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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

进步的重要力量，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
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充分发挥，不仅有
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而且有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哲
学社会科学知识普及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更是提升公众人文素养，提升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发展
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在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山东省社科联的指导
下，在青岛市委宣传部的带领下，青岛市社科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取得了突
破性的发展。市社科联建立了与区市、高校、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研究会、媒
体、基层社区等联合协作的工作机制; 创立了社科普及周、社科普及教育基地、

社科知识大讲堂等工作抓手和品牌;利用各种生动新颖、通俗易懂的方式方法，

推动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普及和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施行以来，青岛市社科联

在出版社会科学普及读物方面进行了探索。为推动和鼓励青岛市社科界专家
学者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社会公众提供社科普及读物，2014 年 10 月，青
岛市社科联开展了首次社科普及图书项目的申报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得到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烈响应，

体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普及社科知识，提升人文素养这项公益事业的热心、

热爱。按照既有可读性，又不失专业性;既有普及传播价值，又体现青岛特色的
要求，经过专家评审，《法在你身边》、《帆船文化与帆船运动》获得 2014 年度青
岛市社科普及图书项目立项，《礼在你身边》、《微定律———100 个经济学中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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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则》、《青岛与“海上丝绸之路”》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100 问〉通俗读本》
获得 2016 年度青岛市社科普及图书项目立项，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和青岛
出版社陆续出版。
《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明确提出，社会科学普及属于公益性事业。组

织、支持和参与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衷心希望，以青
岛首批社科普及图书付梓为契机，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能够参与到青
岛市社科普及工作中来，共同为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众人文
素养、增强青岛发展的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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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崇尚文明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

和精神追求。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仪文化体系，享
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普遍遵循的文明行为准则或
规范的总和。它是礼貌、礼节、仪表、仪式等的统称。礼貌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
中表示尊重、友好的行为准则; 礼节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示敬意、问候、祝
福等惯用的形式; 仪表是指人的容貌、姿态、风度等外在表现，是礼仪在个人形
象方面的体现; 仪式是指特定场合按特定程序和方式表达礼貌、礼节的活动。

作为社会生活的“通用语言”，文明礼仪重视小节，以小见大，从握手到称呼，从
出行到购物，从着装到用餐，从使用电话到网络交流，从走亲访友到接待外宾，

从窗口服务到教书育人，都能反映公民的文明素养，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孟子也说过:“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
者，人恒爱之。”文明礼仪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外在表
现，是衡量一个人教育程度的标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不仅是个体道德、品质和
个性形成的基础教育，也是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振兴民族精神及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基础教育。在现代人与人交往和合作过程中，礼仪是否周全，不
仅显示其修养，而且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事业的成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
的精神追求越来越高，人人都在寻求一种充满友爱、真诚、理解、互助的、温馨的
和谐生存环境，寻求充满文明与友善，真诚与安宁的空间。

近年来青岛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市民和新的社区群体快速增长，新一代青
少年大多缺失家庭传统礼仪教育，对中华传统礼仪文化比较陌生。不会尊重他
人，不礼让、不礼貌，在社会上不懂得称呼他人，甚至满口粗言，与人为善、礼尚
往来等美德在相当数量的青少年身上正在弱化，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
思。再加上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良莠不齐，不文明现象层出
不穷，国人出境游不文明行为屡屡被报道，严重损害了城市和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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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文明礼仪? 对待中国的传统礼仪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学
习和实践? 中国特色的文明礼仪核心是什么? 中华文明礼仪和西方文明礼仪
实践中矛盾时应该如何取舍? 目前礼仪文化教育存在一些误区，一方面是礼仪
教育的主体，例如，家庭、学校和社会礼仪培训机构在礼仪文化教育方面注重
“仪”的训练，缺少“礼”的传承和正确引导，尤其是把西方的礼仪文化当成中华
传统礼仪文化不加区分的灌输给受教育对象; 另外一方面是礼仪教育的客体，

也就是礼仪文化的学习者，目前社会礼仪文化教育的书籍良莠不齐，全盘西化
的“拿来主义”和一味追求传统礼仪不与时俱进都不是适当的学习途径。中国
礼仪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和西方礼仪文化的“女士优先”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
背景，中国礼仪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敬”，比西方礼仪强调的“尊重”更加富有
文化内涵。礼仪文化中的优秀养分不分时间和国界，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应该具有高雅、得体、大方、文明的修养，应该具有文明行
为、文明习惯、文明语言、文明服饰、礼貌修养乃至良好的心理品质和道德修养。

因此，传承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做到“古为今用”，并借鉴西方礼仪文化达到“洋
为中用”，打造适合中国特色的现代礼仪文化，是礼仪研究者亟待解决的课题。

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需要人们“知礼”、“明礼”、“习礼”进而“达礼”，

既展现自我的修养，又体现对他人的尊重。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家园，是每
个市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责任。推广普及文明礼仪文化，需要全体市民的热情
参与。文明礼仪的养成，重在宣传教育，贵在身体力行。学习实践礼仪，一要注
重道德修养，二要注重实践养成，三要注重行为示范。礼仪是人的内在道德修
养的外在表现，只有修于内方能行于外，缺乏道德修养，不可能真诚自觉、表里
如一地体现礼仪要求。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要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的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把公民基
本道德规范融入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学会知书达礼，待人以礼，努力做
一个讲文明、懂礼仪、有素养的现代公民。礼仪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自觉、系统
地学习礼仪，礼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践行礼仪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立足日
常、注重细节，时时习礼、处处用礼，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久久为功。

学习礼仪还要特别重视其示范效应，社会交往中个人的言行举止、仪容仪表生
动具体地传播着文明礼仪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现代社会
的每一位公民，都有责任有义务强化礼仪意识，人人争当传递文明的使者，展现
当代市民的精神风貌。

为切实推进文明礼仪普及教育活动，规范和引导公民文明行为，增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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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弘扬文明新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作者编著的面向广大市民的《礼在你
身边》一书，入选了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普及图书资助项目。全
书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配合漫画的形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明礼仪的基本原
则，介绍了市民在个人形象、家庭生活、公共场所、职业服务、人际关系、人生礼
俗、涉外交往等方面的礼仪规范。全书深入浅出，涵盖面广，信息密集，融适用
性、可读性、知识性于一体，可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市民的阅读需求。期望本书
引导广大市民学习礼仪知识，践行礼仪规范，提升文明素质，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从小处做起，形成人人学礼仪知识、个个树文明形象的社会风尚，为构建
和谐青岛，感受一份快乐，作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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