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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越是与我们天天相伴的东西越容易被忽略，越是经常被忽略的东西却越重要。
一如说话。
很多人都以为说话容易，因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文明人还是野蛮人，人人都要说话。
但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办事不顺、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究根溯源，很多时候就
是因为说话方面的问题造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本领极高，可以翻江倒海，可以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就因为不会说话，或者
只会说让人感到刺耳的话，结果总是让自己活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
他们没有安宁的生活，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成功的事业，甚至连一个幸福的家庭都没有。
相反，有些人本领一般，但就是有一张好嘴，说出的话人人都觉得顺耳，结果处处受人欢迎、得人拥
护、博人尊敬，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
可见，一个人会不会说话，说出的话是刺耳还是顺耳，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同样是一句话，说得好，可以说得人笑；说得不好，可以说得人跳；一句话可以化敌为友，冰释前嫌
，化干戈为玉帛；一句话也可以变友为敌，引发一场争论甚至导致一场战争。
俗话说，顺着好吃，横着难咽。
人人都喜欢听顺耳的话，不喜欢听刺耳的话，这是人之常情。
不管你对这一现象有多么看不惯，人总是要生活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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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有针对性地就“怎样说话顺耳话”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
时也展望全球，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人际关系学和心理学理论，并以生动的例子深入浅出地进行阐释
，使人读后能学，学后能用。
读过此书后，可以让渴望成功的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更多的朋友、更足的助力、更好的发展、更
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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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说话彬彬有礼才受人欢迎1. 说话时一定要把礼放在前面：每一个人都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
态度，即使是个无礼的人，他也不喜欢别人对他没有礼貌。
礼，代表尊敬、尊重、亲切、体谅等意义，同时也表现出个人修养。
所以，我们在说话时，一定要把礼放在前面。
有些人认为，礼貌只是社交上的一种手段，并没有其他价值。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心理学家指出，“自尊是维持心理平衡的要素。
”每个人要维持心理的平衡和健康，都希望能处处受人尊重，这样才能进一步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
所以，礼节，绝不是规章条文，也不是虚假问候，而是尊重别人的体现，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可以说，说话没有礼貌的人是举步维艰的。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五里”和“无礼”》的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向一位老农问路，可他一
点也没有礼貌。
于是，老人说：“无礼”。
那个年轻人误以为是“五里”路。
于是就快马加鞭地赶路，可他跑了十多里路了，仍不见人烟。
终于，他醒悟过来，往回走。
有礼貌地再次问路，结果解决了问题。
礼是一个人的形象和名片。
俗话说“礼多人不怪”。
礼不仅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和人品，还能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
如果你能适当地做到“多礼”，你说的话自然就让人备感顺耳，最终也必然受到别人的尊敬和欢迎。
学者陈先生是以“多礼”出名的人，他见人必先招呼，招呼必先微笑，对朋友如此，对学生也是如此
，说话轻柔而和气，笑容可掬。
你如果到他家或办公室里，请他写字，他虽写得一手很好的书法，还是十分谦虚，请你坐下来谈，你
如不坐，他也始终站着。
无论是谁，一与陈先生相交，便如饮醇醴无不心醉，所以他的人缘特别好，凡是他的学生，一见他来
，皆让立一旁等他过。
这不是怕他，而是敬他，敬他完全由于他的多礼。
人际交往中，促使人与人之间相处圆满的最好方法就是“有礼”。
对别人有礼有节，别人也同样会以礼节来回报你。
彬彬有礼的形象，不但能让你获得对方的尊重，有时还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
一个年轻人在下雨天赶到一家公司面试，进门前，他尽力将雨伞上的水弄干，又在门口的脚垫上仔细
地擦了擦脚底的泥水，进门后他把雨伞轻轻倚在门口的墙上，然后微笑着向面试官问好。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问答后，年轻人起身告辞，并为自己在雨天来访所带来的麻烦表示道歉。
这次招聘一共对七十多人进行了面试，他们中有不少人的条件很不错，有的有大企业工作经验、有的
有学校的推荐信，但最后录取的却是那位条件并不出众的年轻人。
助手不解地问主管：“那个年轻人既缺少经验，又没有学校的推荐信，为什么偏偏录取他呢？
”主管笑了：“谁说他没有推荐信，他的礼貌就是最好的推荐信！
”年轻人有礼的言行，使他在七十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受到了考官的青睐，可见礼貌对人的影响
之大。
这不是空洞的说教，是现实。
这些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去认真学习怎样做到彬彬有礼。
没有人生下来就懂礼，但学习礼节也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们基于尊重别人的心理，平常多留心人们
交往时的各种言行，是不难做到的。
一旦你成为一个具有优雅风度的人，你就能让自己说出的话更顺耳，从而与别人和谐相处，受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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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欢。
2. 即使对熟人也应当恪守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我们都什么关系了，还跟
我这么客气！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你再这么客气我就生气了！
”等等。
事实上，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话。
因为现实中由于不客气使朋友反目、夫妻分手的事比比皆是，却很少有因为客气使本来关系亲密的人
发生矛盾的。
俗话说：人熟礼不熟。
这就是说，即使是对熟人，也应当尊重对方，做到恪守礼仪。
两个人即使关系再好，也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个体，彼此之间还是要互相尊重的好。
亲密的关系，不应该是粗鲁的、无礼的。
在理解和尊重之中，感情才会稳定长久。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美国人为了做好一笔生意，事先订下了一个自认为绝妙的计策，那就是一个人
先出面谈价钱，订得价格要高出几倍，谈判进入僵局以后，另一人再出面调停，并指责第一个人的贪
婪和无知，借机获取良好的顾客印象，最后做成买卖。
事情正像他们估计的一样发展，谈判很快进入了僵局，谈判对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向第一个人说：
“不，先生，您的开价让我难以置信，如果您不是开玩笑的话。
”第二个美国人马上出场了，他大声指责他的同伴蠢笨无知，还不如乡下的一头驴子，只知道贪婪地
张着没有牙齿的嘴。
他的大声喊叫引来了周围许多人的注意，这时他的同伴忘记了在演戏，愤怒地站起来给了他一拳，并
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以后还要在这里应酬吗？
”聪明的谈判对手看出了端倪。
计策宣告失败。
你觉得这两个美国人愚蠢吗？
其实生活中很多人也都犯过这类错误。
以为关系亲密便完全忘记了应当恪守的礼仪，随便在人前指责对方，无礼地指挥对方⋯⋯亲密关系的
存续是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容不得半点强求、干涉和控制。
彼此之间情趣相投，脾气对味则合、则交；反之，则离、则绝。
人与人之间再熟悉、再亲密，也不能随便过头，不讲礼仪，这样，默契和平衡将被打破，亲密关系将
不复存在。
正所谓礼多人不怪，再熟悉的朋友也要讲究礼仪。
如果因为太过熟悉而放肆的话，你早晚会失去这段感情。
因此，对任何熟人都要客气一些。
另外，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我们不可过于随便，侵入对方的禁区，否则就容易引起
隔阂、冲突。
譬如，不问对方是否空闲、愿意与否，任意支配或占用对方已有安排的宝贵时间，一坐下来就“屁股
沉”，全然没有意识到对方的难处与不便；一意追问对方深藏心底不愿启齿的秘密，一味探听对方秘
而不宣的私事；忘记了“人亲财不亲”的古训，把感情一体等同于经济一体，花钱不计你我，用物不
分彼此。
凡此种种，都是不尊重，侵犯、干涉他人的表现。
偶而疏忽，可以理解，可以宽容，可以忍受。
长此以往，必生间隙，导致对方的疏远或厌恶，感情的淡漠和恶化。
因此，即使是亲朋好友甚至老夫老妻之间也应该讲究礼仪，适当“客气”。
3. 主动打招呼而不是被动等待打招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礼节之一，一声小小的招呼，能拉近
双方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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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当有人主动向你打招呼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挺高兴？
因为你感到了对方对你的尊重和关怀。
同样的，当你主动与别人打招呼时，对方也会有相似的感受。
因此，如果你想与别人的关系更融洽，让自己更受欢迎，就要主动和别人打招呼，而不是被动等待。
招呼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它的意义只在于说话本身而不在于说的是什么话。
美国人的“嗨”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只是一个声音而没有含义。
我国传统的招呼语除了吃的话题外，常用的还有天气如何、工作忙否、身体状况之类。
比如甲乙见了面，甲：“今儿天气不错！
”乙：“可不是，天气挺好！
”然后各奔东西；或者甲：“最近忙吧？
”乙：“还可以，凑合吧！
”或者甲：“近来身体可好？
”乙：“还行，没病没灾的。
”实际上，在打招呼时人们不是想谈吃饭、谈天气、谈工作、谈身体，只要是说了话，便已达到目的
。
什么目的呢？
礼节的目的，表明承认对方的存在。
打招呼并不难，难的是恰到好处，大方得体。
这还真有点学问，总的来说，在向别人打招呼时，我们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1）采取积极姿态。
双方见面，不管彼此年龄、地位有何差距，一般应先主动与对方打招呼。
如果你是长辈，会显得和蔼可亲；如果你是晚辈，则会显得非常懂事；如果你是领导，能表现出上级
对下级的热情关怀，也是领导者优良作风的表现。
（2）因时而异。
以一日早午晚为例，随时间的变化，打招呼也应巧妙而自然变化。
早晨，用“您早”、 “您好”；中午，用“您好”、“午睡了吗”；晚上，用“晚上好”、“下班了
”等等。
（3）因地而异。
打招呼也要分场所。
在公共场所，如大街上、公园、餐馆、商店等遇到熟人，自然可以和熟人大声打招呼，但也不要故作
惊喜，大惊小怪。
如在开会、看电影、观看文艺演出、听音乐会时，你就不可大声了，这时微笑着招招手、点点头即可
。
（4）留心照顾周到。
如果打招呼的对象不止一个人，就要做到面面俱到。
遇到多人时，不能只顾及其中一两个人，而把其他人撇在一边。
如果一走而过，可把“你好”改为“你们好”；如果停下来攀谈几句，经过介绍，也要热情问候，说
些“认识你们很高兴”之类话，见有人领着或抱着小孩，也要问问孩子年龄或夸上几句。
（5）注意灵活变通。
要根据对象的亲疏、生熟，变化打招呼的言语；要视自己的闲忙决定寒暄时间的长短。
根据场合不同，选用不同寒喧语，感情也不同。
如在市场上相遇可以说：“你也来买菜”；如在阅览室相遇可小声说：“你来了”。
如果在不宜于按照常规打招呼的场合，或使人无法应答和难于应答的场合，比如，在厕所相遇，不说
什么实际的内容，或点头以示看见了，或“噢，刘主任”，“喔，陈师傅”支吾过去即可。
这种含混其词的打招呼既绕开了“你从厕所出来了”，又避免了“你吃过了”的难堪。
另外，遇到晦气、伤心或让人难堪的事，与当事人打招呼，应机敏地岔开正题，绕开当事人倒霉的事
，谈些无关的话，同样是一种获得和谐气氛的好的招呼语。
总之，打招呼要主动，还要注意时间、地点、场合，不同的情况说不同的话；要注意尊重别人，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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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人家的缺陷开玩笑；打招呼的语言要简明易懂，不要使用可能产生歧义的话语，如：“您要是走了
，那怎么办？
”还要注意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不可没大没小，信口乱说。
4. 用得体的称呼使对方感到亲切对于一个人的称呼，似乎是件极简单的事，但实际上，称呼语是交际
语言的先锋队，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以后交往的顺利与否，成功与否。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称呼礼貌得体的人会产生好感。
得体的称呼，可使对方感到亲切，交往便有了基础。
称呼不得体，往往会引起对方的不快甚至恼怒，双方陷入尴尬境地，致使交往梗阻甚至中断。
因此，与人说话时，千万别忘了用上得体的称呼。
那么，怎样称呼才算得体呢？
（1）考虑对方的年龄。
见到长者，一定要呼尊称，特别是当你有求于人的时候，比如：“老爷爷”、“老奶奶”、‘大叔”
、“大娘”、“老先生”、“老师傅”、“您老”等，不能随便喊：“喂”、“嗨”、“老头儿”、
“放牛的”、“干活的”等，否则，会使人觉得刺耳，甚至发生不愉快的口角。
另外，还需注意，看年龄称呼人，要力求准确，否则也会使人不快。
比如，看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就称“大嫂”，可实际上人家还没结婚，这就会使对方不高兴，不如
称她“大姐”合适。
对于年龄再年轻一点的女孩，与其称其为小姐，不如称为小妹或大妹子，因为在有些地方，“小姐”
一词是有歧义的。
对年轻的男性可以统一称先生，或者要么称大哥要么称兄弟或小兄弟，而不要随便叫人家小弟弟。
（2）考虑对方的职业。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些青年人，不管遇到什么人都口称“师傅”，难免使人反感。
可见在称呼上还必须区分不同的职业。
对工人、司机、理发师、厨师等称“师傅”，当然是合情合理的，而对农民、军人、医生、售货员、
教师，统统称“师傅”就有些不伦不类，让人听着不舒服。
对不同职业的人，应该有不同的称呼。
比如，对农民，应称“大爷”、“大娘”、“老乡”；对医生应称“大夫”；对教师应称“老师”；
对国家干部和公职人员，对解放军和民警，可以称“同志”。
（3）考虑对方的身份。
有位大学生一次到老师家里请教问题，不巧老师不在家，他的爱人开门迎接，当时这位学生不知称呼
什么为好，脱口说了声“师母”。
老师的爱人感到很难为情，这位学生也意识到似乎有些不妥，因为她也就比这位学生大七八岁。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称呼呢？
按身份，老师的爱人，当然应称呼“师母”，但这是旧称，再说也可能因年龄关系对方不愿接受。
最好的办法就是称呼“老师”，不管她是什么职业（或者不知道她从事什么职业）。
称呼别人老师含有尊敬对方和谦逊的意思。
（4）考虑自己与对方之间的亲疏关系。
在称呼别人的时候，还要考虑自己与对方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比如，和你的兄弟姐妹、同窗好友、同一车间班组的伙伴见面时，还是直呼其名更显得亲密无间，欢
快自然，无拘无柬，否则，见面后一本正经地冠以“同志”、“先生”、“太太”之类的称呼，反倒
显得外道、疏远了。
当然，为了打趣故作“正经”，开个玩笑，也是可以的。
在办公室选择称呼语时，一定要明确双方亲疏关系的划定，万不可脱口而出。
比如，一个经理叫秘书张琴小姐应为“小张”。
如果自作多情地叫秘书“琴”，可能就要惹来非议了。
在与多人同时打招呼时，更要注意亲疏远近和主次关系。
一般来说以先长后幼、先上后下、先女后男、先疏后亲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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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场合，宴请外宾时，这种称呼先后有序更为重要。
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招待会上这样称呼：“总统先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
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这种称谓客气、周到而又出言有序的外交家的风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
（5）考虑说话的场合。
称呼上级和领导要区别不同的场合。
在工作之外的交往中，对领导、对上级可以不称官衔，以“老张”、“老李”相称，使人感到平等、
亲切，明智的领导会欢迎这样的称呼的。
但是，如果在正式场合，如开会、与外单位接洽、谈工作时，称领导为“王经理”、“张厂长”、“
赵校长”、“孙局长”等，常常是必要的，因为这能体现工作的严肃性、领导的权威性或法人资格，
是顺利开展工作所必需的。
（6）考虑对方的语言习惯。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习俗各异。
在重视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还要注意各地的语言习惯。
违背当地的语言习惯，就可能碰钉子。
有这样一件事：几个年轻人结伴到承德避暑山庄去旅游。
这天他们从避暑山庄出来，想去八王庙，为抄近路，两个小伙子上前去问路，正遇上一个卖雪糕的姑
娘。
一个小伙子上前有礼貌地叫了声：“小师傅！
”开始这姑娘没有答应，小伙子以为她没听见，又高声叫了一声。
没想到立刻激怒了这位姑娘，她嘴上也不饶人，气呼呼地说：“回家叫你娘小师傅去！
”两个小伙子还算有涵养，压了压火气，没有发作。
本来是有礼貌地问路，反倒挨了一顿骂，这是为什么？
后来他们才知道，当地农民把和尚、尼姑称为师傅，难怪那位姑娘发脾气。
像这种用错称呼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去外地时，应对当地的民俗情况略做了解，最好是根据不同的
职业称呼对方，不管遇到什么人都口称“师傅”，就很容易闹出笑话。
不管称呼有哪些变化，“尊重他人”在众多称呼规则中位居榜首。
只要牢牢把握这一原则，用得体有礼的称呼造就融洽的人际关系是不难做到的。
5. 掌握一些自我介绍的主要方式与陌生人交往，自我介绍是必不可少的。
从交际心理上看，人们初次见面，彼此都有一种了解对方，并希望得到对方尊重的心理。
这时，如果你能及时、简明地进行自我介绍，不仅满足了对方的需求，而且对方也会以礼相待，进行
自我介绍。
这样，双方以诚相见，就为彼此的沟通及进一步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我介绍的方式根据不同场合、环境的需要，主要方式有：（1）应酬式的自我介绍。
这种自我介绍方式最简洁，往往只包括姓名一项即可。
如：“您好！
我叫张三。
”它适合于一些公共场合和一般性的社交场合，如途中邂逅、宴会现场、舞会、通电话时。
它的对象，主要是一般接触的交往者。
（2）工作式的自我介绍。
工作式的自我介绍的内容，包括本人姓名、供职的单位及部门、担负的职务或从事的具体工作等三项
，又叫工作式自我介绍内容的三要素，通常缺一不可。
①姓名。
应当一口报出，不可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
②单位。
供职的单位及部门，如可能最好全部报出，具体工作部门有时可以暂不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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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职务。
担任的职务或从事的具体工作，有职务最好报出职务，职务较低或者无职务，则可报出目前所从事的
具体工作。
举个例子，可以说：“我叫唐果，是大秦广告公司的公关部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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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怎样说好顺耳话》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说话难听者四处碰壁，说话顺耳者左右逢源。
俗话说，顺着好吃，横着难咽。
喜欢听顺耳的话是人之本性。
不管你对这一现象有多么看不惯，人总是要生活的。
存在即合理。
在这个世界要生活得很好，就不能不学会生存的技巧。
只在承认这一事实，并有意识地学习怎样说话顺耳话，才能使我们在人生路上走得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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