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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辩传播述评:游说社会人生》主要内容：中国论辩括动的方式， 方法和技巧，通过分析不同说客
十体命运和在具体论辩活动中的利害得失，揭示说客群体的社会特征、政治地位，以及其在特定历史
情境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论辩传播述评:游说社会人生》以《孙子兵法》和《鬼谷子》为纲，《
孙子兵法》，侧重整体的谋略分析，《鬼谷子》侧重具体的论辩方式和方法，同时，以中国古代文献
典籍中的精华来阐释蕴涵其中的论辩活动规律，从前在某种程度上揭示论辩与社会的关系，描述古代
说客们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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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奎林，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硕士，廊坊师范学院新闻学专业副教授。近年来有十余篇学术论文
、新闻稿件在新闻核心期刊和国家级媒体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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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论辩的意义第一节 论辩发展的历史与条件一、中国论辩史略二、西方论辩史略三、论辩孕育
发展的社会条件第二节 论辩定义的内涵与变迁一、古代时期二、现代人的论说观念三、信息时代的论
辩定义第三节 论辩的意义一、论辩的哲学意义二、论辩的逻辑意义三、论辩的社会意义第二章 诡辩
与悖论第一节 关于诡辩一、诡辩的定义二、诡辩的方法三、黑格尔的观点和诡辩的价值第二节 关于
悖论一、悖论的形式表现--二难推理二、悖论的本质第三节 诡辩和悖论的破解第四节 论辩的原则一、
论辩的逻辑原则二、论辩中所应遵从的其他几种逻辑关系第三章 游说第一节 游说是什么第二节 以个
人为对象的游说一、面对面的交流二、利用文章 进行游说第三节 以群体或不确定人群为对象的游说
一、以言语为传播载体的游说方式二、以文字形式进行的传播行为第四章 论辩谋略分析--《孙子兵法
》解读（上）第一节 谋攻--论辩的重要性体现第二节 庙算--论辩活动的策划第三节 虚实--知己知彼，
调动敌人第四节 蓄势--论辩中壮大我方声势的策略第五章 论辩谋略分析--《孙子兵法》解读（下）第
一节 用间--论辩前、论辩中主动获取对方情况的策略第二节 作战--因敌制胜的策略第三节 军争--论辩
战场策略分析第四节 地形--论辩情势与应变策略分析第六章 论辩方法分析--《鬼谷子》解读（上）第
一节 捭阖--纵横家论辩游说的总方针一、捭阖的意义二、捭阖论说法的运用原则三、捭阖论辩方法的
含义四、捭阖论说法的运用方法第二节 反应--论辩过程中辩者必备的基本素质⋯⋯第七章 论辩方法分
析-《鬼谷子》解读（中）第八章 论辩方法分析-《鬼谷子》解读（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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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论辩的意义　　本章将从历史、理论、哲学的角度着重论述论辩活动的起源、定义、特征
，并对古今中外的智者、学者、论辩家有关论辩的论述进行鉴别，指出其对于论辩行为所发言论的出
发点、目的和作用。着重从时间维度，对论辩行为进行解析和诠释，并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论辩实际出
发探求论辩行为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定义和特征，以及其在信息时代的功能变迁。　　第一节论辩发
展的历史与条件　　人类论辩行为是伴随信息交流活动开始的。作为信息交流的一种强有力方式，其
原始形态产生于人类群体生活的早期，并随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日益成为人们交流思想，探
索真理的一种重要形式。人类论辩史在中西方有着不太相同的发展轨迹，但同时又存在着些许相似之
处，下面分别对中国和西方加以论述。　　一、中国论辩史略　　中国的论辩活动大约起于远古，在
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的第一篇《尧典》中就有帝王尧和大臣们关于选择接班人的一次论辩。其
后，我国的论辩活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具备正式形态的论辩活动兴于春秋，成熟于战国，转型于秦
、汉、唐、宋，衰亡于元明清，复兴于清末民初。　　1.春秋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正处于我国由奴
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东周中央集权统治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争权夺利，为了
各自的利益频繁发动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国君为了本国的利益、安危、富强，不得不广开
言路，虚心接受和采纳不同的政治主张，任用贤能治理国家，这就为各种政治学说的形成和社会实践
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鉴于此，春秋时期成为我国论辩兴起的重要阶段，各个阶层的人士出于不同
的目的纷纷著书立说，通过论辩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以论辩著称的主要有管仲、晏子、
邓析、老子、孔子等，其中老子和孔子还成为道家和儒家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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