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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不是拍电影，它无法叫停，不能“从头再来”，所以演讲者在演讲前就要有救场的准备，防患于未然。在演讲过程

中，一旦真有意外情况发生就要求演讲者能从容面对，巧妙“救场”。可以说，演讲者的机智风趣不但可以巧妙“救场”，更可

以激活听众的思想和情绪，活跃会场气氛，形成演讲者与现场观众的互动和交流，引起听众的共鸣。 

    那么，在演讲中，该如何巧妙应对来“救场”呢？ 

    一、借“景”发挥，因势利导 

    演讲因场地原因，有时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尤其是一些重大主题的演讲，内容可能会比较空泛，本来就很难吸引人，再

有外界的干扰，演讲就很难顺利地进行下去。这时演讲者如能将眼前意外发生之“景”与演讲巧妙结合起来，可能就会让听众产

生这边“风景”独好之感，既化解了外界的干扰，把听众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回来，又使演讲别有情趣。 

    某大学在一次“中国在腾飞”的主题演讲时，把演讲地点定在了大礼堂里，当演讲进行了一半时，会场秩序就有些混乱了，

某生刚登台演讲不久，离会场不远的篮球场突然传来了阵阵的加油声，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就被吸引了过去，有些同学伸长了脖

子，竖起了耳朵，甚至有些同学干脆离开了会场去看篮球赛，这位演讲的同学一看马上就要失控的会场，灵机一动，临时改变了

后面演讲的内容，他大声地问道：“有哪位同学知道在悉尼奥运会上我们中国夺得了多少块奥运金牌？”这意想不到的提问，土

下子就把大多数同学的注意力吸引了回来，很多人大声回答着，有的甚至举起了手。“很对，”看到会场秩序有了好转，他又用

不大的声音讲道，“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讲的就是慈禧太后派团参加奥运会时的事。”这时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慈禧太后时也派过篮球队参加奥运比赛，只不过那时组队的队员都是临时从天桥找

来的变魔术的，他们穿着长袍马褂，把球变来变去，所以就只见他们投球却不见他们传球……”他话音未落，大家就大笑起

来……等到会场重新安定下来，他才动情地说道：“那时的中国落后啊！要不那时的中国人怎么会被称为东亚病夫呢！”话音刚

落，同学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同学是聪明而机智的，他就利用会场外篮球比赛这一特定之“景”生发开去，并与“中国在腾飞”这一讲题有机地结

合，巧妙自然，浑然天成，难怪大家又被他的演讲吸引回来了呢！ 

    二、意外卡壳，巧妙过渡 

    在演讲过程中突然忘词，这是参加演讲的人不愿却又很难避免发生的事情，但如果演讲者能从容镇定，巧妙过渡，或用上段

结尾中的句子进行发挥，或临时编一段结束语，礼貌地结束，或向听众提出问题为自己赢得思考的时间，这些都可以巧妙地救

场，也许演讲还会因此而更精彩。 

    在一次某机关组织的“公正自在人间”的主题演讲中，某演讲者讲到“什么是公正？世界上有真正的公正存在吗？”，这时

他情绪激昂，语调铿镪有力，可就在这时，发现自己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他有些紧张，但很快稳下神来，只见他微笑了一下，

刚才激昂的语调变得有些低沉，语速也慢了下来，“其实对于这点，我也常常感到困惑和茫然，有时我也不相信这世界是公正

的，就在登台之前，我还自嘲地去想：你真的相信‘公正自在人间’吗？所以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此言一出，真是一石激

起千层浪……这一番入情入理、坦诚的表白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心，也激活了大家的思维和好奇心，沉闷的会场突然有了生

气，每个人都在思考着这一并不轻松的话题，他走下演讲台，点了几个想要发言的同志，请他们说出各自对于公正的理解……利

用听众思考回答的这段时间，他已想起了演讲稿后面的内容，却已不满足于只是照着原稿讲下去了，只见他大步走向讲台，真诚

而又充满自信地说道：“听了大家的一席话，困惑我多时的难题突然间变得简单而明了，我想发自内心地说一句，”他顿了顿，

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充满激情、大声地说道，“公正自在人间，刚才大家的话让我突然想起一篇以前看过却未认真思考过的文

章，文章讲，曾有一位外国的编辑，他经常会收到一些小读者的来信，信上问他上帝是不是公正的，为什么好孩子经常会吃亏

呢？他也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向孩子解释，可在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时，牧师的一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

理的解释：上帝是公平的，他让好孩子成为好孩子，这就是对好孩子最大的奖赏啊，所以好孩子有时会受到一些委屈，但和上帝

给予的奖赏比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更加热烈的掌声响起。 



    无疑这位演讲者是聪明的，在忘词之后，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积极思考，巧妙地过渡，向听众提出问题，既为自己赢得了

时间，又活跃了场上的气氛，而且后来由听众的回答进一步生发，既肯定了听众的功劳，又使之与演讲的内容浑然天成，成为演

讲中的一个亮点和高潮。 

    三、随机应变，将“错”就“错” 

    在演讲过程中有时会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发生，比如突然停电、扩音器不响、或有人晕倒等等。对于这些意外的情况，如果处

理不好，就会造成场面的混乱．影响演讲的效果，所以，有经验的演讲者在上场前就会有救场的准备，防患于未然。而在演讲过

程中，一旦真有这些意外情况发生，就可从容面对，巧妙“救场”。但有些意外，却可能是无法预料的。这就需要演讲者运用自

己的智慧化不利为有利，巧借“插曲”随机应变，将“错”就“错”，这样一来，不但能为自己救场解围，还会收到令人叹服的

现场效果。 

    一位演讲家到环保局进行生态保护的主题演讲。当他正在演讲时，一只小鸟突然从窗口飞了进来，先是叽叽喳喳地飞来绕

去，随后竟落到了主席台的桌子上，引得听众哄堂大笑……最后，鸟儿虽然飞走了，但演讲会场却一直安静不下来。见此情景，

演讲家并没有接着刚才的话题讲下去，而是适时地幽默了一下：“这鸟还挺有灵气的啊，知道我们在这儿开这样的演讲会，就专

程飞来向大会表示祝贺！这说明动物是有灵性的，它们也是有恩报恩，有怨抱怨的。就说大象吧，多么温顺驯服的动物啊，可一

旦我们有意欺负它们，它们就不但不会再帮我们干活，而且还会向我们有计划地实施报复呢？见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自己，演讲

家才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演讲轨道。 

    小鸟的突然“闯人”，扰乱了演讲的秩序，但这位演讲家却巧借“插曲”，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借机讲起了人与动物如何

和谐共处这一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的话题，反倒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的这一灵活的应变招法，颇值得其他演讲者借鉴和学

习。 

    四、将计就计，巧妙回击 

    在某些场合演讲，演讲者可能会碰到某些人的故意刁难，对于这种刁难，反击时更需要演讲者的机敏容智，既不可长篇大论

地反击，也不可一本正经地斥责，一定要讲究方法技巧，巧妙回击。对于一些不便正面回答的问题，可运用言语技巧，巧用修辞

来回答。比如双关、归谬、暗喻等等，避实就虚，含蓄委婉，既有力地回击了对方，又不致激化矛盾，使演讲无法进行下去。而

对于一些必须针锋相对的问题，就需将计就计，进行更有力的回击。 

    一位极具个性的演说家，在一次演讲后的答听众问时，就曾遭遇过这样恶意的刁难，但他却用机智而犀利的言语将计就计，

巧妙反击。面对听众的不断提问，这位演说家是有问必答而且妙语连珠。但就在场上气氛很热烈时，却意外地收到一张纸条，上

面只写着大大的三个字“王八蛋”。对于这张纸条，如若不理，大家肯定会很好奇，如若大加斥责，就会有失风度。但见他将计

就计，索性把这张纸条高高举起面对着观众，不急不怒地笑着说道：“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而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

问问题。”此言一出，演讲现场掌声雷动，他巧妙地让辱人者自辱，这种机智犀利和幽默又怎会不让听众深深地折服呢！ 

    这位演讲家面对这样人格上的侮辱无法不去反击，但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采用得体的反击方法，势必使自己陷入到

尴尬的境地。而他将计就计，运用言语把骂人的话又巧妙地“踢”给了对方，真是幽默又机智。 

    五、出其不意，巧妙反驳 

    上一例是有人故意刁难演讲者，其实，有时听众也会因不赞同演讲者的观点而对演讲者加以反驳，而这对演讲者而言，无疑

是一种挑战，因为这些观点往往代表了一部分听众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很可能使会场秩序混乱，场面失控，但这也是

一种机遇——演讲者在对这些观点的反驳中，如能巧妙应对，不但可以“救场”，而且还可能迸射出让听众目眩心喜的智慧火

花。所以，当有听众表达和你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时，作为演讲者的你既不可置之不理，也不可粗暴地加以否定，而要认真耐心地

倾听。 

    在一次演讲中，一位著名演说家言辞恳切地向在座的青年提出建议：要注意说话的一言一行，因为语言具有无穷的力量。就

在这时，一位青年举手表达他的不同见解：“当我说幸福、幸福、幸福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快乐；当我说不幸、不幸、不幸

时，我也不会因此而倒霉。所以，我认为语言只是我们使用得很普遍的工具，并没有所谓的‘无穷的力量’……”，此言一出，

一些听众开始窃窃私语，个别人竟大声“声援”起这位青年，很显然这位青年的观点还很有代表性。会场一时有些混乱。“笨

蛋！笨蛋一个！”这名演说家突然在台上大声地对这位青年进行呵斥，“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我话里的意思！” 

    演说家有失风度的反应让所有的听众吃了一惊，会场突然安静下来。发言的青年先是被震得目瞪口呆，但很快就镇静了下

来，怒不可遏地开始了反击：“你才是笨蛋！你才是……”但演说家却没有接茬，而是以让人深感意外的诚恳语气说道： “对

不起，我刚才情绪失控，希望您能接受我最真诚的道歉。”发言的青年听演说家这么一说，怒气也就渐渐消了。 

    见大家对刚才戏剧性的一幕充满了好奇和不解，演说家在停顿了几秒钟后，微笑着继续进行着自己的演讲： “大家看到了

吧，刚才我只不过说了一声笨蛋，这位青年就要跟我拼命；后来，我又只不过说了几句话，他的怒气也就消了。这说明了什么

呢？说明了语言的力童是无穷的。你说出的话，有时会像一块石头，砸到他人身上，会使他人受伤；有时又会像春日里的和风，

吹拂到他人身上，会让他人倍感舒心。这就是语言的威力啊！” 

    这位青年的观点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如若置之不理，这位演说家的演讲也就失去了说服力；而且会场的秩序可能就会失

控。但若使用常规反驳方法，又很难一下子驳倒对方，还会影响到后面的演讲。在此情况下，这位演说家就亮出了先骂人后道歉



的奇招。他的这一奇招既巧妙地反驳了发言青年的观点，突出了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演讲主题，又对现场的观众产生了很强

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演讲家的机智吸引了更多的听众。 

    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面对可能失控的会场，演讲者如能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巧妙过渡，即情即景地巧借“插曲”，不但

可调控演讲会场秩序，巧妙“救场”，又可充分调动听众的情绪，引发听众与演讲者的共鸣，使演讲更为鲜活有力。（刊发于

《应用写作》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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