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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期刊编辑沟通的有效途径———说服力

王　利　君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编辑部，０５６０３８，河北邯郸

摘　要　结合实际工作，运用心理学理论，对说服４要素———
传达者、信息内容、沟通渠道、听众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增强对

说服各要素的把控能力，可以提高期刊编辑有效沟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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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期刊编辑部人力、物力不足，编辑不

仅要参加选题设计、组稿、审稿、加工等工作，还要监控

排版付印全过程，控制期刊的出版进度及成本，关注读

者的反应等。在这一过程中，编辑既要与编辑部、出版

社等内部环节打交道，又要与作者、读者和发行单位等

外部环节密切联系，这就需要编辑必须具有较强的沟

通说服能力，才能协调各环节、各部门来通力合作，以

低成本、高效率达到出版目标［１］。之前，学者多关注

编辑沟通能力方面的研究［２６］。本文以沟通能力中的

说服力为切入点，对沟通环节中的可控环节和因素进

行控制，以提高编辑沟通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１　说服的途径及选择

　　说服一般通过以下途径发生作用。
１１　说服的中心途径　就是通过论据来说服别人。
当人们关注某个问题，并对其进行认真思考时，论据的

可信度决定说服的成败。如果论据有力且可信，那么

人们就容易被说服；如果论据无力，思维缜密的人会发

现问题并进行反驳。编辑是对精神文化内容进行策

划、组织、审读、选择、加工的一种专业性精神生产活

动，其性质决定编辑活动中大部分沟通要想被理解或

说服，必须通过说服的中心途径来解决。如稿件退修

时，想要说服作者，就必须给出合理、有力的论据，以说

服对方［７８］。在与审稿专家、作者、其他编辑等文化内

容生产环节的人员沟通时，也要多从论据上下功夫。

１２　说服的外周途径　就是通过事物的外部线索来
说服别人。当人们注意力转移或者没有足够的动机去

思考时，就很少去仔细推敲信息的内容，人们会关注那

些可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去考虑

论据是否令人信服。编辑工作中虽然多以有力的论据

来说服别人，但仔细推敲后会发现，工作中也有很多问

题可以巧妙地利用外周途径来解决。如对选题落后的

稿件作退稿处理时，可告知作者本刊已有此类文章，帮

作者指出大致研究方向和如何使用检索工具，并欢迎

作者再次惠顾本刊。这样言辞婉转且容易被人接受，

也为期刊留下了作者资源。其实，即使是勤于思考的

人有时也会使用外周途径来形成自己的初步观点，人

们经常会使用一些简单而具有启发性的拇指原则，如

“相信专家”“长信息更可信”等外周途径不假思索地

接受别人的信息；所以，编辑在说服过程中要开发想象

力，多利用外周途径轻松、婉转地说服别人。

２　说服４要素及其控制

　　说服主要包括传达者、信息内容、沟通渠道、听众
等４个要素［９］。这里对编辑工作中这４要素进行分
析，并对其进行合理控制，以收到说服的效果。

２１　传达者———不断提升自身素养
１）可信度。来自相应领域专家的信息比小道消

息可靠，这就是信息源的可信度。面对各个专业领域

的学者，专业水平有限的编辑如何提高自己的权威性

呢？一种方法是从心理学中可知觉的专家性来实现。

具体做法如下：从传达听众赞同的观点出发，这样会使

你看上去很聪明；以某一领域内的专家身份示人，这需

要编辑不断地提高学术修养来实现；要有自信的表达

方式。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可知觉的信赖性来实现。具

体做法是：站在听众的立场或以一个出人意料的立场

对听众表达，使听众认为您并不是在努力说服他们，使

得您的可信赖度、真诚度和客观性提高。

２）吸引力和偏好。我们通常对于自己偏好的东
西，更有可能做出反应，甚至一次短暂的接触也足以增

强我们对某个人的偏好。这种偏好使我们乐于接受传

达者的观点，或者事后当我们接触到与其相关东西时，

也能引发积极的联想。要想做到这点，编辑除了不断

提高与不同人的沟通技能外，还可以通过外表和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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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提高吸引力；因为我们倾向于相信那些外表漂亮

或与我们相似的人。在保持工作的基本原则的前提

下，编辑的说服方式要尽量投其所好。

２２　信息内容———掌握说服技巧
１）理智对情感。听众决定理智和情感的高低。

受教育水平高或者善于思辨的人更容易接受理性的说

服。对于期刊的作者、审稿者、读者等群体，应该采用

理性的中心途径来与之沟通。不过，情感因素同样可

影响说服的效果，如当信息与好心情联系在一起时，它

们会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这是好心情效应；因为好心情

有利于听者进行积极的思考，会更快、更冲动、更多地

依赖外周线索做出决定。这就要求我们编辑要调整好

心态，以服务者的身份，热情、耐心地与人交流，营造一

种愉快的沟通环境，这样更有利于增强说服力。信息

也可以通过引发消极的情绪起作用，当我们试图说服

作者赶紧修回稿件、印务组更快地印刷时，那些能唤起

恐惧情绪的信息是有效的，其原理是负面情绪会增强

人们对行为的检测性。当人们意识到威胁的严重性

时，再告诉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些唤起恐惧心理的

信息会更加有效。

２）差异。当你的观点与听者有差异时，不要争论
不休，要学会倾听［１０１１］。如果您是一位有声誉而且权

威的高可信度的信息来源，那么您可以提出一个极端

的观点；如果不是，您最好给出一个温和点的观点，这

样说服效果会更好。如果听者是个积极参与者，那他

能够接受观点改变的范围较小，对他来说，稍有差异的

信息看上去都激进而愚蠢，这就是与作者沟通要讲究

方式方法的原因；对于积极性不高的听众，则可尝试极

端一些的立场。

３）单方面说服和双方面说服。面对相反的观点，
当听众最初的观点与我们一致时，以正面观点开展的

单方面说服更有说服力；所以，在沟通之初，就要与沟

通对象一起建立共同目标，求同存异，站在对方立场思

考问题，这样容易使双方的观点一致，单方面说服更容

易进行。当听众最初的观点与我们相悖时，要站在对

方角度，多想想对方心里想要什么，从对方利益出

发［１０］，以正反观点双方面信息因势利导地开展说服。

对于乐观的人，正面说服的效果最好；对于悲观的人，

负面说服的效果好。

２３　沟通渠道———要多样化　我们最主要的说服来
自于和他人的接触，因为这种主动参与的沟通使信息

更详尽、具体、细致；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编辑要多

与沟通者直接接触，这样不但能使双方更好地理解对

方，还可以建立更深厚的情谊。现在媒体正在以一种

微妙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媒体越贴近生活，其

信息说服力就越强。研究发现说服力从大到小的媒体

分别是现场、录像、录音和文字；然而，文字形式的信息

通常其理解和回忆的效果最好，所以，当一条信息难于

理解时，用文字形式表达说服效果最佳，如审读报告、

退修意见等最好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相对简单的信息

可以通过即时网络或电话沟通，其方便快捷、互动效果

好，网络的多媒体功能使得其沟通说服能力接近或超

过面谈。同时，我们也要根据作者的沟通习惯与之交

流，这样更有利于说服工作的开展。

２４　听众———激发其思考　通常年长者的态度相对
于年轻人来说较少改变，女人较男人感性些；但个体的

特质通常无法预测他们受说服影响后做出的反应。这

里我们从如何激发人们积极思考方面出发，提出对大

多数人来说容易被说服的方法：沟通时多使用反问句，

引发听者思考；多人多渠道地进行叙述，这使观点更有

说服力；让人们感觉自己有责任对信息进行评价和传

达，提高对方的主动参与性；使用放松的姿态和语气与

人沟通，放松有益于思考和减少对抗；重复信息以吸引

人们集中注意力；等等。激励人们思考可以使强有力

的信息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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