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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种活动中，都要掌握适度的原则。
通常所说的“掌握火候”、“划清界限”、“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等等讲的
都是这种“火候”和“分寸”的问题。
    如果不掌握分寸，不在乎分寸，企图跨越它所匡定的界限，只想“急于求成”、“立竿见影”，除
了拔苗助长，事与愿违、多栽几个跟头之外，不会有别的更好结果。
    “分寸”二字谁也逃不过，任何追求成功、谋求立世的人都不敢小觑它。
今人如此，古人亦无不如此。
元朝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3折：“横死眼，不识好人，招祸口，不知分寸。
”《儿女英雄传》第2回：“你我向来相怜相爱，相敬如宾。
就说闺房之中甚于画眉，也要有个分寸。
”草明《乘风破浪》第四章也写道：“他似乎是怕分她的心，很注意讲话分寸。
”《红楼梦》第21回：“姐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也没得个黑家白日闹的。
”可见，这些“分寸”讲的都是为人处世、说话办事必须掌握的尺度。
    但这个“尺度”，这个“分寸”究竟在哪儿？
答案并不像问题的提出那么简单，有的分寸在说话的多少上、详略上、言辞间、语调里；有的分寸在
办事的轻重上、缓急上、大小上、情绪上；有的分寸在交往的生疏上、远近上、深浅上、礼仪上、感
情厚薄上；也有的分寸在处世的态度上、观念上、思想上等等，不一而足。
本套丛书正是对这些分寸的各个环节进行逐一的分析与解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双重推演与论
证。
相信读者朋友一定能通过本套丛书很好地感悟和把握到为人处世的各种分寸，并从这些分寸中找到通
向人生成功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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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说话分寸通则：人们在社会上不管是与人交往，托人办事，都少不了要播弄唇舌与人说话，传
递信息，沟通感情，交流思想。
但说话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一句话能把人说笑，有时一句话也能把人说恼。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与合作的社会，有的人在竞争中失败，有的人在合作中成功，这其中奥妙何在？
答案其实就在说话的分寸之间！
社交场上有“逢人只说三分话”、“点到为止”之说，政治场上有“领导过问了”、“研究研究”之
说，生意场上有“一语值千金”之说，文化场上有“点睛之笔”、“破题人语”之说，社会上更有褒
贬毁誉系于一言之说。
可见，在现代交际中，是否能说，是否会说，是否把握了说话的分寸，实在影响着一个人立世的成功
和失败。
西方人称当今世界有三大魔力：除了金钱、原子弹，就是语言了。
这也并非夸张，在我国自古对语言功能就有“三寸之舌胜百万之师”、“一言可兴邦”的美誉，在欧
洲也有“善言可息怒”、“良言胜重礼”、“正义的话能截断江河，和蔼的话能打开铁锁”等谚语，
说话的巨大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信息的第一载体。
而口语又是人们最广泛应用，最经济简便的表态方式和交流手段。
许多人为什么不善言谈、言不及义或言之无味呢？
尤其是同异性、陌生人或领导人物交往，为什么一到说话便脸红、心跳、羞于启齿或语无伦次不知所
言呢？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难道是由于这些人弱智低能吗？
难道是无话可说吗？
当然不是！
他们有些人一是不敢说，二是不会说，怕把话说错！
为什么怕把话说错？
因为他们把握不好在各种场合中的说话分寸！
所以就干脆抿起嘴来，三缄其口，不说了！
当然还不止于此，那些敢于说话，但信口开河，言之无物，废话连篇的常见病，也是一种不得说话分
寸的表现。
通观古今中外，凡是有作为的人，都把说话分寸作为必备的修养之一。
蜚声海内外的周恩来，他应变机敏睿智，言辞柔中有刚，就连谈判对手也情不自禁地露出赞许之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在谈判时“显示出赢超的技巧，在压力面前表现得泰然自若，恰得分寸
。
”1991年11月，中国电影“金鸡奖”与“百花奖”同时在北京揭晓，著名演员李雪健因为主演《焦裕
禄》的主角焦裕禄而同获这两项大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李雪健在颁奖会上致词的时候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
—李雪健得了⋯⋯”他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他恰如其分地运用对比的两句话，既歌颂了焦裕禄的高尚品质，又表达了自己受之有愧的心情，话头
话尾很有分寸感，给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毫不夸张地说，说话分寸是语言的最高艺术，是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巧妙的形式。
把握说话分寸的人，从来不会勉强别人与自己有相同的观点和相同的喜怒哀乐，他们善于运用有分寸
的语言，准确、贴切、生动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在社交上八面玲珑，在办事时无往不利
。
反之，不懂得说话分寸的人，最后只能使自己在社会上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陷入困境。
社会上、生活中，耳闻目睹许多人惹是生非，甚至闹到拳脚相向、兵戎相交甚至流血丧命的地步，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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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起来，大多都是因为几句话惹出的事端。
话这东西可千万别小瞧它，与人相处是否和睦，与人共事是否遂心，干工作能否顺利，干事业能否成
功，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事情是怎么办的，而取决于话是怎么说的。
因为事情办错了，可以用“话”表示道歉，表露愧意，对方在情绪上不至暴跳如雷，在道理上不至过
分纠缠，相反，倘若话说错了，激恼了别人，事情可能就越弄越糟，甚至因着三八两句话而大打出手
也未可知，但却很少听说哪个人因为一两件事办砸了且赔了不是之后，而大打出手的。
所以，说话是大有分寸之奥妙的。
一方面，话说不到位不行，说不到位，别人可能悟不明白，理解不透，琢磨不出你的真实用意，你提
出的想法或要求也不会被人重视和接受，非但事情办不成，也常常不被人瞧得起，这样怎么能换取别
人的欣赏与亲善呢？
怎么能赢得别人的友谊和器重呢？
另一方面，话说得太过头不行，要求太高，言辞太尖刻，让人听了不愉快，觉得你不识大体，不懂规
矩，不知好歹，这样的人常常被人敬而远之，也同样无法与人正常交往。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话说得不巧妙不行，太憨实，有时会招来嗤笑；太絮叨，有时会招来烦感；太直
露，有时会招来麻烦；太幼稚，有时会令人瞧不起。
所以，要想在这个社会上体面地立足和顺利地奔赴成功之旅，就必须把握好说话的分寸。
一说话要看对象人们说任何一句话，都希望能够对听话人产生作用和影响。
但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由于听话对象不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迥然有异。
听话对象的不同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民族、地域、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修养、阅历、性格等
诸多方面。
同一句话，有的人能够听得懂，也有人干脆听不懂。
有的人可能只听明白了本意，也有人可能听出了弦外之音；同一个意思，有人领会为褒，也有人可能
领会为贬。
所以，我们说，只有语言的接受对象——即听话人才能检验说话者的表达效果。
因此，对说话者来说，要想达到某种表达效果，就必须区分接受对象。
根据不同的接受对象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
春秋时郑国著名学者邓折针对这个问题还专门写了一篇谈辩说形式的《转辞》，主张“依类辩故”。
他明确指出：“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
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
”他的意思就是：在辩、说的时候，要区分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而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
可见区分对象对表达的重要。
著名作家丁玲有一部反映我国建国前解放区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有一个
土改工作组长文采。
此人嗓音清亮，谈笑风生，做过大学教授，学问渊博，能说善道。
他到暖水屯后，决定对村民作一次演讲，以发动他们积极投入土改斗争。
盼望已久的农民们都想好好听听工作组长对大家都不熟悉的土改，究竟是个什么说法，很早就挤满了
小学堂。
见听众热情，文采兴致也很高，便拉开嗓门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自掌灯
开始，迄雄鸡三唱，还意犹未尽。
再看下面的听众呢？
大多梦了周公；要不是大门口有民兵持枪守候，恐怕早已逃得一干二净。
有干部悄悄提醒文采：天快亮了，群众还得下地干活。
他这才带着遗憾，宣布散会，嘴里还不断沾沾自喜日：“详尽，透辟！
”这一整夜，工作组长到底讲了些啥？
谁也说不出。
有人总算还记得一句：“猴子会变人！
”自然，发动群众的愿望完全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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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演讲高手的文采，为什么演讲会失败？
原因就在于他不区分对象而盲目表达。
他的演讲，如果是在大学里针对学生，可能还很适合。
但当时，他的对象是渴望翻身的农民。
对这些农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党的土改方针、政策；最急于知道的是本村的土改方法；最记挂
的是粮食的分配、负担的摊派；最不放心的是还没有向地主算账。
然而，这些都被文采忽略而未予表达，其失败理所当然。
虽然文采只是一个塑造的人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不选择接受对象，不区分对象的不同情况而盲
目表达的现象并不鲜见。
特别是一些领导在群众性场合的应景讲话，在哪里都是空话、套话，不仅达不到效果，而且往往引起
听众的反感。
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美国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之所以被誉为“演说无价之宝”，
就在于这一演说是紧扣听众而发的。
区分接受对象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主要的有：①看性别。
性别不同，对言辞的接受也有差别。
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男人靠眼睛来爱，女人靠耳朵来爱。
”这就指出性别对于接受是有影响的。
无论是言辞涉及的内容，还是言辞表达的程度、声调都如此。
在现实生活的社交场合、会议间隙、公益活动中，人们在礼节性的互致问候之后，往往喜欢三个一群
、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交谈。
而这三个、五个的，又总是按性别组合的——男士与男士侃，女士与女士谈。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男士的话题大而广，女士的话题小而狭。
一般说来，男士爱谈的是时事、政治、法律、体育、文化、社会问题、经济动向等；而女士爱谈的则
是服饰、孩子、丈夫，日常经济，消费心得，风流艳闻等。
说话者必须依据性别选择说话内容，努力使自己的言辞吻合接受者性别的需求。
在说话者言辞接受的程度上，一般说来，男士较能承受率直、干脆、粗放、量重的话语，而女士则喜
欢委婉、轻柔、细腻、量轻的话语。
说话者必须依据接受对象的性别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与程度。
在通常情况下，说话者如果是男士，而接受者又并非自己的妻子、恋人或关系很密切的姐妹，那么言
辞就应当严格把握分寸，在内容上、方式上都要充分注意女性的接受特点。
对一些可以向男士说的话，就不一定能向女士说；对一些可以向男士使用的表达方式，就不一定可以
用之于女士。
例如，对于陌生或不太熟悉的女性就不宜轻率地询问她的年龄，也不应贸然询问他的家庭住址及家庭
情况。
既使对那些十分熟悉的女性，也切忌因某事而讪笑人家，也不能说其他女性的坏话。
对男性，说得随便一些、重一些、粗放一些、甚至偶尔带点骂辞、脏语，也无多大关系；但对女性就
不能这样，并且涉及性、爱的话题，要力求回避。
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个别谈话，以及开玩笑、逗趣之时，就更要注意区别使用适宜的言辞。
懂心理学的管理者还善于根据男女性别心理上的差异巧妙说话，从而顺利地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
对于“老”字，男人一般觉得没多大关系；但若说某位女性年龄大、老，她会非常不悦。
冬天，在电影院里，常有年轻女观众人场后不脱帽子，影响后面的观众观看。
为此，放映员多次广播：“影片放映时请不要戴帽子。
”但许多人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
后来，放映员干脆说：“本影院为了照顾年老体衰的女观众，允许她们照常戴帽子，不必摘下。
”结果，所有戴帽子的女性全摘下帽子，因为她们都不愿意让别人认为自己是衰老之人。
②看教养层次。
教养是指接受对象的一般文化和品德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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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文化程度、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涵养气度等。
教养层次不同，对说话者言辞的接受程度也不同。
有些话说出来，甲听得懂，理解得了，乙就可能听不懂，理解不了，像前文所说的作家丁玲的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物——工作组组长文采的演讲，就是没有区分接受对象的教养层次和实际
需求，而致使“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所以说话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要认清自己的接受对象教养层次如何，盲目表达不仅达不到说话的
目的，甚至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在现实交往中，从我国现阶段国情看，对接受对象教养的认识，更多的还是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欠丰
富者。
说话者面对这样的接受对象，或一时尚不能确定其教养程度时，所表达的言辞，应力求通俗化、大众
化；那种故作深沉、吊书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③看性格。
人各有其情，各有其性。
言辞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必须因人而异，符合接受对象的脾气、性格，才有可能产生“同声相应，同气
相求”的效果。
性格外向的人易于“喜形于色”，性格内向的人多半“沉默寡言”。
同性格外向的人谈话，你可以侃侃而谈；同性格内向的人谈话，则应注意循循善诱。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注意针对学生的不同性格来回答他的问题。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干吗？
”孔子回答说：“不能。
”另一个学生冉求也问：“听到了，就去干吗？
”孔子说：“干吧！
”公西华听了有些疑惑，就问孔子：“两个人问题相同，而你的回答却相反。
我有点儿糊涂，想来请教。
”孔子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意思是，冉求平时做事好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仲由好胜，胆大勇为，所以我要劝阻他）可见
，孔子诲人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特别注意学生的性格特征的。
日常生活、公关活动等各方面的交谈也要注意这一点。
④看对方心境。
心境通俗地称为心情，是一种比较持久的、难言的，但能影响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情绪状态。
大家知道，在听觉方面，声波在耳蜗内转变成一种可供神经系统使用的密码。
通过神经系统的处理，听者就把这些编了码的信号感知为能够表达说话者意思的词汇。
既然听者要将接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处理，那么，听者的心境，必然影响到语言的交流效果。
人际交流中经常会有“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情况，说话不注意洞察对方的心理状态，往往会发生
意外的问题。
《红楼梦》第八十三回写到大观园中一个婆子教训自己的外孙女：“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
”这话恰好被黛玉听到，她误认为婆子骂她，于是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
”直气得“两眼反插上去”。
婆子的话本来是不让外孙女到大观园中来，但黛玉不这么想。
她那种寄人篱下的特定处境和心态使她产生了误会。
所以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听来感受完全不同。
⑤看地域。
地域指的是接受对象所处的地理位置，包括国别、省别、族别等。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彼此在认识、观念、习惯、风俗上都有区别，对说话者言辞的接受，
就会有所不同。
说话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应当认清接受对象的地域性，才会产生良好的交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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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大道》讲了这么一件事：郑国人把未经加工处理的玉叫做“璞”，东周人把还没有腌制成
干的老鼠叫做“璞”。
郑国的一个商人在东周做买卖，一个东周人问他：“你要不要买璞？
”郑国商人说：“我正想买。
”于是东周人从怀里掏出一只老鼠递上。
郑国商人赶快辞谢不要。
东周人在作言辞表达时，没有认清其接受对象是郑国人，所以买卖不能成功。
地域不同而对言辞接受也有不同的要求，在世界上的表现大体有：欧洲人不喜欢听涉及自己的政治倾
向、宗教信仰、年龄状况（女性更重）、家庭私事、行动去向等问题的话，忌讳“13”和“星期五”
。
朝鲜、韩国、日本人忌讳别人说“4”；阿拉伯人喜欢听“星期五”；泰国人喜欢听“9”；菲律宾人
不愿谈论政治、宗教及腐化问题；赞比亚人爱听尊称，最好加上职务和头衔；新加坡人不爱听“7”
，反感别人对自己说“恭喜发财”，忌讳谈论关于猪的话题；扎伊尔人喜欢听随和、爽快、恭维的话
；俄罗斯人喜欢听尊称、敬语、谦辞，倾心于“女士优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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