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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清谈与当代小学语文“口语交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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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代的清谈是我国口头文学的自觉，是古代口头雅文学标本。魏晋清谈主要有一人主讲式、二人论辩
式以及多人讨论式等方式，这极大地丰富了当时语文教育的形式。魏晋清谈是有题目的学术交流，语言非常精美，具有

很强的趣味性。故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热衷于清谈，传统语文教育重书面语言而轻口头语言的现象因此而改变。魏晋清

谈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必能对当代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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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交际能力是学生的语文素养之一，《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对学生口语交际能力有十分明确的

要求：“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

往。”［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教材中都安排了“口语交际”的教学内容。但是

在平常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口语交际的教学常常被一些教师束之高阁，或者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其位置

与识字、写字、朗读和习作相比，差得太远，这导致口语交际往往成为语文教材中的一件饰品。所以，如

何针对小学生的特点开展口语交际的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是我们从事语文教学的老师应

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我国，语文教育历史悠久，古人在教育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古为今用一直是我们要坚持的原

则。那么，古人在口语教学方面有没有值得今人借鉴的地方？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魏

晋时代崇尚的清谈是我国口头文学的自觉，是古代口头雅文学标本，它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很有效的口语

交际训练形式。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与现代语文教学实践相结合，必能给小学语文教学带来一种新

的理念，并能促进语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１　魏晋清谈形式与语文教育形式
唐翼明先生认为，魏晋清谈是贵族知识分子所热衷的一种学术交流活动，其主要内容是探讨人生、

社会以及宇宙的哲理，其基本方式是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２］。清谈之风始于魏何晏、王弼等正

始名士，经过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的大力推动，愈演愈烈，到东晋时代，达到顶峰。魏晋时代的士族中人

要想成为名士，善于清谈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清谈可分为口谈和笔谈，而以口谈为主。口谈的参与方

式较多，通常有一人主讲式、二人论辩式以及多人讨论式等三种方式。一人主讲式一般用在新经书的学

习中，担任主讲的人通常是精通经学的大师级人物。二人论辩式是魏晋清谈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这种清

谈场合的听众只是欣赏聆听或偶尔发言，有时甚至没有听众在场，只有主客二人在进行精彩的辩论。所

谓“主”，是指辩论时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人，而不同意他的见解并提出质疑反驳的人则称为

“客”。主客双方的辩驳会持续几十回合。这种二人辩论的形式是最为人所称道的清谈形式。几个人

共同参与讨论的形式一般出现在大型聚会上，参与者都是清谈高手，他们重在展示自己的清谈能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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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烈的辩论意味有所减少。魏晋时代丰富多彩的清谈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当时语文教育的形式，它不

止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我们当代的语文教育也能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２　魏晋清谈的特点与性质
２．１　清谈是围绕题目展开的讨论

魏晋时代，亲朋好友聚会时，必然会举行一场精彩的清谈。但他们的清谈并不是一般人漫无边际的

闲聊，而是一场主题明确、气氛热烈的论辩会，如同今天的一堂精彩的语文课。每次谈论时，都会临时确

定一个题目，然后根据这个题目展开讨论。魏晋清谈的题目大多倾向哲学意义的命题，常常围绕《老

子》、《庄子》、《周易》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有时也涉及文学、人生以及社会问题。如专门记载魏

晋名人轶事的《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

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鱼父》一篇。谢看

题，便各使四坐通。”［３］当时享有盛誉的清谈大师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聚集在名士王家，为了大家

尽情畅谈，谢安选择了《庄子》中的一篇为题目，让在座的人分别阐发义理。这是典型的多人共同讨论

的清谈形式。文学篇还记载：“谢公因子弟聚集，问：‘《毛诗》’何句最佳？”［３］谢安乘家族聚会的机会，

以《诗经》佳句的赏析为题，让子侄们展开讨论，各抒己见。这些围绕不同主题而进行的清谈与今天小

学语文教材上的“口语交际”一样，都是确定了主题的口语训练，要求与性质都相同。

２．２　清谈的语言非常精妙
清谈虽然是口头语言，但清谈者竭力追求的是辞藻华美，而不是一般民间口头文学的通俗浅易。在

很大程度上，清谈是一种寓理于情、辞采丰茂、韵味隽永、音韵和谐的语言艺术。从《世说新语》的记载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魏晋名士清谈时的言辞之精美：

《文学》篇记载，支道林对一向看不起他的王羲之有一番高谈阔论，谈论的题目是《庄子·逍遥游》。

“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３］支道林洋洋数千言，使一贯傲气自

负的王羲之从不愿与之交谈到沉迷其中，让他叹服的是支道林华美的辞藻。在王羲之看来，优美的语言

比新颖的理论更吸引人。《文学》篇还记载，支道林、许询、谢安以及王等人相聚，谢安选题后，让大家

各抒胸臆。“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

‘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

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３］在这场聚会中，支道林率

先作了精彩的发言，其语言之美、辞采之丰，令众人折服。更值得注意的是，谢安最后在当时一流清谈高

手面前所做万余言的演讲，这才是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谢安高妙的语言艺术令四座心悦诚服。这样

的清谈聚会简直就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讲与口才表演赛，他们的演讲词就是一篇篇文辞优美的文学

作品。

《世说新语》还专设“言语”一门，排在第二，共一百零八条，可见其对语言的重视。《言语》载：“道

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

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３］道壹道人描绘雪景的这段话如同诗歌一

般优美，词句精炼，情景交融，形式工巧。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道壹道人对文辞之美的追求。

对优美语言的崇尚使清谈超越了纯理论探讨范畴，深奥晦涩的玄学论题变成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

因此，魏晋人士特别热衷于清谈，这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才华，而且眼见一个个发言人口吐莲花，这简直

就是一种精神享受，如同现代人现场观摩艺术表演一样。人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

提高，魏晋时代的语文教育因此得到普及。这正是我们现代小学语文教育所要追求的目标。

２．３　清谈的目的是谈中取乐
清谈刚刚开始时，主要内容是谈名理。正始之后，清谈从辨析哲理为主的“谈中之理”和“理中之

谈”走向游戏为主的智力竞赛，“理”不再是士人追求的目的，吸引他们的是语言本身以及全身心地投入

到谈话中所体会的“乐”［４］。枯燥无味的谈玄析理变成美味可口的精神文化快餐。申家仁先生在《〈世

说新语〉与人生》中也是这么看的：“魏晋人将清谈看作‘戏’，即自由的、愉快的游戏，把理性探讨变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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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智慧的竞赛。”［５］魏晋时代，清谈已成亲朋聚会、婚嫁节庆等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游戏节目，刘义

庆的《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清谈时的欢乐场景，如《文学》篇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

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

理之所在。”［３］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名士聚集在一起清谈，场面十分热烈，而令大

家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是这种美妙的语言游戏活动，至于他们所讲的义理是什么，则无人去分辨了。

《言语》篇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

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３］“令举世名士

流连不已的，只是‘戏’，是游戏，这就是对清谈的定性，为时人公认的定性。它是令人娱心悦耳的智力

游戏、语言游戏。”［６］这则故事充分说明，清谈是魏晋人公事之余在大自然的怀抱所开展的休闲娱乐活

动，无论谈玄还是谈史，观点并不重要，让人陶醉兴奋的是其言辞的丰美。

清谈既然已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游戏节目，那么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和足不出户的妇女也能参

与其中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六朝时代著名的谢氏家族就经常举办这种男女老幼共同参与的清谈

活动，大才女谢道韫就是在叔父谢安主持的一次家族聚会上，以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而令谢公大乐，

她所展示的咏柳之才至今被人称道。《世说新语》中还有许多儿童也热衷于清谈的记载，儿童也热衷于

参与的活动当然都是令人愉快的游戏活动。

３　结语
清谈是十分自由而广泛的群众性活动，清谈者极其重视语言表达能力，也注意培养青少年的听说能

力，由此造就了大批清谈名家。我们可以从中借鉴一些有用的东西运用到今天的口语教学中来［７］。

第一，说话的测试应该作为语文教学应有之义。２０１５年教育的“新常态”是回归教育的本质，语文
教育自然也应该回归到正常的“听说读写”并重的渠道上来，而不是只要一张卷子。在当前应试教育的

指挥棒下，人们过度关注考试分数，语文只考笔试，说话的能力在现行考试中根本体现不出来。故此小

学口语交际教学不被重视，甚至形同虚设。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适当吸取魏晋清谈的合理成分。魏晋时

代，善于清谈被看做名士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今天的语文教育中，也应该把说话的测试作为语文考试

的内容之一。

第二，在口语交际课中要增加趣味性。要上好口语交际课，也可借鉴魏晋清谈的经验，注重趣味性。

魏晋清谈是近似游戏为主的智力竞赛，所以人们乐此不疲，连小孩也满腔热情地主动加入到清谈队伍中

来，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就是在一系列这样的活动中得到了提高。今天，为防止学生上口语课时无精打

采，要注意在口语训练中添加娱乐性，让大家都兴高采烈，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就自然会提高。

第三，开辟口语交际教学的第二课堂。口语交际能力的训练不能只限于课堂教学，我们还应适当走

入大自然，开辟第二课堂。像魏晋人那样，选择一个春暖花开的好日子，大家一起郊游，确定一个主题，

然后学生之间互相交流。面对大自然的美景，每一位学生都会心情舒畅并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说起话来

就会滔滔不绝，他们的口语水平必然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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