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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我们精心挑选了13位美国总统——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林肯、柯立芝、罗斯福、杜鲁
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小布什，把他们的口才故事加以条理化，总结
出76招说话技巧。
比如华盛顿的预设前提，引君入瓮、糊涂对奸猾，明话含暗意；亚当斯的勇于坚持，为良心鼓掌、冷
静对待，以实对虚；杰斐逊的结交高尚人，学习大智慧、用事实说话，用诚心感人；林肯的绕个圈子
，直话曲说、自我解嘲，化解尴尬等。
美国总统的口才故事，不仅仅是给大家提供欣赏的经典，也是学习口才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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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华盛顿的口才课做好人，说实话这是华盛顿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父亲送给华盛顿一把小
斧头。
崭新的斧头，小巧而又锋利。
华盛顿非常高兴，把弄斧头，四处寻找砍伐的对象。
不一会儿，院子里的杂草就已经东倒西歪了。
父亲看到儿子高兴的样子，就让他把杂树也砍了，正好也清理一下院子，并且嘱咐他不要砍伤自己。
父亲出去之后，华盛顿挥动斧子，很快就把杂树砍完了。
可他意犹未尽，四处搜寻砍伐的对象，忽然间看到了父亲种的樱桃树。
他心里想，父亲用大斧头能砍倒大树，我的小斧头能不能砍倒小树呢？
一时兴起，跑到一棵樱桃树下，几下子就把这棵树砍倒了。
看着好端端的樱桃树倒在了地上，华盛顿冷静下来，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急忙躲到
屋子里。
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看到自己精心培育的樱桃树倒在地上，就气冲冲地追问：“是谁砍倒了我的
樱桃树？
”听到父亲在怒吼，家里人纷纷跑了出来，表示不是自己砍的。
华盛顿想起父母“不要怕承认错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的教导，就跑到父亲身边，说：“爸爸，是
我砍倒你的樱桃树，我想试一下您给我的小斧头⋯⋯”父亲听了他的话，不仅没有打他，还一下把他
抱起来，高兴地说：“我的好儿子，爸爸宁愿损失一千棵樱桃树，也不愿你说一句谎话。
”不说谎是人的品质，是说话的要求。
因为对说话品质的重视，华盛顿摘编了一套文明礼貌和道德准则，并亲笔抄写了《交际与会谈中的行
为规范》小册子，手稿至今仍存。
整套规范显示出华盛顿的自制力，并且有意识地用这规范来控制所有莫名其妙的性情冲动。
有一些准则，在今天看来是滑稽可笑的，例如：“不要在饭桌上用桌布或刀叉擦牙；但是如果有人这
样做的话，不许偷窥。
”尽管如此，后人还是严格遵守，因为这反映了18世纪人们可能遇到的情况。
其中有一条是直接针对华盛顿本人的，因为它是关于如何控制脾气的。
第105条准则写道：“无论发生了什么，在饭桌上千万不要发火，即使你有充足的理由，特别是当有陌
生人在场时。
”被奉为经典是第32条：如果你邀请地位与你相同或并不太低于你的人到你家做客，应该把家中的主
位让给他，而被邀请的人一开始应婉拒主人的好意，同时应表示自己不配享有如此优待。
华盛顿谨记关于谦恭的这条训诫：在反英斗争中，他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的时候，他对国会说：“
我请求在座的诸位先生记住，今天我在此诚心诚意地表示，我认为自己不配享有诸位给予我的荣誉。
”预设前提，引君入瓮华盛顿很善于动脑筋。
一次，他家的一匹马丢了，通过暗中调查，他发现了偷马人。
于是，他便同一位警官到偷马人的农场里去索讨，但那人口口声声说那马是自己的，拒绝承认。
华盛顿略加思索，很快上前用双手蒙住马的双眼，追问说：“如果这匹马是你的，那么，你告诉我们
，这匹马的哪只眼睛是瞎的？
”那人根本就不知道，认为胡乱猜一个，总有一半对的几率吧，于是随口回答：“右眼。
”华盛顿放开蒙着右眼的手，马的右眼完好无损。
那人一见，急忙改口说：“不，刚才说错了，瞎的是马的左眼。
”华盛顿又放开左手，马的左眼也是明亮的。
那人支吾起来：“不⋯⋯”警官说：“这证明马不是你的，所以你必须立即把马交还给华盛顿先生。
”面对死皮赖脸的盗马者，华盛顿略施小计，就轻而易举地让盗马者落人“陷阱”，如愿以偿地讨回
了自己的马。
华盛顿知道了盗马者，但他没有“武力解决”，却与对方展开了一场斗智式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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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中，华盛顿向盗马者提出“复杂问语”的前提条件是：“如果这匹马是你的，那么，请告
诉我们，这马的哪只眼睛是瞎的？
”这个前提条件是假设的，但盗马者不知道这个前提条件是虚设的，所以很快就暴露。
辩论的一方运用“预设前提”的技巧，实际上是为对方掘下语言陷阱，也可以称之为辨别事情真相的
“试金石”。
“预设前提”的技巧，又叫做“复杂问语”。
“复杂问语”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从常理上看完全有可能存在的事实。
这种事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假设的。
华盛顿与盗马者的“辩论会”，听众只有那位警察，也不是事先组织和准备好了的，辩论现场在那位
盗马者的家里。
这个“辩论现场”，对于华盛顿是很不利的。
华盛顿如果想要让盗马者乖乖地交出偷去的马，最好的办法是“文斗”。
所谓“文斗”，就是有效地运用辩论口才中的进攻法。
且看华盛顿是怎样运用此方法的：这里，华盛顿采用了一种叫预设前提的“复杂问语”方法，为盗马
者设定了一个陷阱。
盗马人无论回答“左眼”或者“右眼”，都会落入这个陷阱。
“复杂问语”确实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圈套，在“复杂问语”面前，狡辩者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谎言或错
误的观点。
“复杂问语”有时会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项，让回答者选择。
回答者如果直接选择其中一个选项来回答，就是承认了问题的前提条件是真实的。
而提问者关键就是要确认这个前提条件究竟是否真实，或者确认回答者对前提条件是否知情。
盗马者之所以落人了华盛顿“复杂问语”的陷阱，就是因为他默认或者相信“马有一只眼瞎了”这个
前提条件是真实的，结果暴露了自己不是马的主人这一事实。
华盛顿让盗马者回答的问题，其前提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即马的眼睛没有一只是瞎的。
由于华盛顿掌握了辩论口才，很快就变不利的局面为有利的局面，揭露了盗马贼的诡计，索回了自己
的马。
通过辩论，可以战胜对手，消除尴尬的局面，扭转不利局面。
辩论现场风云突变，瞬息之间，会出现各种难答的问题，如果熟练掌握逻辑与语言技巧，以及处处占
先的进攻战术，就会增强辩论能力，进而帮助你获得辩论的成功，成为生活上事业上的强者。
在辩论口才中，这种技巧是有效战胜对手的一种利器。
当然，这种辩论，不是事先组织好了、有众多听众参加的辩论会，而是随机性的辩论。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随机性的辩论是很常见的。
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碰到别人向我们提出“复杂问语”，这时，不要急于选择其中一个答案，而应该
首先确认问语中的前提是否真实。
比如某人办公桌上的苹果被人偷吃了，他对邻桌的同事说：“你觉得我的那个苹果甜不甜？
”同事惊讶地回答说：“我又没有吃你的苹果，怎么知道你的苹果甜不甜？
”如果同事回答甜或者不甜，都会暴露自己偷吃了苹果。
而没吃苹果的同事在回答时，首先否认了问语中的那个假定，表明了自己的清白。
“复杂问语”在生活中很常用，熟练掌握这个说话技巧，可以在特定的场合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但是，在选择“复杂问语”时要慎重，一要考虑自己与对方的关系，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在双方的
关系上划下一道裂痕，反而得不偿失。
二要选择恰当的方式，如果平日彼此的关系不错，可以选择开玩笑的方式，让对方认为你是善意的。
三要选择能够击中要害的问话，切忌盲目乱问。
比如：在智辨盗马者那件事上，如果华盛顿向盗马贼提出：“你知道这匹马患了胃病还是肠道病？
”这就不易对事情的真伪进行辨别了。
即使他的马真的患了胃病或者患了肠道病，也不应该问。
因为如果将这个问题辨别清楚，要去请兽医，还要进行化验，整个过程非常复杂，不如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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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问题的选择，也不要太简单。
比如：你办公桌上的苹果被人偷吃了，想要知道是否邻桌的同事吃了，便问：“你觉得我的那个苹果
颜色红不红？
”无论同事回答，“红”，或“不红”，都毫无意义，因为你无法从上述的任何一个回答中，获得你
所要的结果。
最常见的“复杂问语”就是人们熟知“你还偷东西没有”一类的问话，这个问话的前提就是假设对方
一直在“偷东西”，而所问的是现在这种状况是否还在继续。
口才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复杂问语”是用来应付生活中困境的一种利器，有些人常因
缺乏这种利器而身陷说错话的泥沼之中，以至于无法有效地达到沟通的目的，获得应有的成效。
借题引申，揭穿谬误在一次制定法的会议上，有位议员发言道：“在宪法里应该规定一条，常规部队
任何时候都不得超过5000人。
”华盛顿神情平静地说：“这位先生的建议的确很好。
但我认为还要加上一条，侵略美国的外国军队，任何时候都不得超过3000人。
”议员的说法存在某种不合理性，但是如果要找出论据来说服对方，却存在一定难度，而且，即使花
了很多时间来说明，也可能难以说服对方。
在这种情况下，不如采取归谬法，姑且承认对方的观点是合理的、正确的，然后根据对方的观点，依
照逻辑加以推理，就会得出不符合事实或违反常理的荒谬结论。
“归谬法”是形式逻辑中的一种推理方法。
在辩论中，可以借鉴这种推理方法，使自己的辩论语言具有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逻辑力量。
正因为“归谬法”具有一定的逻辑力量，在辩论中，人们将它作为一种辩论方法加以运用，常常具有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效果。
在这个故事中，有位议员提出“常规部队任何时候都不得超过5000人”，并要求将这个规定写进宪法
。
作为总统，华盛顿出于加强国防的考虑，觉得这个数字太少。
如果正面提出反驳的意见，效果不会很好，华盛顿索性承认对方的建议是正确的，然后，以这个建议
作为论点，加以推理，从而得出一条新的规定：“侵略美国的外国军队，任何时候都不得超过3000人
。
”这个规定显然很可笑！
为什么建议貌似正确，而规定却很可笑呢？
因为建议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或事实检验，而规定是经过论证或事实检验的。
只要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会清楚，任何人或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命令别国的军队编员应该多少，更
没有权力命令别国军队的编员必须比自己的国家军队编员少(除非是殖民国家)。
这样的结论是根据议员的提议得出的，可见议员提议的荒谬。
归谬法是辩论中常见的一种口才技巧，具有较强的进攻力量。
华盛顿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技巧，显示了其卓越的智慧，也让对方发现自己观点的错误。
曲折表达，画龙点睛山中无直树，世上要直人，可是说话直来直去未必是最佳的选择。
说话是一种艺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说话的方式，是对口才的要求。
有一次，华盛顿邀请客人参加他举行的正式宴会。
宴会开始后，一位议员迟到了，这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坐在餐桌旁开始就餐。
华盛顿对这位议员解释说：“我们这里的人必须准时出席，因为我的厨师从来不问客人到齐了没有，
只问时间到了没有。
”长期的军旅生活，使华盛顿养成了“遵纪守时”的好习惯。
当他发现一位议员在宴会上迟到时，心里便产生反感，但他没有将这种反感直接表现出来，而是借厨
师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种说话的技巧，从表面上看，虽然有“曲折表达”之意，但仍属于“画龙点睛，因为华盛顿还是毫
无隐藏地表达了对“迟到”的否定态度，只不过是在“曲折表达”，借厨师之口，道出自己对迟到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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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厨师的原则，其实就是华盛顿的原则。
华盛顿有理由让这位议员知道，以后参加宴会，一定要准时，否则没有人会因为他的迟到，而坐等他
的到来。
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激烈的论辩会上，而是在欢歌笑语、杯筹交错的宴席上，但作为社交场合的宴会
，宴会的主人同样需要有一副好口才，才能处理好宾主关系，才能保持宴会的轻松、欢愉、热烈的气
氛。
借用他人的观点来“曲折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一种介于委婉和直接之间的表达方式。
不管是生活中的提醒也好，还是辩论中的反驳也好，引用别人的话或者别人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有时比直接用自己的话来说效果更好。
涉言成趣，营造氛围一个冬天的晚上，华盛顿与几位客人坐在壁炉边，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华盛顿起初是背对着壁炉烤火，因背后的壁炉烧得太旺，感到很热，他就转过身来，脸朝壁炉坐下。
旁边的一位客人向华盛顿开玩笑道：“我的将军，您应该顶住战火才对呀，怎能畏惧战火呢？
”华盛顿笑着说：“您错了！
作为将军，我应该面对战火，接受挑战。
但假如我用后背朝着战火，那岂不成了临阵脱逃的败将了吗？
”客人以壁炉的火焰比喻战火，借此跟华盛顿开了一个玩笑。
而华盛顿则顺着对方的思路，换个方向，把脸朝着壁炉形象地比喻为勇敢地面对战火，为自己躲避壁
炉灼热的行为，找到了一个堂皇的理由。
当客人以“您应该顶住战火才对”论证“怎能畏惧战火”时，华盛顿马上转而化之：“假如我用后背
朝着战火，那岂不成了临阵脱逃的败将了吗？
”借此强化自己的观点，给对方以巧妙的回答，体现出华盛顿的机智。
壁炉的火焰和战火本来是两回事，客人的玩笑话，华盛顿可以一笑置之，不加回应。
华盛顿凭着他的智慧和敏捷的思维，发现了增加趣味的机会，于是借此加以引申，增加了快乐的气氛
，平添了笑声。
华盛顿与客人之间的应答玩笑，充分体现了“出口成趣，营造氛围”的说话智慧，给大家带来了欢乐
。
谈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之一，而出口成趣的说话艺术则是营造和谐氛围的好方法之一。
有了和谐的氛围，谈话就能很好地进行。
借言说软话，借口传真心华盛顿担任总统时，身边曾经有一位经常迟到的年轻秘书。
一天早晨，这位秘书又迟到了，秘书见华盛顿正在等候自己，感到有些内疚，为了开脱自己，便借口
说自己的表有毛病。
华盛顿没有发火，却不动声色地对他说：“恐怕你得换一只表了，否则，我就要换一位秘书。
”华盛顿是怎样批评这位秘书的呢？
从“换表”到“换秘书”，都是一个“换”字，却生动诙谐地表达出华盛顿对秘书迟到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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