再读第二遍，以达到彻底的理解。
阅读理解是可以无休 止地改进提高的，只要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就行了。
我在日常读名著时，就 是这么做的。
 写作的时候，我们也总能修改、完善已经落笔的草稿。
作家可以做到 的是，只要他对作品尚不十分满意，他就可以暂时不发表自己的作品。
我 在写书或者写其他文章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无论是读、还是写，其关键要了解的技巧，是关于读、写的提高，而 在听、说的过程里，却无所谓
提高的问题，因为听、说是像表演艺术那样 稍纵即逝、捉摸不定的。
读、写却并非如此，而是更像绘画和雕塑的艺术 那样，具有永久性。
 设想一下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表演形式：演戏、跳芭蕾舞、吹、拉、弹 、唱，或者指挥乐队。
所有这些形式均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旦一 场演出结束了，它就无法改动了。
虽然艺术家完全可以在下一场演出中有 所改进，但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其表演则是一锤定音。
当大幕缓缓落下 时，一切就结束了——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听、说的情形与此完全相同。
说出的话总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不能像写下的文章那样，可以改了又改。
与写不同，正在说的话是无法 补救的。
一边说、又一边收回自己的话，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造成更大的 困惑，还不如不改口呢。
 当然，事先准备好稿子的演讲，在向人宣读之前，是可以改的；那时 ，演讲稿还只是一篇文章而已
。
而即兴演说或者临场发言则不在此列。
 也许，在下一场演说时，我们可以比上一场发挥得更好，可是，在演 讲的那一刻，我们发挥到哪个
地步，就是哪个地步了。
同样，也无法临场 改变听的效果；当时听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作家还可以期望着，自己的读者会花很多时间去理解自己书中的观点 ，可是，说话的人则无法抱这
样的希望了。
他必须精心设计自己要说的话 ，使别人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就能最大限度地理解自己的想法。
而听和 说的时间是相等的：两者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读和写，却都没有时间的 限制。
 4 正因为听、说与读、写这两组概念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所以，我在 出版了《如何阅读一本书》之
后，并没有立刻再写一部教人如何去听的姊 妹篇。
这一等就是四十年；现在，实在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已经越来越深 切地感到，人们在听这方面的缺陷
，是多么普遍和常见。
 往往，每当人们在提到改进读的同时，势必要同时谈到如何改进写。
 这也正是我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的做法；当然，其中更有一个原因， 即，我书中主要谈的，是
如何读那些最优秀的名家名著，而这些名著自然 都是文采飞扬的。
 可是，当我们由写转向口头表述时，情况就不同了。
读和写可以是分 开来教的；我们在学校里就是分别上阅读课和写作课。
在听、说上则做不 到这一点，首先，就因为最常见、最重要的听、说方式是谈话或对话，这 些都是
同时包括说话者和听者的双向活动。
 那种不受干扰的演说还是可以单独教的，因为这种表演技巧不需要听 的技巧，就可以获得。
同样，不出声的听也是可以单独教的，因为它不需 要说的训练，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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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想掌握对话技巧——即谈话或者讨论 中的技巧，那么，就必须要同时学习如何听、如何说了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听如何说>>

内容概要

20世纪40年代，莫提默.J.艾德勒完成了其经典名著《如何阅读一本书》。
此书一经问世，立刻洛阳纸贵，成为畅销书，迄今为止，其全球销售量已超过七百万册。
后来，艾德勒先生又为我们献上了其姊妹篇《如何听如何说》，读者将会发现，这本书与《如何阅读
一本书》一样，思想深刻，引人入胜。
在本书中，艾德勒以很精短的篇幅，讲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与人交往的技巧；再加上机智、诙谐的语
言，使得本书既富教育性，又具实用性，必定会令每一位读者受益良多：无论你是商业会谈和谈判桌
上的商人和管理人士，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你是大学教师还是中学老师，甚至对那些渴望增进交流质
量的家庭来说，《如何听如何说》都是一个有益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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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提默·J.艾德苗（1902-2001）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
除了写作《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并担任1974年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
书》的编辑指导而闻名于世。
另外，他还曾任大观念研究中心的名誉主席，是该中心的最初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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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就召集成立了一个 世界宪章起草委员会。
在这个委员会中，有两位性格迥异的名人——一位 是芝加哥大学意大利文学教授兼著名诗人朱塞佩·
安东尼奥·博尔杰塞， 另一位是端庄稳重、慢条斯理的哈佛法学院院长詹姆斯·兰迪斯。
 有一次开会我也在场，博尔杰塞教授向众人侃侃而谈，谈着他最关心 的一个话题。
渐人佳境之后，他的声调变得铿锵起伏，双眼放光，越讲越 有文采，既富于激情，又充满诗情画意，
一下子把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打 动了——当然，只有一个人例外。
在演说结束后的一片肃静中，兰迪斯院 长冷冷地盯着博尔杰塞，低声地说：“简直是哗众取宠，一派
胡言！
少来 这一套！
”博尔杰塞也气愤极了，冷冷地用手指对着兰迪斯指点着说：“ 下次你再说这句话时，给我们笑一个
，行不行？
” 兰迪斯院长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到底想说什么呢？
 他当然不是说博尔杰塞的发言在文法、逻辑上狗屁不通，除了华丽夸 张的噱头以外，一无所，虽说
英语语并不是博尔杰塞教授的母语，可是， 他却是位精通英语的大家。
我曾经多次与他交锋，完全可以证明，他有着 超常的逻辑分析能力和中肯的思辨力。
他特别擅长运用语言，句子总是形 象生动、妙趣横生、急缓有节、掷地有声，令人如痴如醉、心领神
会。
 总之，他有一副出色的口才；相比之下，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发言虽然 也同样字斟句酌、有理有据，
却总是赶不上。
为什么兰迪斯院长要如此反 对意大利同行的这种演说风格呢？
这样的风格有何不妥之处吗？
也许，他 是故意克制自己，不要像博尔杰塞教授那样说得过于天花乱坠；不过，他 们二人迥异的气
质与风格并不证明，他认为博尔杰塞“哗众取宠”的看法 就是对的。
 其实，兰迪斯院长对博尔杰塞教授的不满之处，并不在于博尔杰塞的 发言纯粹是噱头，而在于他使
用的那些过于华丽的词藻，实在有些不合时 宜，小题大做，故弄玄虚。
 博尔杰塞当时发言的情形是，他并不是站在宣讲台上，也没有台下座 无虚席的陌生听众，等着对他
一呼百应。
当时，他只是和同行们一起围坐 在桌子旁，共同讨论着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题。
那天讨论的目的，是 全面审视各种各样相关的事实，并且斟酌正、反两边方方面面的轻重缓急 。
 兰迪斯教授认为，对待这种讨论，必须靠冷静严谨的分析，要紧紧扣 住切中要害的实质问题，并且
要避免一切无关紧要的题外话，否则，只会 造成讨论在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而却没有实际的进展
。
因此，他才会 不客气地对博尔杰塞说：“别废话连篇了。
” 说它是废话，是因为它在这一个特定场合显得有些过分呢？
还是说它 根本就多余呢？
肯定不是后一种情况，否则，岂不成了说话只求文法、逻 辑正确，而不求效果了吗？
只顾文法、逻辑而不顾效果的发言，肯定是行 不通的，因为一个人之所以讲话，总是期望引起听众的
兴趣，期望听众能 真正理解你的意图。
 文法、逻辑与修辞，是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三种艺术手段。
如 果只是写下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把它作为供将来参照的私人记录的话， 那么，有前两种就够用
了。
通常，单是自言自语，或者是给自己留下书面 笔记，是不需要修辞方面的技巧的，因为根本用不着打
动自己，用不着自 己对自己说“我的思想很重要，该引起重视”；或者“我的感情很实在， 该引起
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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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我们真需要说服自己是走对了路，那么，在自 言自语或者作笔记中，如果只有文法和逻辑
性，也是不够的；我们也还要 再做点什么，以赢得自己对所作出的结论的信心，以及对所投人情感的
信 心。
俗语说，我们得“让自己心动”。
这就需要修辞。
 尽管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很难得会用到修辞，可是，在对别人说话的 时候，却很难离得开它。
原因很明白：我们不但总是要说服别人听得进我 们的话，而且还要让别人同意我们的话，并且能积极
响应我们，对我们心 领神会。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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