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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演讲的一般知识 

一、演讲的涵义 

（一）什么是演讲  

 演讲，又称演说、讲演。演讲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我们现在使用

的“演讲”一词，源自英文 Oration，是由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翻译的。在我国，“演讲”一词

则较早见于《北史·熊安生传》中：“公正于是有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讲，咸究其根本。” 

演讲，就是演讲者在特定的场合中（时间、空间和情境），面对听众，凭借自己的口才，

运用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的艺术手段，阐明道理、抒发感情、发表个人见解，从而使听众受

到感召的一种现实的社会语言交流活动。演讲的涵义包括： 

(1)演讲是一种实践语言，演讲中的讲话不同于书面语言，它具有口头语言的特点。 

(2)演讲是面对听众的讲话，在演讲现场，演讲者与听众的信息交流和感情互动形成了

特定的时空情境。 

(3)演讲是演讲者以发表见解、阐明道理的讲话形式，来体现演讲的主题和目的。． 

(4)演讲具有一定的表演成分，演讲者在演讲过程中，要借助相应的艺术手段增强演讲

的感染力。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表演，主要是演绎和阐释，更不是朗诵。 

  （二）演讲必须具备的条件  演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1)

演讲者；  (2)听众；  (3)语言（沟通演讲者和听众）；  (4)同一时空（演讲者和听众同处一

起的时间、环境）。  上述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说是构成了

演讲活动。  （三）演讲的主要表达手段  演讲的主要表达手段包括：有声语言、态势语言

和主体形象。  1．有声语言（讲）  有声语言是演讲活动最主要的表达手段，由声音和语

言两个要素构成。有声语言通过声音运载演讲者的思想和情感，直接诉诸听众的听觉器官，

是听众在听觉方面直接接受的信息和欣赏的对象。它要求吐字准确清晰，声音圆润清亮，其

语调应具有节奏性，语气富有感情色彩。 

2．态势语言（演） 

态势语言是指演讲者的姿态动作、手势眼神以及表情等表演活动。态势语言通过形体动

作辅助有声语言运载演讲者的思想和感情，直接诉诸听众的视觉器官。它要求准确到位、自

然协调、个性鲜明。它可以加强有声语言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弥补有声语言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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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体形象 

主体形象是指演讲者的容貌体形、衣冠服饰，以及举止神态等方面。主体形象的好与差、

美与丑，直接影响听众在视觉方面的欣赏感受和演讲者思想感情的表达。它要求演讲者在符

合演讲思想感情的前提下，注意装饰朴素得体，举止神态优雅，风度潇洒大方，给听众一个

视觉美的外部形象。  （四）以“讲”为主，以“演”为辅  演讲具有空间艺术的某些特点，

是听众视觉的接受对象和欣赏对象。作为一名出色的演讲者，在演讲中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有

声语言和态势语言，直接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影响听众的听觉器官和视觉器官，

在听众心里引起一个整体的美感，使听众在听演讲中得到启示，产生应有的效应。 

必须指出，演讲如果只有“讲”没有“演”，只能作用于听众的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

听众的视觉器官，就会缺少动人的主体形象和表演活动，这很难吸引听众的兴趣；如果只有

“演”而没有“讲”，则只能作用于听众的视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听众的听觉器官，就如同

观看哑剧，令听众难以理解。所以，在演讲中，“讲”与“演”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但是，“演”与“讲”的和谐必须是以“讲”为主，以“演”为辅，  “演“必须建立在“讲”

的基础上，服从于“讲”，为“讲”服务。否则，整个演讲便会黯然无光，令演讲失去了真

正的意义和目的。 

但是，在演讲实践活动中，并不是说“演”与“讲”要各占一半。演讲中应是以“讲”

为主，配合“演”为辅，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在这里，“讲”起主导作用，是

决定因素；而“演”则必须建立在“讲”的基础上辅助为之，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因此，只有既“讲”且“演”，以“讲”为主，以“演”为辅，既有听觉的又有视觉的，兼

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艺术特点的综合的现实活动，才是演讲的本质表现，这是演讲区别于其他

口语表达形式的关键所在。 

二、演讲的特征 

演讲与其他的一些讲话、报告、发言等形式的实践活动明显不同，它具有其独特的传达

手段，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规律，揭示着自身活动的本质特点。（一）表述现实．具有内容的

真实性从演讲的性质来看，它是演讲者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

表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动，它具有对现实内容进行真实性表示的特征。所以我们说，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的范畴，不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二）艺术性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演讲，是现实活动的艺术。它的艺术性在于它具有统一的整体感和协调感，在演讲中各

种因素，即：语言、声音、形态、表演、环境、时间，都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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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演讲具有相声般的幽默、诗歌般的激情、戏剧般的冲突和优美的态势动作，因而

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演讲稿是书面语言艺术，而演讲则是有声语言艺术。演讲的内容波

澜起伏，具有戏剧的特点；演讲者的幽默机智，具有如相声曲艺的特点；演讲者的“演”和

场景中背景环境的布置又构成了一种画面的感觉；而演讲者的姿势、手势配合有声语言在瞬

间的时空做短暂停留或变化，又给人有雕塑般的感觉。这一切的一切如果都得到有机的统一，

就会形成较强的审美效果和较高的艺术性，最终使演讲产生综合的艺术感染力。（三）“演”

“讲”同步，具有很强的传播性。 

演讲的特点是“一人讲，众人听”。对演讲者来说，他主要靠声音和态势语言来传递信

息；对于听众来说，他们不仅要听，而且还要看，视与听同时起作用来接受演讲者所传达的

信息。由此体现了演讲是“演”与“讲”同步，声与形结合，具有很强的传播性。 

讲，就是陈述，是把经过组织的语言说出来，表达清楚；演，包含着“演绎”和“表演”

两层含义。演绎，是指讲话的内容有一定的逻辑推演过程，讲话必须运用逻辑层次或事实依

据把道理讲得清楚明白；而表演则是指讲话者要调动一定的态势语言、辅助语言（姿态、手

势、表情、仪表仪态等），为所讲的内容服务。讲是通过有声语言传达给听众的听觉，是“声”；

演是借助态势语言、辅助语言作用于人们的视觉，是“形”。 

演讲实际上是一个工具，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任何思想、任何学识、任何发明和创

造，都可以借助演讲这个交流工具来传播。可以说，演讲是最经济、最实用、最方便的传播

工具。（四）感染力强，具有很强的鼓动性演讲不同于其他的口语表达形式，它具有很强的

感染力。鼓动和说服是演讲的重要特征，也是演讲的首要目的。演讲者要以自己炽烈的感情

去引发听众的感情之火，激励和鼓舞听众，引起他们的共鸣，从而达到影响听众的目的。 

1775 年，美国政治活动家、演讲家帕特里克·亨利发表了为独立而战的《在弗吉尼亚

州议会上的演讲》。据记载，他的这个演讲鼓动性之强，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强烈：当他讲完

后，整个会议厅寂静得鸦雀无声，直到几分钟后，议会中反应快的一部分成员才从座位上跳

起来，兴奋地高声呼喊：“拿起武器！拿起武器！”而后，大厅便像刮起旋风一般，“拿起武

器！”的吼声此起彼伏，高声呼喊的人们群情激昂，眼中闪烁着爱国主义热情的火花。亨利

发表了为独立而战的演讲很快传遍了全美各英殖民地，成为美国人民反击英殖民主义的战斗

动员令和争取独立自由的宣言书，使千百万人觉醒起来，掀起了一场为独立与自由而战的伟

大斗争。其说服力之强、感染力之大、鼓动性之盛，真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

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为什么演讲会具有如此大的鼓动性呢？ 

首先，演讲者态度鲜明，或褒或贬、或赞扬或批判，泾渭分明，毫不含糊。他所讲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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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听者的需要，启迪了听众的思维，所以能引起共鸣。 

其次，演讲者在演讲时总是饱含炽烈的情感，他要以自己的心声呼唤听众的心声，激发

听众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 

再次，演讲是演讲者与听众面对面的交流，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也加强

了它的鼓动性，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 

所以，没有鼓动性，就不成其为演讲，政治演讲也好，学术演讲也好，都必须具备很强

的感染力和鼓动性。可以说，鼓动一是演讲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时代感强，

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演讲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它直接诉诸听众的视听感

觉，这就决定了演讲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时代感和时间性。 

从宏观上看，演讲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色彩。古今中外的演讲，无不切合时代之脉搏，

为时代呐喊。如李燕杰的《国家、民族与正气》、曲啸的《心底无私天地宽》、蔡朝东的《理

解万岁》和《创业万岁》等，都具有我国新时期的时代特征，时代气息十分浓厚，所以感染

力也极强。 

从微观上看，演讲还要受到演讲的时间、空间和听众可接受程度的制约。一般来讲，演

讲时间不宜过长，长了，人们会感到疲倦而不愿听。一般的演讲都应该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

为宜。 

三、演讲的类型  

 演讲具有多种类型。演讲最常见的分类方式是按功能、形式和内容划分。  （一）按

功能划分的演讲类型  按演讲的功能来划分，演讲可分为：“使人知”的说明性演讲；“使人

信”的说服性演讲；“使人激”的激发性演讲；“使人动”的激励性演讲；“使人乐”的娱乐

性演讲等。 

1．说明性演讲 

说明性演讲是一种以传达信息、阐明事理为主要功能的演讲。说明性演讲的特点是知识

性强，语言准确，它的目的就是在于要使人知道、使人明白。如我国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朱

光潜先生于 1946 年在北京作的演讲《谈作文》就是说明性演讲的典范。朱光潜先生在演讲

中讲了作文前的准备、文章体裁、构思和选材等，使听众知道和明白了作文的基本知识。 

2．说服性演讲 

说服性演讲，就是通过演讲，达到了使人信赖、相信的目的。说服性演讲是从“使人知”

演讲发展而来的，它是以“使人知”为基础的。这种演讲不仅仅在于让听众明白、知道你所

要传达的信息，而且还要使听众相信你所传达的信息，从而使听众接受你所传达的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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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改变或影响他们已有的观念和信念。如恽代英先生在《怎样才是好人》的演讲中提出了

三条衡量好人的标准，通过一系列的道理论述，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旧观念。 

3．激发性演讲 

激发性演讲，是指演讲产生了让听众激动起来，能达到激发起听众情绪的效果。这种演

讲不单单是在向听众说明事理，也绝不仅仅只是说服听众，而是要更进一步地激发听众，使

听众在思想感情上与你产生共鸣，使他们为你的思想观点而欢呼雀跃，与你一道喜、怒、哀、

乐，使他们在你的演讲中受到激励，并产生与你一起行动的激情。如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

丁·路德·金的《在林肯纪念堂前的演讲》，通过他的几个“梦想”激发广大黑人听众的自

尊感和自强感，激发他们起来“为生存、为平等”而奋斗。 

4．激励性演讲 

激励性演讲，是指其演讲能使听众产生一种一同行动的欲望。就是说听众在听了演讲者

的演讲激发出一种要和演讲者一起行动的想法。它是在激发性演讲之上又进了一步。这种演

讲已不满足于听众听演讲时的片刻激动，而是着眼于使演讲内容成为听众以后行动中的动

力。激励性演讲的特点是鼓动性强，多以号召、呼吁式的语言结尾。如法国的戴高乐二战期

间在英国伦敦发表的演讲《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行动起来，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的

行列。 

5．娱乐性演讲 

娱乐性演讲，是指以活跃气氛、调节情绪、使人快乐为主要功能的演讲。“使人乐”演

讲，多以幽默、笑话或调侃为材料。它的特点是材料幽默、语言诙谐，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好

形式。这种演讲的事例也很多，大多出现在一些喜庆的场合、茶余饭后或一些特殊的场合。

在这种演讲中多以笑话、幽默为其材料，无论是演讲者还是听者都会感受在一种兴奋和娱乐

之中。  （二）按形式划分的演讲类型  1．命题演讲  命题即出题目。命题演讲是指由他

人拟定题目或演讲范围，并经过演讲者事前准备后所作的演讲。命题演讲有两种形式：全命

题演讲和半命题演讲。 

(1)全命题演讲；是指题目由他人来拟定的演讲。全命题演讲的题目，一般由该演讲活

动的组织单位来确定。全命题演讲的优点是：主题鲜明，针对性强，内容稳定；不足的是有

较强的局限性，难以讲深讲透。 

(2)半命题演讲。是指根据演讲活动的组织单位限定的演讲范围，演讲者自己拟定题目

而进行的演讲。半命题演讲的优点是：题目自拟，材料熟悉，灵活性强，有益于深化演讲主

题。我国目前命题演讲大多采用的是半命题演讲。  2．即兴演讲  兴者，兴致、兴趣也。

即兴演讲，是指演讲者在事先无准备的情况下，临时兴起，就眼前的情况有感而发的演讲。



 

 6

如婚礼祝辞、欢迎致辞、丧事悼念、聚会演讲等等。即兴演讲的特点： 

(1)有感而发。演讲者往往是根据眼前的场面、情境、事物、人物有所感触而发，所以

最能真实地体现演讲者的水平、能力和个性、修养。 

(2)时境感强。即演讲者人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演讲

内容与时境紧密相关。 

(3)篇幅短小，由于演讲通常是缘事而发，事先多无准备，所以通常不赘长篇，不蔓不

枝，言简意赅，寓繁于简。 

即口兴演讲看起来是随意有感而发的，又篇幅短小，似乎不难。其实不然，要使即兴演

讲达到较好的效果，除了演讲者自身的文化、语言素养之外，尚须具备以下条件：紧扣主题，

这要求选材必须能说明主题又能符合时境；抓住由头，达到缘事而发，这也是演讲的一个基

本技巧；迅速组合，做到胸有成竹。这需要演讲者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联想和很强的语言

表达能力。 

3．论辩演讲 

论辩演讲是指由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人，就某一问题上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观点而展开的面

对面的言语交锋。论辩演讲的目的在于坚持真理，批驳谬误，明辨是非。如法庭论辩、外交

论辩、日常生活论辩、赛场论辩等等。论辩演讲的特征： 

(1)针锋相对。因为论辩双方的观点是相互矛盾或冲突的，所以论辩演讲内容必然是针

锋相对的。一方的演讲要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有力批驳，从而维护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2)反应及时。论辩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的，双方发言的间隔不能太长，论辩时必须

及时作出反应，如果反应迟钝，就会失去机会，使自己处于劣势。 

(3)应对巧妙。论辩演讲的双方虽然针锋相对，但论辩的过程并不是直来直去地声明和

反驳，而是要有随机应变的“对策”，要选取比较新颖的角度进行巧妙的答辩。 

(4)语言简洁。“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是论辩演讲中求胜的好办法之一。  论辩演讲

较之命题演讲、即兴演讲更难些，这就要求演讲者必须具备：正确的思想、高尚的品质、严

密的逻辑能力、较强的应变能力。  （三）按内容划分的演讲类型  按演讲的内容来划分，

演讲可分为：政治演讲、生活演讲、竞选演讲、学术演讲、法庭演讲、宗教演讲等形式。  1．政

治演讲  政治演讲是指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就某个政治问题以及与政

治有关的问题而发表的演讲，我们均称之为政治演讲。政治演讲的种类很多，它包括外交演

讲、军事演讲、政府工作报告、政治宣传演讲等等。如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 

政治演讲是一种高度严肃的演讲，它要求演讲者有深刻的思想，有一定的政治远见、政

策水平，并有高度的责任感。因为政治演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听众理解支持演讲者的政治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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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治观点，这就要求演讲者一定要深思熟虑，有严密的论证。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演

讲富有可靠性和鼓动性。  2．生活演讲  生活演讲是指演讲者就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而发表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演讲者表达了自己对某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风俗

的见解、观点和愿望。 

生活演讲的特点是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时代感强，如亲情、友谊、祝贺、迎送、答谢、

声讨、斥责等均属此类。不论是生活中的真、善、美，还是生活中的假、恶、丑，都可以作

为我们的演讲题材。 

生活演讲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可应用在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对生活中的美

好事物进行热情的讴歌，也可以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鞭挞。我们既可以采用命题

的形式进行演讲，也可以利用即兴、论辩的形式进行演讲。在生活演讲中，无论哪种演讲形

式都能发挥其长处，大显身手。 

生活演讲是人们最喜爱、最常用的，也是与人们最息息相关的一种演讲形式。 

3．竞选演讲 

竞选演讲是指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中，演讲者通过自荐的形式，竞争某一职务或某项工作

的一种演讲。竞选演讲要求演讲者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高的语言表达水平。还应当事先

对听众可能提出的问题作好充分的准备，避免太多的随意性。竞选演讲实际上是用据理力争

的方式，实行自我推销。竞选演讲通常采用展望未来的理想构图诱导选民：“投我一票吧，

我将会使你们得到满足！”如美国的布什在竞选总统时的演讲中曾说： 

“一位总统可以造就一个时代，一位成功的总统则可以赋予时代以新意……如果我当上

总统，我就向美国人民宣布：新的微风吹来了，新的篇章从今天开始了！” 

当然，竞选演讲中的自我推销要有艺术性，切忌为了竞争而贬低对手。所要遵循的原则

是：惟真惟实、感人肺腑、具体可信、触动人心。4．学术演讲学术演讲是指就某些系统的、

比较专门的知识、学问而发表的演讲。如学校里的专题讲座、学术报告、学术发言、学术评

论等等。它具有三大特征： 

(1)内容的科学性。学术演讲发表的多是演讲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及科学发现，因此学术

演讲的内容一般都带有一定的客观性与规律性。离开了这种科学性，也就不能称之为学术演

讲了。 

(2)论证的严密性。学术演讲是一种最严密的演讲，它不是用故事来说服人，而是用充

分的实验成果来说服人。学术演讲的威力，就体现在它的逻辑力量上，体现在环环相扣的严

密的论证过程中。 

(3)语言的准确性。做学问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它充分体现出了“差之毫厘，谬之千



 

 8

里”的道理。在生活演讲中，我们要说明一件事，可以使用许多形容词，可以进行比喻和夸

张，可以让听众在笑声中会意，可以让听众在泣泪中领悟。而学术演讲则绝少使用这些手段，

它要求的是准确、简练的表达，是一丝不苟的态度，是分毫不差的表述。 

学术演讲是人们传授知识、交流学术的最好手段。它使人们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得到

更快、更直接的传播，是适应当今时代科学发展步伐的一种新的学术传播方式。 

5．法庭演讲 

法庭演讲是指公诉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所发表的演讲。它主要指的是诉讼

人的公诉演讲、律师的辩护演讲。 

法庭演讲作为一种特殊的演讲形式，具有自己的突出特性。主要有： 

(1)公正性。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句名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要求人们在法庭上

无论是公诉还是辩护都要遵循这一原则，都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

庭演讲中，人们排斥主观色彩的渗入，反对以感情代替法律，因此法庭演讲的第一个特点就

是公正性。 

(2)针对性。在法庭演讲中，无论是公诉人的演讲，还是辩护人的演讲，都是有所针对

性的。因此，与其他演讲相比，它的针对性相当强，效果也更直接、更显著。  6．宗教演

讲  宗教演讲是指与一切宗教仪式、宗教宣传有关的演讲。宗教演讲主要应用于布道演讲及

一些宗教会议演讲。 

四、演讲的基本原则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千日功”。虽然演讲不是演戏，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由

于演讲的对象不同，演讲者本人的学识水平、见识阅历也有差异，演讲的风格可以千姿百态、

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演讲的形式如何，一些基本原则还是应该把握好的，

这是演讲取得成功的基础。  （一）什么听众，说什么话  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对于演讲者来说，就应当认清对象，对什么听众，说什么话。这尤为重要，因为

听众的社会地位、文化素质、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他们演讲的方式方法也不应该完

全一样。就是同样的演讲内容，由于听众对象的不同，也要有不同的说法，这样才能收到预

期的效果。所以在演讲之前必须弄清楚、调查准确演讲的对象。（二）抓住主题．层层深入  首

先应当明确演讲的主题，也就是通过叙事、讲理和抒情表达出明确的观点和态度，使听众听

了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不然，听众听了茫无头绪、不知所云，演讲也就失去了意义。 

主题是演讲的灵魂，没有主题的文章就像盲人骑瞎马——到处乱闯，演讲也一样，要紧

紧抓住主题，严格地根据你要表达的那个观点来选择材料，对一切与那个观点无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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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么感人，也要坚决删除，要避免听来饶有趣味、听后却一无所知的情况出现。 

所谓层层深入，是指演讲材料的层次安排，要在紧扣主旨的前提下，由浅及深，使整个

演讲合乎听众的认识规律和接受心理，并且合乎逻辑，紧紧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引导观众

的思绪一步一步达到思想的最高境界。  （三）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演讲，不仅要求听众

听得清、听得懂，还要求听众爱听。这就要求演讲者在语言运用上一定要注意用形象生动、

通俗易懂的语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一文中说：“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

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

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 

所谓语言生动形象，就是要善于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中，谈到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时说道：“比如一个人一心

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

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

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

蛋。”’这里把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道理，讲得通俗朴实、浅显易懂，而且也非常生动形象。  

（四）言辞简炼，概括力强  演讲的价值不在于言多，而在于言辞简练，概括力强，见解精

辟，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这样的演讲，才能引人深思，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郭沫若同志在《科

学的春天》讲话中说：“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

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

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我国的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

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的科学发展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

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这则

演讲词不足 200 字，却把科学的探索精神阐述得淋漓尽致。 

美国第 16 届总统林肯 1863 年 12 月 19 日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公墓落成仪式上的那场著

名的演讲，林肯从上台到下台只用了三分钟，共讲了十句话，说了不到 600 字，却流芳千古，

光彩照人。所以，要使自己的演讲达到高的水平，不能不在讲演词上下一番苦工夫。 

五、演讲禁忌 

演讲是一门艺术，我们在学习和训练演讲口才时，不仅要正面了解“应当怎样做”，而

且还要从反面去了解“不应该怎样做”。演讲者在演讲中充分考虑听众对象，杜绝无用的客

套话，通过平时不断的练习使演讲水平得到提高。下面列举几种演讲中常见的禁忌：（一）

忌豪言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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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是言之无物、空空洞洞的表达。现实中那些不结合当时、当地实际的空头言论太多

了。有的单位一年一度的总结会，会议的开幕词用的是陈年的演讲稿，只把第一届改成第二

届、第三届或第四届，内容照旧，年年如此，这就是空对空的典型例子。（二）忌杂乱无章 

有人的演讲材料过于庞杂，讲起来像开无轨电车，开到哪里，算到哪里，叫人摸不着头

绪。还有的不合逻辑，妄加论断；或者不顾事实，主观臆断。上得台来，不问青红皂白，哇

啦哇啦一通，这也是某些官僚主义的病症。  （三）忌冷漠乏味  有的人演讲时毫无表情，

呆若木鸡，甚至肌肉紧绷，脸色铁青。缺乏演讲情趣，语言冷淡，没有抑扬顿挫、真情实感，

演讲乏味，如同嚼蜡，叫人怎么不打瞌睡！  （四）忌艰涩冗长  有人演讲用的是书面语言，

使人感到艰涩难懂。毛泽东曾批评这种现象，说：  “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

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

么？”因此，要尽量避免使用书面用语，更不要“文夹白”，要用口语，善于用简单明了、

群众易懂的语言演讲，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词语。文章贵短，演讲也应该长话短说。  （五）

忌失言失态  有的演讲者老带“口头禅”，诸如“啊”、  “是吧”、  “怎么样”、“那么”

等。演讲要讲效用，“口头禅”成堆，“啊啊”连篇，让人听了也为之感到难受，只能起消极

作用。有的人演讲不了解听众的职务、水平，不注意会议的环境和背景，甚至不顾及本人的

身份和在会议上的地位，这就难免在内容、措辞、语气、口吻等方面不妥善、不贴切、不礼

貌、不恰当，这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六）忌故弄玄虚  托尔斯泰说：“真正的艺术永远

是十分朴素的、明白如画的，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似的。”演讲要力求语言通俗化、口语化，

如不考虑听众的接受能力，而用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语言就既不亲切，又艰涩难懂，往往

事与愿违，弄得不好，还会闹成笑话。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现在的语言习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古代的不少词汇已逐步淘汰，

弃之不用。如形容人面貌的“面如冠玉”、“樱唇一点”等，如今不会有人再用了。皇帝自称

“朕”、“寡人”，称他人为“爱卿”，还有“令尊”、“令堂”、“令爱”之类的称谓，现在再用，

就有不合时宜之嫌了。 

演讲用文言文的时代早己过去，有的人在演讲中使用文言，卖弄学问，故显高雅，这种

以艰涩之词惑众的人，没有市场了。因为用晦涩难懂的话，必会让人费心揣度，势必影响听

的效果。而且听众文化素养有很大差别，应该“就低不就高”。所以，对广大群众演讲，更

应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那种用“请恕冒昧”之类的话就未免是故作“高雅”，听众未必

喜欢。 

法国大雕塑家罗丹说：“用铅笔画些花样，用色彩涂些炫耀的焰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

写些光彩的句子，这些空头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机巧的人，然而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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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却是要自然地、相互地描绘和写作。”这句话对演讲的语言使用也完全是适用的。  （七）

忌方言俚语  演讲按照内容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应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但要注意，

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方言众多，欲使演讲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交流顺当，还有个改变家乡

音、推广普通话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语言障碍。因为一个国家语言标准化、规范化的程度，

往往反映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在演讲中，应尽量少用或不用方言俚语，免得出现不合时宜

的“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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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演讲者修养和能力的培养 

演讲者演讲的目的是在启迪人、教育人，提高听众的思想认识、科学文化水平。这样，

首先就给演讲者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具备先进的科学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品质修

养和丰富渊博的学识，这样才能远见卓识，高瞻远瞩，识前人所未识，讲前人所未讲。历史

上许多著名的演讲家如德摩斯梯尼、西塞罗、林肯、马克思、恩格斯等等，无一不是学识渊

博、修养深厚的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演讲之所以能旁证博引、妙语惊人，无时不在闪烁着

智慧的光芒。通常人们所说的“要给别人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这个道理。

尤其是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新知识、新学科不断涌现，如果演讲者不了解新知识，

跟不上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步伐，就不会使演讲充实、新鲜、生动。所以就更需要演讲者努

力学习，迅速掌握各种新思想、新科学、新方法，并能把这些生动、具体、精彩的事例自如

地组织到演讲中来，更好地为听众服务。 

一、演讲者的修养 

初学演讲的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地掌握演讲的技巧和方法。当然初学乍练，掌握

一定此把演讲看盛是单纯的技巧问忽视了自身的修养，那就本末倒置了。演讲者要想使演讲

获得良好效果，其自身的修养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一次演讲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

甚至几分钟，但是它所展现的却是演讲者自身的全部修养。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演讲者，

就应当首先加强自身的修养。 

那么，演讲者都应具备哪些修养呢？概括地说主要应该在思想品德、文化学识、思维能

力、口语表达、心理素质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和水平，对此作的努力和培养就是演讲者的

自我修养。（一）思想品德的修养 

高尚的思想品德和道德情操是一个优秀演讲者最基本的修养，是他的灵魂和统帅。古人

曾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演讲也是如此，作为演讲者，更应以一

个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带头恪守社会道德规范，以此才能把正确的观

念传播给听众。 

演讲强调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一个演讲者要说服别人相信真理，自己首先要相信；

要劝说别人讲礼貌，自己首先要讲文明礼貌。一个思想品德高尚的演讲者，无论作什么内容

的演讲，都会用高尚的思想品德去感染和影响听众。很难设想，一个整日邋遢不拘小节的人，

上台后却大讲礼貌文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一个不努力学习的人，上台却大讲刻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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