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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学口才》

内容概要

《跟毛泽东学口才》，本书内容包括：说话看对象、情真意诚、平易近人、豪迈奔放、委婉含蓄、幽
默风趣、通俗易懂、真诚赞美、敢于拒绝、诚垦道歉、活用比喻、巧用典故、善用对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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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说话看对象　　1.说话要看对象　　话总是说给别人听的。话说得好不好，说话人是否
有口才，不仅要看话语是不是恰到好处表达了说话人的思想情感，尤其要看别人能不能够准确理解，
乐于接受。如果说的话别人听不懂，或者压根儿不想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说话要看对象。　　
毛泽东出身农村，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长期的农村根据地斗争中，他养成了说话看对象的习惯
。例如对待农民，他就会常常利用拉家常、叙农事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群众疾苦，体察民情，与群众
打成一片。　　1953年6月28日，毛泽东到了北京市郊区鱼池村视察，他走访的第一家，就是解放前给
有钱人看坟的张振的家。当时张振的妻子那淑贞正怀孕，一听说毛泽东来她家做客，哪顾得收拾，一
手抱个娃娃奔出院子，抬头一看，毛泽东刚好正迎面走来。见到她，毛泽东风趣地说：“嗬，大嫂你
真行，一边一个，中间还一个。”这诙谐的语言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　　一走进院里，毛泽东就问
寒问暖，他摸着院子里晾的一床露棉花的破被套问，冬天盖这样的被子薄不薄？又走进屋里问，冬天
烧炕不烧炕？还问家里几口人？都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小孩子上学没有？庄稼长得好不好？当问
到粮食够吃不够吃时，张振如实回答：“过去吃野菜，现在有吃的啦，不过还不大好，荒月还要吃些
白菜团子。”　　毛泽东点点头，安慰他说：“不用急，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领袖，在人
们心目中，那是只能在屏幕上见到的，即使他真的走到人们中间来，人们也往往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
的感觉，或都敬而远之，或者虽在一起，也总觉得局促不安，但毛泽东深知群众的心理，说话有强烈
的对象意识，区别对象，有的放矢，对乡亲拉家常，因此效果很好。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常
常一声“大哥”，一声“大嫂”，一句地方话，一句知心话，就能使人感到平易、亲切、温暖，气氛
立即就活跃起来。　　与乡亲拉家常，毛泽东对不同的人也擅长说不同的话，既讲究话语的形式与自
己和对方的身份相符，既得体又恰当，更把自己与乡亲的距离拉近了。　　1954年，毛泽东北戴河住
室的客厅里，坐着来自湖南的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县供销合作社的干部，一个叫毛继生，20多岁，
身材单瘦，粗眉大眼，另外两人叫邹祖培、庞菊中。　　毛泽东亲切地向客人们打听土地改革、三反
五反、互助组的情况，可是，局面很尴尬。毛继生坐在一张藤椅上，两腿并得铁紧，两手紧紧放在膝
盖上，一动也不动。邹祖培和庞菊中，虽然都是韶山的老地下党员，这时也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坐
在他们三人的对面，问一句，答一句，气氛很不活跃。　　本来，他们是来北京参加全国供销社工作
会议的。到了北京，见了世面，还想见见毛主席，于是三人合计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想不到会议一散
，他们的愿望果然被毛主席同意了，一辆小轿车就把他们拉到了中南海。此时此刻，三个人也在不约
而同地埋怨自己：“没有用，讲见毛主席，劲头那样大，如今真的见到了，有话讲不出。”　　毛泽
东探测着大家的神情，然后与他们拉起了家常，他总把目光注视着年轻人毛继生，用十分纯熟的韶山
话亲热地朝他问道：“冲里那两棵大枞树，还在不？”　　毛继生知道，毛主席说的枞树，就是那两
棵长在韶山毛主席旧居下面的大枞树。　　“一棵早两年死了，一棵还在，如今长到咯样大了。”毛
继生回答说，同时两手做了个全抱的姿势。　　他自己也纳闷，手还没放下，情绪却顿时好多了，于
是反问：“主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记得这两棵大枞树？”　　毛泽东神秘地笑笑，风趣地说：
“讲起那两棵树呀，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哪，哪有不记得的？”　　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小时候的
一段故事。说一个爱树如命的女主人邹四阿婆，屋旁种着不少枇杷树、梅子树、桃子树，管理很严，
孩子虽然眼馋，但不敢“轻举妄动”。一天，毛泽东和几个伙伴下课后去偷果子，被邹四阿婆发现了
，她挥动着一根长长的、软青皮竹竿，把他们从树上轰下来紧追不舍。她一面追，一面喊着：“好呀
，石三伢子（毛泽东的乳名），你充头领，我就先逮住你！”毛泽东先是纵身跳进一条土沟里，后又
翻出沟外，爬到高高的枞树上，笑着、喘着冲邹四阿婆做鬼脸儿，弄得邹四阿婆无可奈何，只好骂骂
咧咧地走了。　　听着毛主席用一口家乡话，讲述小时候的故事，客厅内的气氛一下子就轻松活跃起
来，欢声笑语亲如一家。　　午饭时，毛泽东又把孩子们叫出来认识客人，还让孩子叫毛继生为“叔
公”。毛继生涨红着脸，一面摆手，一面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说：“敬老尊贤还
是要的，受了，受了。”　　亲切的乡俗，真切的民风，纯正的家乡话，使拘谨的气氛、尴尬的局面
一扫而光。这正是毛泽东因人而异说话方法的结果。　　临行时，三个人激动地同毛泽东一一握手，
说：“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没有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
”　　毛泽东动情地说：“难为家乡人的好意啊！我现在大不大，细不细，是个主席，回去一路不容
易呀！”　　话语里，饱含着对家乡的深情，对故园的神往，但是，几位来自韶山冲的人却深深地感
觉到毛主席还是他们韶山冲的人，他还是那里的儿子。　　说话要看对象，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与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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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得体，准确，易为人们接受，就是因为他讲究了这一点。　　毛泽东能够因人而异说话，这是以他
了解、熟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习性为基础的。他和农民讲农民的话，是因为他和农民相处得
很好。毛泽东熟悉农民，了解农民，认识农民，尊重和依靠农民。他遇到不认识的农民，如果是男的
，他便走到跟前亲热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大哥？”遇上妇女，他便说：“大嫂，怎么称呼你？
”称呼前的一个“大”字，既是毛泽东口才的体现，也凝聚着毛泽东对农民地位的肯定和对农民阶级
的尊重，这种称呼也反映了东方社会在人际关系上讲究远近亲疏的民族特征。听到他这样热情的称呼
，对方那种陌生感和紧张情绪很快就不见了，很快就会接上话题。　　在转战陕北时，有天夜里住进
田家湾。十几个人与毛泽东挤入一个窑里睡。房东大嫂不安地一再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
，对不住首长了。”　　看见大嫂不安的样子，毛泽东依着大嫂说话的节律喃喃：“我们队伍太多了
，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　　说得大嫂和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话语交际过程中，
要力求说话的形式体现说话人的气质、水平，甚至于对方的性格、精神境界与特征以及特定环境下的
特定情况相符合。因为这些因素就决定了说话的语言强力。毛泽东在与乡亲们讲话中常常能把握自己
的强力，反应灵敏，因人而异，把语言发挥得自然、真切又幽默诙谐。　　2.说话要区分话题　　春
秋时的邓析说：“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
，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邓析
的话，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要话因人异，区别
对待。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古畑和孝说得十分中肯：“即或是最有效的发送者传播最有效的信息内容，
如果不考虑接受者方面的态度及其条件，也不能指望获得最大效果。”毛泽东与年轻人的谈话就充分
运用了这一技巧。　　毛泽东对年轻人关怀备至，不仅在经济上经常给以帮助，而且注意与他们进行
心理上的沟通。他与年轻人的沟通主要是通过谈话来实现，但是他与年轻人谈话常常以年轻人关心和
喜欢的话题，与他们接近，甚至帮助他们的。　　毛泽东有个卫士叫封耀松，有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毛泽东决定帮助他克服这个缺点，于是他决定选择年轻人最喜欢的恋爱这个话题入手。　　封耀松
先是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女文工团员，人家不干，不久谈吹了。可小封仍不死心，不久在合肥舞会上
又挑上了一个女文工团员。不久，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天，毛泽东见到小封，他笑着，对封耀
松说：“你是不是在搞速胜论呀！”　　小封脸通红的，恰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便托他们代为了解一下女团员的情况。晚上，曾希圣夫妇来说：“哎呀，不太合适。女方比
小封岁数大，快大3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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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跟着毛泽东的路线走没错
2、非常棒，好书
3、向毛主席学习，我喜欢读毛主席的书籍，多读，精读，我想对我的人生，不管是事业还是为人处
事肯定有帮助
4、向毛爷爷学习，放在家里慢慢看
5、向伟大领袖学习
6、非常好，可以学到不少知识
7、口才是日积月累的产物，多看书，多思考，才能把话说好！
8、挺 不错 ，值得学习。
9、我喜欢毛泽东，所以有关毛的东西，我都乐意了解一番
10、此地无银三百两
11、就是觉得里面的内容很好 很有启发
12、好书，跟伟大领袖跟毛泽东学口才
13、伟人的口才无处不在地闪烁着智慧光芒，向伟人学习口才，好书!
14、说话是一门学问。掌握说话的技巧，发挥良好的控制气场的手段是一个口才优秀之人所必须掌握
的技巧。但是，我们并非每个人都是有说话天分的人物。不过，我们大体也都认同，口才好的人基本
上都是那些有作为的。譬如说我们的开国主席毛泽东。哪怕时至今日，我们至今依然能够牢记他的那
些字字珠玑的话语。在他的高谈阔论之下，有着他的雄韬伟略；在他的妙语连珠之下，有着他的胆识
谋略；在他的自信威严之下，有着他的振奋士气----

那么，就让今日的我们一同步入《跟毛泽东学口才》。在这里，我们可以一睹毛主席当年的风采与口
才；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下毛主席的说话的技巧。

与其说这本书是教导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口才。倒不如说是让我们在欣赏着毛主席的经典话语之下提
高自我的口才悟性。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那些值得借鉴的说话技巧；在这本书中，我们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人们至今牢记的伟人。言如其人。毛主席极具才华的说话艺术为他领导工作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毛主席极具特色的说话水品为我们现今的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领导者的风范由
此在他的口才之中展露无遗。

全书的内容其实就是分段讲解主席说话的技术特色。在第一章中，主要内容介绍的是说话看对象。总
所周知，作为一个领导农民阶级翻身做主人，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新中国的主席而言，他实在需要
接触太多的人并处理对应的事。身份的设立，注定了他必须和不同阶级和身份的人们打着交道。而为
了革命的持续推动与发展，毛泽东势必要掌握说话的不同尺度了。对此，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的第一章
中看到有关于说话看对象的内容。对于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话题，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物背景，说
话的内容和方式的确是不能照搬照抄的。否则，你说的话可能对方听不懂；否则，你说的话可能对方
不能接受。而在第二章节中，主要集中的话题还是在于情真意切。一般只有发自肺腑的话语才会让听
话的对方容易接受。正所谓“心诚所致，精石为开。”说话坦诚，说话发自肺腑，以情动人必不可少
。在第三章中，书里面又提到了平易近人的特色。的确，哪怕身为高高在上的主席，他同样需要放下
架子。高高在上的领导永远没有心服口服的下属或者百姓。而平易近人的方式完全可以获得更多百姓
的爱戴和信任。作为领导的主席的确非常精准地注意到了这个要点。在第四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豪
迈奔放的主席特色。是啊。在那个异常艰苦的革命岁月中，主席就是用着如此的说话特色鼓舞着士气
，激励着将领奋勇向前。领导的口才绝对地不容小窥。在书中的每个章节，我们都可以发现到主席颇
有特色的说话口才技术。作者也正是通过举例例证的方式，让我们在看着主席的故事过程中，领略着
他自身所潜在的说话口才技巧。

于是乎，妙语连珠的毛主席形象豁然于书中的字里行间显现出来。而我们现在的人们看着这些精妙概
括的事例之后也更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度。伟大的领袖，精妙的言论。学口才的过程更是让我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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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一代伟人的过程。
15、买的一套书关于
16、通过该书可以进一步领略伟人的风采，尤其是关于口才方面，看完后你不得不想：要想拥有完美
的口才，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更需要大度乐观的精神，该书中值得一读
17、伟大领袖的口才无与伦比！看这本书令人获益匪浅！
18、这五本书都看完了～～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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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说话是一门学问。掌握说话的技巧，发挥良好的控制气场的手段是一个口才优秀之人所必须掌握
的技巧。但是，我们并非每个人都是有说话天分的人物。不过，我们大体也都认同，口才好的人基本
上都是那些有作为的。譬如说我们的开国主席毛泽东。哪怕时至今日，我们至今依然能够牢记他的那
些字字珠玑的话语。在他的高谈阔论之下，有着他的雄韬伟略；在他的妙语连珠之下，有着他的胆识
谋略；在他的自信威严之下，有着他的振奋士气---- 那么，就让今日的我们一同步入《跟毛泽东学口
才》。在这里，我们可以一睹毛主席当年的风采与口才；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下毛主席的说话
的技巧。 与其说这本书是教导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口才。倒不如说是让我们在欣赏着毛主席的经典话
语之下提高自我的口才悟性。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那些值得借鉴的说话技巧；在这本书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人们至今牢记的伟人。言如其人。毛主席极具才华的说话艺术为他领
导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毛主席极具特色的说话水品为我们现今的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领导者
的风范由此在他的口才之中展露无遗。 全书的内容其实就是分段讲解主席说话的技术特色。在第一章
中，主要内容介绍的是说话看对象。总所周知，作为一个领导农民阶级翻身做主人，推翻国民党政府
，建立新中国的主席而言，他实在需要接触太多的人并处理对应的事。身份的设立，注定了他必须和
不同阶级和身份的人们打着交道。而为了革命的持续推动与发展，毛泽东势必要掌握说话的不同尺度
了。对此，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看到有关于说话看对象的内容。对于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话
题，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物背景，说话的内容和方式的确是不能照搬照抄的。否则，你说的话可能
对方听不懂；否则，你说的话可能对方不能接受。而在第二章节中，主要集中的话题还是在于情真意
切。一般只有发自肺腑的话语才会让听话的对方容易接受。正所谓“心诚所致，精石为开。”说话坦
诚，说话发自肺腑，以情动人必不可少。在第三章中，书里面又提到了平易近人的特色。的确，哪怕
身为高高在上的主席，他同样需要放下架子。高高在上的领导永远没有心服口服的下属或者百姓。而
平易近人的方式完全可以获得更多百姓的爱戴和信任。作为领导的主席的确非常精准地注意到了这个
要点。在第四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豪迈奔放的主席特色。是啊。在那个异常艰苦的革命岁月中，主
席就是用着如此的说话特色鼓舞着士气，激励着将领奋勇向前。领导的口才绝对地不容小窥。在书中
的每个章节，我们都可以发现到主席颇有特色的说话口才技术。作者也正是通过举例例证的方式，让
我们在看着主席的故事过程中，领略着他自身所潜在的说话口才技巧。 于是乎，妙语连珠的毛主席形
象豁然于书中的字里行间显现出来。而我们现在的人们看着这些精妙概括的事例之后也更加深了对毛
泽东的认识度。伟大的领袖，精妙的言论。学口才的过程更是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代伟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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