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巧辩不如攻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巧辩不如攻心>>

13位ISBN编号：9787507530490

10位ISBN编号：7507530493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华文

作者：陈禹安

页数：2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巧辩不如攻心>>

内容概要

本书从《三国演义》取材，精选出数十个精彩的说服案例，首次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深度剖析
三国中的说服智慧，并归类得出数十个具有强大效力的说服策略。
这些说服原则和策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既可单独使用，亦可综合运用。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又特意增写了综合应用这些说服策略的经典案例。
赋予了三国文化以全新的视角，使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现代社会更加光芒四射。
本书通过对三国故事中的经典案例进行心理学上的深度剖析，深刻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到几乎从
未思考过的大道理：说服不是口舌之辩，而是一种情感和理性的力量博弈，只有娴熟运用心理学原理
，并深入洞悉对方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占领对方理性和情感的高地，由以理服人上升到使对方“口
服心也服”的更高境界。
这就是日常所言“攻心术”的威力所在。
这个奥秘，千百年来，从未有人真正点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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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说服的本质——协调认知　　诸葛亮为什么能说服关羽放弃和马超比武——说服途径的综合运
用　　刘备顺利攻下刘璋的西川，勇将马超也投归刘备麾下。
刘备遂自领益州牧，大封老部下及新降文武。
　　独自在荆州镇守的关羽被封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刘备又遣使送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
千万、蜀锦一千匹厚赏关羽。
关羽非常高兴，但是当他得知新近归降的马超也被封为平西将军、都亭侯后，就很不高兴了。
关羽认为马超刚刚来投，也没立多大的功劳，就得到了这么丰厚的封赏，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而且，马超一向以勇猛著称，他的到来对素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的关羽是一种无形的挑战，所以
，心高气傲的关羽决定，要和马超比武，一决高下。
　　关羽叫来儿子关平，对他说：“我派你到成都去，向刘伯父致谢。
另外，你还要代为禀告一件事。
我听说马超勇猛过人，我要入川和他比武，看看到底是谁更胜一筹？
”　　关平来到成都，面见刘备，禀报此事。
　　刘备闻言，大吃一惊，说：“荆州是我等立身之本，云长如果入川，荆州谁来防守？
马超确实十分勇猛，当初曾经和翼德数日激战，不分上下，如果云长和他比试，无论哪个有点闪失，
都非同小可。
这怎么能行呢？
”　　刘备担心的这两点，都十分重要。
在任何一点上出了意外，都是他以及他的组织所不能承受的。
　　但刘备对关羽也十分了解，如果自己强行压制，关羽迟早还会动这个念头的。
正在为难之际，诸葛亮却说：“主公不用焦急，我只要写一封信，必定叫云长回心转意，安心镇守荆
州。
”　　于是，诸葛亮写好信，交给关平带回荆州给关羽。
关羽见到关平回来，连忙问：“我要和马超比武之事，你可曾向刘伯父提起？
”关平说：“我已经向刘伯父禀告了，现在有军师的一封书信在此。
”　　关羽打开一看，不由放声大笑，心情畅快已极，吩咐关平急传部众宾客，会集一堂，宣示孔明
此信！
　　诸葛亮的信是这样写的：　　“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
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
也。
今公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
罪莫大焉。
言虽狂简，惟冀明照。
”　　关羽看毕，自绰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
”从此再也不提入川找马超比武的话题了。
　　诸葛亮的信为什么能说服关羽呢？
　　在《刘备为什么能说服袁绍而两次死里逃生》一文中，我们介绍了说服的两种途径：中心途径（
理性说服）和外周途径（感性说服）。
诸葛亮的这封信正是综合运用了这两种说服途径而达到了说服的效果。
　　信的前半段是一个典型的“外周说服”。
　　诸葛亮把马超归为黥布、彭越这一类的人（“形象化策略”）。
黥布和彭越都是秦末汉初名将。
黥布原来在项羽手下，是霸王帐下五大将之一，曾被封为九江王，后叛楚归汉，投奔刘邦，被封为淮
南王。
彭越也因战功被刘邦拜为魏相国，后又被封为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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黥布、彭越和韩信被称为汉初三大名将。
　　黥布、彭越这两个人以作战勇猛闻名，却不以谋略见长。
诸葛亮把马超和他们相提并论，并进而认为，马超和同样勇猛过人的张飞是并驾齐驱的。
但是，无论是黥布、彭越，还是张飞、马超，都不能和超群绝伦的关羽相比。
至于关羽如何超群绝伦，诸葛亮根本不用解释说明，其实也没法解释说明到底关羽比他们强在哪里。
但诸葛亮只要这么一说，就正好迎合了关羽的高自尊需求。
如果关羽再提出要和马超比武，就等于是自降身份了。
这是非常有感性力量的一种说服。
　　紧接下来的一段，则又采用了说服的中心途径，晓之以理，谕之以义，通过一再强调镇守荆州的
重要性，来烘托关羽本人的重要性。
　　诸葛亮认为，荆州北拒曹操，东控孙权，是刘备集团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基地。
刘备刚刚夺了西川，但人心未定，还存在很多变数。
一旦关羽人川比武，曹操孙权乘虚而入，导致荆州有失，那么刘备集团辛苦奋斗形成的大好局面，就
又会归于覆灭。
荆州是如此的重要，又只能由超群绝伦的关羽来镇守，才能稳如泰山。
这本身就是对关羽的最高褒扬。
反过来说，如果因为关羽的个人原因，擅离职守，人川比武，导致荆州有失，那么这个罪责就只能由
关羽来承担了。
所以，关羽也必须理性思考，自己肆意妄为带来的后果。
这自然是理性说服的体现了。
　　事实上，诸葛亮要对关羽进行说服，只要运用这两种说服的一种就可以达到。
但是，诸葛亮对这两种途径的综合运用，让说服更加容易被接受，说服效力也更加持久。
　　我们知道，外周途径的说服，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快速途径，能够较快地达成说服；而中心途
径的说服，立足于理性分析，说服对象要经过逻辑严密的思考才会接受，所以说服所花费的时间要更
长一些，但经过理性思考后而被说服的效力要长久得多。
　　这两者的结合，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让诸葛亮的说服严丝合缝，没有一丝漏洞，也让关羽心悦
诚服，欢心接受。
　　而诸葛亮在这两种说服途径的运用次序上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诸葛亮先用外周途径的感性力量快速地满足了关羽的情感需求，激发了关羽的好心情，让关羽心
情愉悦地放弃了比武的想法；紧接着又用理性的分析，指出关羽擅离荆州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让
关羽进行中心途径的思考，从而强化了说服的效力。
　　如果诸葛亮先用中心途径，再用外周途径，当然也能达成说服，但可能效果就会差很多。
毕竟，在这件事上，关羽确实是在开和他身份不符的“大玩笑”。
如果诸葛亮一上来，就先以大道理压人，虽然关羽也无话可说，但多少会有些抵触情绪，从而会影响
说服的效果。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说服的两种途径，并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能够有机融合的。
作为一个说服者，应该善于同时发掘说服中适于这两类途径的因素，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势不同而加以
不同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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