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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精品鉴赏》

内容概要

一、编者介绍。本书发起人、编委会主任赵启正先后曾任浦东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国
务院新闻办主任,其对国内外有广泛的接触与深刻的了解,具有观念与思路领先的优势。本书主编刘德
强教授和他的写作团队长期从事语言艺术研究,曾出版过语言艺术方面的精品著作10余本,其中包括《语
言艺术论》《现代演讲学》《世界演讲名篇鉴赏辞典》等,并在国内外进行过千场演讲、对话等语言艺
术的宣讲,深受欢迎。此次出书二人可谓强强联手。
二、对话的意义。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对话时代。在全球化时代,需要跨越不同文明的对话,从前,跨文明
对话是由极少数所谓精英人士承担的。而今由于快捷交通、卫星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原来不相
干的陌生人也成了容易见面的近邻。家庭和睦、朋友融洽、事业兴旺、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平与国际
贸易都离不开对话。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把对抗变成对话,
走出一条经济全球化时代建设大国关系的新途径,让未来的世界更加和平、稳定、繁荣。对话已成为当
今世界必由之路,对话已成为全人类的需要。
三、出版的目的。出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人们提供提升对话能力的参考。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当中与
环境交流的能力或与社会对话的能力对他成功的影响绝不低于他的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对他的影响。
以对话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尊重的心态倾听对方的见解,从对话中提炼合理的内核以及心得体会,
日集月累必获益甚丰。善于对话的人通过有效的提问和答问,必能创造一个友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在
双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合作,贡献出正能量。当今中国每年举行的和中国参加
的国内和国际论坛就有几万个,大批学者、企业家和官员直接参加了跨越不同文明的涉及政治、经济和
文化广泛主题的对话,每每产生精彩的篇章,可惜很少见到有精彩的对话发表。对此读者早有期待。《
对话精品鉴赏》一书的出版,补充了这一空缺,为广大读者做了一件好事。
四、本书的特点：一是精选。全书经过广泛的资料收集、筛选以及不断补充、调整,从数千篇对话中遴
选出精彩的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对话共计百余篇,约百万字。二是广泛。其内容牵涉哲学、政治、法制、
经济、管理、科技、信息、文化、教育、国学、文学、艺术、语言和生活等类型,知识面广、视野开阔
、思想深邃、给人启迪、令人思索。三是真实。本书选择的对话内容强调“真实、准确,皆以正式发表
的内容为准”,并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详实案例和丰富的理论基础。四是实用。本书能针对现实,展
望未来,具有实用价值。真所谓“跑万家不如跑一家”,一卷在手众览天下事。五是导读。每篇对话前
面均附有【文章导读】,以加深读者对对话原文的理解；书末附有《对话知识简介》,以使读者读者对
“对话知识”有个系统的了解。六是碰撞。本书兼收了不同的观点和说法,这是一场精英的智慧碰撞,
精彩的思想交锋,头脑的革命风暴。其目的在于启发读者的新观念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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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精品鉴赏》

作者简介

刘德强教授简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原上海市演讲学研究会创始人、会长 ,现任中国演讲协会副会
长。主要著作有《现代演讲学》《语言艺术论》《人际沟通与语言艺术》等十余本著作，并主编《演
讲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版）《对话精品鉴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发表论文和文
章百余篇。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上海大学等高校开设演讲学专业课和讲座。为电台、电视台
、网站以及国内外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开设演讲艺术、人际沟通与语言艺等讲座和培训两千余场，
深受欢迎。被上海东方大讲坛讲师团评为最受欢迎的十大讲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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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精品鉴赏》

书籍目录

篇目表
１．冷兵器时代以弱胜强的秘诀
———长勺之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
（公元前６８４年）
２．因材施教的孔子　因人而异的“仁”理
———春秋晚期孔子与弟子的对话
（约公元前５００年）
３．师生同坐话未来
———孔子与弟子子路等的对话
（约公元前５００年）
４．古希腊著名学者普罗塔哥拉和学生爱瓦特尔的法庭对话
（约公元前４００年）
５．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
———战国时期孟子与学生告子、公都子的对话
（约公元前３００年）
６．超越国界的战略对话
———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与六国君王的对话
（约公元前３００年）
７．巧用贪利畏强之念破六国联盟
———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与七国君王的对话
（约公元前３００年）
８．大智大勇力挫强秦贪念
———战国时期赵国大夫蔺相如与秦昭王对话
（约公元前２８３～公元前２７９年）
９．爱子与爱国　两者如何兼顾？
———战国时期赵国大臣触龙与赵太后对话
（公元前２６５年）
１０．哲学家的宣言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３９９年）
１１．“平民之怒”战胜“天子之怒”
———战国时期安陵国使者唐雎与秦王的对话
（公元前２２５年）
１２．安东尼为恺撒的辩护
———在恺撒葬礼上与观众的对话
（公元前４４年３月１５日）
１３．明天下大势　析三分大局
———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刘备的对话
（公元２０７年）
１４．真心求谏　修明政治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群臣的对话
（公元６２７～公元６４９年）
１５．林肯为蒙冤者的法庭辩论
（１８３６年）
１６．曹聚仁访问孙中山纪实
（１９１１年）
１７．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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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精品鉴赏》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
１８．周恩来１９４６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前后答中外记者问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８日，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
１９．没有生活，即没有活的语言
———老舍答复关于茶馆的几个问题
（１９５８___________年５月）
２０．我不是文学家
———巴金和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的对话
（１９８０年４月）
２１．邓小平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
（１９８０年８月）
２２．永恒的孤独
———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美文学家马尔克斯
（１９８２年）
２３．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答
———刘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答青年问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２４．“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访谈录
（１９９１年２月）
２５．被上帝选来给人们以音乐和爱的工具
———美国黑人歌星杰克逊访谈录
（１９９３年９月）
２６．足球运动应自省
———原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访谈录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２７．打开未来时速窗口的微软神话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访谈录
（１９９４年）
２８．为电影艺术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卓别林女儿访谈录
（１９９４年６月）
２９．成功不能靠吃老本
———西门子公司总裁皮勒尔访谈录
（１９９７年１月）
３０．为永久的和平
———克林顿总统在北大的对话
（１９９８年）
⋯⋯
９０．人口老龄化挑战中国
———人口问题研究专家杜鹏教授在《世纪大讲堂》的对话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１日）
９１．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访谈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
９２．大学共和国
———访问香港大学校长金耀基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５日）
９３．关于“中国模式”
———赵启正与（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丝·奈斯比特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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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８月）
９４．十一岁的小记者韦弗采访美国总统奥巴马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
９５．文化书法与文人书法
———北大教授王岳川与台湾文学院教授龚鹏程的对话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９６．地球只有一个
———对话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詹姆士·利普
（２０１０年６月５日）
９７．世博与“中国梦”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访谈
（２０１０年７月９日）
９８．解读瑞士传奇
———对话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部长多丽丝·洛伊特哈德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
９９．关于奇石的对话
———中国赏石协会副会长陈洪法在上海电视台与观众的对话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４日）
１００．以现代化告别过去
———专访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
１０１．道出联合国真相的秘书长
———采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１０２．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堂吉诃德》译者杨绛先生百岁访谈
（２０１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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