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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十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

五千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滋润着中华民族不绝血脉和永续基因！中

华优秀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之根，五千年道统根深叶茂传承不绝，铸就华夏民

族的风骨！文化自信是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命脉，道德自尊是秩序文明社会和

谐的坚固根基。自清朝晚期以来，中国人一度失去了文化自信和道德自尊，中

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出现了百年断裂。人无德不立，家无德不齐，业无德不

兴，国无德不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亟待在全社会找

回中华文化的自信、中华道德的自尊；亟待在整个教育领域复兴立德树人的教

育传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以形成更加强大的

文化支撑力和创造力，把文化与道德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

之中，使中华民族挺起更加宽厚坚实的脊梁，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发奋图

强、勇往直前！

在当代中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指导，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梳理中华传统道德的历史渊

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既不复古泥古，也不简单否定，秉持客观、科学、

礼敬的态度，进行扬弃性传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古为

今用，赋予传统道德时代精神；进行探究性归真，探寻优良道德的本真，结合

实际，找准适用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基因；进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

本的道德基因与当代社会道德相融合，使中国古代道德语言与现代道德语言相

互结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古今一体的中华优秀道

德体系，把跨越时空的道德理念、道德标准、道德知识、行为习惯转化为当代

各级各类学校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成为当代青少年儿童的道德理念、道德情

绪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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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道德追求和道德实践。

五千年的中华传统美德，造就了不可胜数的道德先贤，积淀了浩如烟海的

道德文化。商代有“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周公提出了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观，确立了尊重血缘亲情、孝敬奉养父母、虔诚祭

祀祖先的道德传统。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孔

子强调仁、智、勇、忠、孝、礼、义、信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孟子突出“仁、

义、礼、智”四端学说。西汉董仲舒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五常

之道。宋代世称“朱子八德”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辛

亥革命后，孙中山、蔡元培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新

八德。毛泽东坚持以德治党，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遵从“襟怀坦白、忠

诚积极”“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真话、不作

假”“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勤俭建国、厉行节约” “反贪污、反浪费”等道德理念，可概括为

忠、义、仁、智、信、勇、勤、廉等。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提出的20字公民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

自强、敬业奉献，即忠、礼、信、仁、勤、勇、义。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4字核

心价值观中的公民层面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即忠、勤、信、

仁。纵观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中华道德发展史，可归结为古今一体的中华优秀

传统道德为十德：忠、孝、仁、智、信、礼、义、勤、勇、廉。

中华十德文化研究，以古今道德一体化为目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扬弃性传承、时代性转换、探究性归真、创新性发展、

现代性延伸、修身性践行为科学方法，以德理、德规、德范、德行、德性为基

本内容，科学阐释经典道德理念，明晰解说古今一体道德规范，范例故事推崇

古今道德楷模，以知行合一道德践行为直接目标，以德性修养提升为根本着

眼点，构建古为今用、以古带今、传承发展、古今一体的中华十德伦理道德

体系。

忠德：忠诚爱国、忠于职守、忠恕待人、忠厚正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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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德：孝敬父母、养亲谏亲、兄友弟恭、尊祖敬师。

仁德：仁爱悯人、仁善助人、仁和容人、仁政爱民。

智德：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学以立志、学以求真。

信德：诚实守信、自尊自信、信任互信、信念信仰。

礼德：遵礼守法、礼敬礼让、礼仪规范、礼节习俗。

义德：坚守道义、公平正义、重情重义、以义导利。

勤德：勤学敬业、吃苦耐劳、俭朴节约、合理用度。

勇德：英勇无畏、自强不息、敢于担当、勇于创新。

廉德：知廉知耻、廉不蔽恶、慎独慎微、廉洁修身。

文化认同，国人之魂；道德一统，民族之根。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立德

植根，铸魂固本。根深则国安，本固则邦宁。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中

国魂有中国根的中国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复兴立德，为

世界大同植根！

二、十德诫

道德教育，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应该做什么，还应该知道禁止做什么。所谓

十德诫，即与十德相应的应该禁止的行为。

忠德诫：不背叛职责、不背叛祖国、不背叛真理；

孝德诫：不歧视老人、不忤逆父母、不遗弃亲人；

仁德诫：不幸灾乐祸、不见死不救、不伤人害人；

智德诫：不混淆是非、不无理取闹、不同流合污；

信德诫：不自卑自傲、不言而无信、不骗人作假；

礼德诫：不鲁莽失礼、不违规违纪、不违法犯罪；

义德诫：不违背正义、不见利忘义、不见义不为；

勤德诫：不怕苦怕累、不铺张浪费、不懒惰奢靡；

勇德诫：不畏惧困难、不胆小怕事、不惧怕坏人；

廉德诫：不隐瞒错误、不占人便宜、不偷盗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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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身十则

道德修养，一要明白道德是什么，应该怎么做！二要知道不能做什么！三

要清楚用什么方法去做！在几千年中国道德教育发展史上，古代先贤们创造了

丰富多彩而富有实效的修身立德理论和方法。

1. 立德志，崇尚圣贤做君子；2. 明德理，知善知恶致良知；

3. 学榜样，良师益友正心性；4. 知礼法，遵规遵纪守法度；

5. 传习俗，公序良俗习成德；6. 去奢欲，克勤克俭不堕落；

7. 勤反省，省察克治少犯错；8. 懂荣辱，知廉知耻能自尊；

9. 谨慎独，坚守节操严自律；10. 知行一，正心诚意谨修身。

中华十德颂

无善无恶人之性，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修行。

劝善止恶施教化，制恶扬善法必惩，与人为善人善己，积善成德有善终。

忠诚报国民本分，忠于职守业者魂，忠于家庭夫妇道，忠恕之道做人本。

为人之子孝先行，孝顺父母敬弟兄，养亲谏亲好儿女，敬老尊师好传统。

仁者爱人多恻隐，仁善助人多善行，仁和容人团结紧，仁民爱物献爱心。

智德人人须遵从，是非清楚善恶明，求真求实不作假，学以立志贵有恒。

人际交往重诚信，言行一致人尊敬，自信互信促和谐，信念信仰伴我行。

文明礼让在尊敬，法制礼序贵严整，仪容服饰须得体，言语行为要文明。

为人处事讲道义，见利思义义牟利，无私奉献行善举，知恩图报情义重。

业海无涯勤作舟，持家兴业俭中求，享乐奢靡必自毙，好逸恶劳万事休。

攻坚克难神勇在，自强不息不低头，敢于担当大丈夫，创新变革勇为首。

律己修身廉德修，闻过则喜错必究，知廉知耻戒贪欲，清白做人少烦忧。

以德齐家家自兴，以德兴业业昌隆，以德立身身自立，以德治国国强盛。

中华十德中华魂，立德树人教之本，大学之道在明德，传承发展贯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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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谦和礼让　为人之道

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

高尚的道德准则和完整的礼仪规范，因而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那

么，礼是在何时产生的？礼对于修身治国又有何作用呢？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

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

者，养也。”（《荀子·礼论篇》）荀子说，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

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

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代的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

制定了礼仪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

们的欲望绝不会由于物质的原因而得不到满足，物质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

竭，使物质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

对于礼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从经典中体会和理解：

以礼修身。对于修身，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

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篇》）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

不能做好君子，不知道礼仪，就不能立身处世，不善于分辨别人的语言，就不能

真正了解他。”

以礼处事。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礼记·曲礼》有云：“夫礼者，所以定亲

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

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

闻来学，不闻往教。”意思是说：礼用来确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判断事情是

否混淆相似，分辨物类的大同小异，明确礼制运用正确与否。不可以随便讨人喜

欢，不可说些做不到的话。于礼要行为不越轨，不侵犯侮慢别人，不随便与人装

作亲热。注重修养并实践诺言，这才是美好的行为，追求言行一致，这才是礼的

本质。我只听说礼是要人主动取法的，没听说主动登门传授的；只听说主动来学

的，没听说登门教授的。

说经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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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治国。在论述礼在治国方面的作用时，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

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第八》）意思是：

恭敬而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劳累；谨慎而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害怕；勇猛而

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违法作乱；直率而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尖刻伤人。孔子

还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  

意思是说：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原则来

治理国家，怎么能实行礼呢？

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礼让，是礼德的根本，是个人品行与操

守的具体表现，古代圣贤修身识礼，诗书传家，留下了许多佳话。

管宁，字幼安，一代名相管仲的后代，东汉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东

汉末年，天下大乱，他与王烈等为避战乱来到辽东。到辽东后，管宁只谈经典，

不言政事，结庐于襄平附近的山谷中，因有大批避难者前来投靠，不久此处便形

成了一个村落。于是，他便开始“讲诗书，明礼让，非学者不见”，对辽东尤其

是襄平一带的学风以及社会风气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管宁居住的村子里，人们

都聚集在井边打水，有时男女混杂在一起，有时因为打井水而争斗。管宁担心这

种状况，就买了很多器具，分开放在井旁，打好水让人们来取用，又不让人们

知道是谁替大家做的。来打水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后很奇怪，经过询问才知道是

管宁做的，于是各自反省，不再争斗。邻居家有头牛糟蹋了管宁的田地，管宁

把牛牵到阴凉的地方，亲自喂牛，然后送给牛的主人。牛的主人得到牛后，很

惭愧。时间久了，管宁住的地方再也没有争斗的事件发生，人们相互礼让的美

德流传到各地。

管宁避居辽东三十多年，回归中原后，魏高祖文皇帝曹丕数次征召让其做

官，管宁坚辞不受。公元226年（黄初七年）五月，曹丕驾崩，明帝曹叡即位，

于十二月改任华歆为太尉，华歆称病请辞，愿将太尉一职让与管宁，曹叡没有同

意。但还是下诏征召管宁为光禄勋。管宁自称草莽之人并上疏辞让，直到84岁终

老乡间。

故事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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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与张敏是一对同胞姐妹，她们在面临死神威胁的情况下，上演了一幕感

人而凄美的生命礼让赞歌。

2004年5月26日下午，21岁的女孩张敏在姐姐张燕的陪同下，到医院检查，然

后被专家确诊为“尿毒症”。

张敏是张家四兄妹中的小幺妹，也是四兄妹中最后一个患上尿毒症的。自从

1998年10月父亲因病猝然离世后，大哥二哥先后因尿毒症离开人世，随后姐姐张

燕也患上了尿毒症。张敏原本打算学到技术后挣钱为姐姐治病，想不到自己也没

能逃过魔掌。

张敏苏醒过来后，姐姐张燕拉着她的手啜泣着说：“其实，二哥去世之前，

就知道会有今天的噩运。二哥去世后，我就按二哥的遗嘱，开始进行‘活一个，

陪妈妈’的计划，这个人就是妹妹你啊！”听着姐姐和二哥的“秘密约定”，张

敏泪流成河，她暗暗告诉自己：只要自己能下床了，就立刻出去打工挣钱，让姐

姐住院治疗。

然而，当天晚上，医院就给张敏下了通知：每周必须做一次透析，否则有生

命危险。

张燕知道，要救活妹妹唯一的希望就是做肾移植手术，但这个手术至少需要

15万元。张燕失望了，也“清醒”了：如果只靠自己，哪里能救妹妹啊！在痛苦

与绝望中，张燕拨通了《黔西南日报》的热线电话，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她们一家

人的遭遇和目前的处境。第二天，该报头版报道了张家的不幸遭遇。一时间，点

点滴滴的爱心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爱流，一笔笔捐款汇集起来达到了18万元。张燕

激动得泪光盈盈：“妹妹，你有救了呀！”张敏却哭着大声说：“不！应该先救

姐姐！姐姐的病比我更严重……”张燕抹掉泪花，拍着胸脯说：“你看姐姐身体

棒着呢，还可以打工！”

8月16日，张燕的病情急剧恶化，再也爬不起来了。妈妈刘吉香强行将她送进

了医院。在医院里，张燕仍不停地哭着哀求母亲先救妹妹。邻床的张敏打断了姐

姐的话：“如果姐姐放弃治疗，把捐款留下来给我治病，即使我能活下来，也一

辈子不安宁啊！”

面对两个女儿的生命礼让，刘吉香哪里忍心做出“裁决”。见无法说服母

亲，张燕不得不另想办法。8月17日清早，趁母亲扶张敏上厕所之机，张燕乞求主

姐妹俩的生命礼让
当代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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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合本课所学内容，谈谈自己对“谦和礼让，为人之道”的认识。

2. 举办一次“学会宽容，快乐成长”主题班会。

宽容使人们学会对他人给予信任，能接受、容纳新事物、新观点；对他人

的缺点、过失不予追究；对他人的误解泰然处之，通情达理；不强求对方理解自

己，而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诚交心，学会忍让。但学会宽容，并不是无原

则地放纵，也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消极地无所作为。宽容意味着尊重、信

任、理解和沟通。

（1）讲故事，学宽容。搜集有关宽容的故事讲一讲，说说从这些故事中，你

体会到的宽容是什么。

（2）议一议，辨宽容。

某班干部一向公正严明，对于违纪的同学严管不误，最终有部分同学认为他

多管闲事，太不宽容了，在投票选举中这位班干部落选了。请大家讨论：宽容和

严格管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悟德修身

治医生给她用最便宜的药，把钱省下来救妹妹。医生噙着眼泪点了点头。

8月20日，张燕的病情再度恶化，下午3点，她握住母亲的手，已经没有一丝

气力了。晚上7点30分许，张燕恋恋不舍地闭上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

2005年1月11日，刘吉香带张敏转院到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

月13日，该医院成功地给张敏做了肾移植手术。5月3日，张敏康复出院了。张燕

用生命兑现了她与二哥的诺言，把妹妹留在了母亲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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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明礼守制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制是国家、社会维护礼的意志体现，它既

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治国理民的法律制度。《礼记》上说：“礼

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gǔ）之无相

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

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礼是什么呢？礼就是做事的方法。君子一

定有要做的事，那就必定要有做事的办法。治理国家而没有礼，那就好比瞎子走

路而没有助手，迷迷茫茫而不知往哪里走；又好比整夜在暗室中寻找东西，没有

火把能看见什么呢？如果没有礼，就会手脚不知该往哪里放，耳朵不知该听些什

么，眼睛不知该看些什么，在社交场合是该进该退该揖该让就全没有了章法。

礼最为重要的作用是经国家，定社稷，安上治民，体国立政。因为有了礼，

中国传统文化才形成和谐、圆通的体系。“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

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宪学事师，非礼

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这段话的意思是：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教育训

导、整饬风俗，没有礼就不能完备；纷争辩讼，没有礼就不能判决。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之间，没有礼就不能定名分；做官事师，没有礼就没有亲近；朝

中职级，军中管理，到任的官执法，没有礼就没有威严。所以，君子用恭敬、谦

逊、礼让的行为显示礼。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孔子的学生有子说：

“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最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

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

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

礼在调整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和人们的行为规范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无论是孔

子的“纳仁于礼”，还是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都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礼”

在为政中的重要作用。

说经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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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是杭州西北郊的一个小镇。2011年2月27日，由良渚文化村3653户村民

共同约定的《村民公约》正式发布，居民们希望通过这份公约，尝试着改变自己

的言行，努力将良渚文化村这片远离闹市的社区打造成梦想中的“世外桃源”。

《村民公约》中规定：邻居见面主动问好；呵护孩子的自尊，在公共场合避

免责罚；孩子之间发生冲突，家长首先教导自家孩子；邻居长时间不在家时，帮

助照看，遇有异常，及时告知管理人；当邻居因房屋维修需要配合时，乐于支持

和帮助；拾获楼上邻居晾晒时飘落的衣物，妥善保管及时送还；不往窗外抛撒物

当代礼制的成功实践
当代礼德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成语和典故，就是“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是

赞颂北宋大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学生杨时尊师的故事。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

人。小的时候就很聪颖，显得与众不同，善写文章，年龄稍大一点后开始潜心学

习经史。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及第。熙宁、元丰年间，河南人程颢和弟弟

程颐在洛阳讲授孔子和孟子的学术精要（即理学），当地的学者都去拜他们为

师，杨时被调去做官他都没有去，而是在颍昌以学生礼节拜程颢为师，师生相处

得很好。杨时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说：“我的学说将向南方传播了。”又过

了4年，程颢去世了，杨时听说以后，在卧室设了程颢的灵位哭祭，又用书信讣告

同学的人。程颢死以后，杨时又到洛阳拜见程颐，这时杨时已40岁了。一个下雪

天去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杨时与同学游酢（zuò）就站在门外没有离

开，当程颐察觉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

登封嵩阳书院立雪堂有联：“九转金丹，虚夸妙药求方士；程门立雪，还

似菁莪育俊英。”上联用“虚夸”一词，指出方士所吹嘘的妙药九转金丹，纯属

骗人钱财之物，万万不可轻信；下联用“还似”二字，指出重要的是以“程门立

雪”的精神去尊师求学，就能培育更多杰出的人才。此联以江湖术士的骗术做对

比，旨在称颂书院培育人才之功德，激励学子们务实求真。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由巡抚许孚远创建的福州共学书院中的道南

翼统祠有联：“坛上弦歌思孔壁；阶前雪色映程门。”这副楹联包含有“程门立

雪”的典故，倡导学生要像杨时那样尊重老师。

故事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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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晾晒浇灌防止滴水；在小镇公共场所，放低谈话音量；在清晨和夜晚，主动

将室内音响降低；在公共场所衣着得体，讲究礼仪；在乘车、购物时依次排队，

尊老爱幼；节假日只在指定地点燃放烟花爆竹，平时燃放需征得管理人同意；婚

丧乔迁等传统风俗不妨碍小镇公共秩序、环境；开车进入小镇不得按喇叭，开车

窗时将音响声音调低，停车后尽量将车辆防盗装置调整到静音状态；小镇内慢速

行车，不开远光灯，主动礼让行人；在指定位置停放车辆，不跨线、压线，且

车头朝向规定方向，停车即熄火；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在小镇公共餐饮场所就

餐，提倡自备打包餐盒；为宠物办理合法的证件，定期注射疫苗。

如今，随着《村民公约》的渐入人心，村里不断发生着使人感动和让人骄傲

的故事。立在良渚食街的一块块广告牌，上面记录了一年中《村民公约》给这个

村子带来的变化。

在良渚食街上的甘其食包子店，不管什么时候去，包子店都会排着长长的队

伍。有一天，在良渚文化村的小区论坛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甘其食包子

店有人插队了，我们已经有了《村民公约》，怎么还会有人插队？这是《村民公

约》的第12条，是当时大家共同制定、约定遵守的。”针对这起插队事件，论坛

上出现了热烈的讨论，接着村民们自发在小区论坛上进行曝光，在谴责这些不文

明行为的同时还倡导大家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共同来践行《村民公约》。

在此之后，甘其食包子店不管排多长的队伍，都不会有人再插队了。

在食街，即使在寒冬，牵着宠物的村民仍会在室外用餐。在菜场，携带宠物

的夫妻会留下一人牵狗在室外等候。每逢元宵节，每家拿出2个拿手菜，一起品

尝、一起畅谈——竹径茶语业主的元宵聚会已经连续举办4年了。

良渚文化村《村民公约》的成功，开启了国内社区管理的新模式，村民共同

制定公约并自觉遵守，打造了文明和谐的社区形象与生活环境，也已成为国内社

区发展管理的新楷模。

1. 结合本课所学内容，谈谈自己对“明礼守制”的认识。

2. 你知道哪些家庭文明礼仪和校园文明礼仪？

3. 文明礼仪就在你我之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检查一下：

自己是个文明人吗？

4.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中华文明礼仪的践行者？

悟德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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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厚德习礼

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到

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

社会的各个方面。《礼记·曲礼》上说：“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

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之束也。”意思是：礼仪是做人的头等大事。人们用

礼来讲究信用，维持和睦，使彼此团结得就像肌肤相接、筋骨相连一样。

对于礼仪的意义，《周礼·春官·大宗伯》阐述得非常透彻：“以嘉礼亲万

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

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这里所说的是：

用嘉礼使民众相亲和；用饮酒礼和食礼，使宗族兄弟相亲和；用婚礼和冠礼，使

男女相亲爱并使（行冠礼的男子）具有成人的德行；用宾射礼，使故旧和朋友相

亲和；用飨礼和燕礼，使四方（前来朝聘的）宾客相亲和；用庆贺之礼，使异姓

（及同姓）之国相亲和。

儒家认为，“礼为天下先”。这里所说的“礼”，往往是通过一定的形式、

程序、动作等表现出来的，也就是“仪”。大家常说的礼仪，是律己、敬人的一

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过程和手段，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

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的、要求人们共

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因而，讲文明、用礼仪，是弘扬民族文化、展示民

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今天，“文明礼仪”已经成为衡量人们为人处世的基础道德标准，是体现国

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扩大，真诚、得体、富有魅力的交

往礼仪已成为扩大交流、增进友谊、加强合作、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

说经明德

刘铭传（1836—1896），淮军名将，清朝名臣。1884年，于淡水等地率军击

故事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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