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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警察言语修辞研究》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说部分，探讨警察言语修辞的内容和原则，阐释警察言语
修辞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指出警察言语修辞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
第二章警察执法口语的修辞技巧，主要探讨警察执法口语的内涵、特征、种类、作用和修辞原则。
第三章警察公务文书言语的修辞技巧，主要研究警用立法文书言语和警用司法文书言语的修辞策略和
修辞技巧。
第四章侦查讯问言语修辞，主要研究侦查讯问言语的特点、修辞原则和修辞方法，重点研究话语预设
的特点、话语预设实现的条件、话语预设的技巧等。
第五章地域方言修辞，主要探讨警务语境下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修辞规律，研究方言语音选择、
词汇选择和语法选择的规律，还研究了警务活动中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第六章体态言语与识谎，通过对体态言语类型和表现的认知，具体阐释表情体语、姿势体语、动作体
语、空间体语与识谎的关系。

《警察言语修辞研究》由殷相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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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相印，1964年6月生，山东微山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人选，现任教于江苏警官学院。
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汉语方言学、修辞学、语用学的研究。
在《南京社会科学》、《扬州大学学报》、《山西师范大学学报》、《修辞学习》等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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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执法口语的得体性，还表现在语气的恰当使用上，即语音和语调要适中。
交往中语音和语调的强弱高低、语速的快慢都直接反映出谈话者的感情变化。
警察可以根据交谈的内容，采用与之相匹配的语音和语调，以辅助对方理解谈话内容。
语音和语调的使用要自然，与谈话内容协调一致，切忌故弄玄虚、矫揉造作。
比如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民警要注意语气的使用。
先期处置的现场负责人要对警员进行周密安排，合理分工：谁当主要对话人，谁做辅助表述人，谁应
对主要当事人，谁应对围观群众，要合理使用语气，以表达不同的态度。
针对群众合理的诉求，要用同情的言语缓和现场气氛，缓解对立情绪。
现场有妨碍公务、冲击机关、打砸抢烧等违法行为苗头出现时，可用警告威慑类言语，说话时要言语
简短、声音响亮、语速加快，从而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要事先分门别类制作好宣传词语、区分不同情况来宣讲法律法规，激发围观群众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
感，以有效应对闹事者的对抗情绪；对外围围观群众善用公告提示语，请群众积极配合处置，不得影
响处置、妨害公务。
比如临场执法的应急言语，遵循得体性修辞原则非常重要。
在命案、非正常死亡等重大案件现场，警察的言语表达要特别谨慎、适中，言语要得体；要少讲结论
语，多讲中性语。
在证据不足、责任不明的情况下，不要随意下断论，不说或少说表态语。
如石首事件，就是因为警方过早轻率下结论，认为当事人是自杀，引起家属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威
胁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遇有情绪失控的当事人，如何定性、如何处理，警察不能急于表态，要反复告知调查处理的过程和程
序，希望其积极配合、耐心等候。
警察要少讲冷漠语，多说安慰话。
　　当事人情绪激动，就要以冷静、平和的语气进行抚慰，表明依法处理、快速办理的态度。
执法口语要得体，警察还需注意自身情绪对交际的影响。
心理学家分析，情绪是可以相互感染的，好的情绪和态度可以感染他人；相反，产生矛盾或发生争执
时，矛盾双方甚至周围人的行为情绪也互相感染。
如对一个交通违法者，交通警察态度生硬，言语粗暴，对方往往会心生反感，很难主动配合警察执法
；对一个来车辆管理所办理业务的群众询问办事程序时，若警察漠然置之，交际效果可想而知。
.总之，无论在什么场合，警察的言语都要有分寸，要进退有度。
警务实战中，有些警察缺乏耐心和细致的解释言语，说话不顾场合，不管得体与否，只会宣布条款或
者处罚决定，致使群众对存在的问题和危害性认识不足，产生逆反心理。
个别警察使用粗暴、不文明、不耐烦等不得体的言语，造成群众反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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