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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阐明历史课程改革

的基本理念在于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多视角、多层次、多形

式地为学生学习历史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于课程设计

与实施是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我校在近三年的探索实践中，逐

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结出了丰硕的

成果。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历史教研组的部分教师用自

己辛勤的汗水又完成了这本带有德育教育意义的校本教材。

本书分为古代篇和现代篇，以现代篇为主。古代篇分为

礼仪渊源、个人礼仪、师生礼仪、家庭礼仪四章，现代篇分

为个人礼仪、校园礼仪、家庭礼仪、社会礼仪四章。分别介

绍了中学生应该了解和掌握的一些礼仪知识，全面提升中学

生的素质，使其成为“知书达礼”的现代化新人。

礼仪渊源要求学生了解“礼”的内涵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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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礼仪、家庭礼仪分别从古代和现代两个角度进行介绍。

个人礼仪重在介绍个人的言行举止、仪容仪表，做到着装得

体，谈吐落落大方。

家庭礼仪重在培养感恩思想，注重体贴父母及介绍拜访接待等

基本礼仪，成为父母的骄傲。

师生礼仪、校园礼仪重在介绍中学生尊敬师长、遵守校园的各

种规则等方面的礼仪，做一个合格的中学生。

社会礼仪重在介绍在社会交往中应该掌握的一些礼仪知识，做

一个彬彬有礼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本教材，既要达到配合学校德育教育的功能，同时又可达

到提升学生个人品质、修养及文化素养的目的。在我们进行文化课

教学的同时，进行有关中学生个人礼仪方面的教育。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本教材在很多方面难免有不足之

处，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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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华礼仪，文明渊薮”，古代文化就是礼乐文化，

而礼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那么，礼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又是缘何产生的呢？

第一节　礼的内涵

首先，礼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

《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

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

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

兽。”唐人孔颖达说：“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

以上说明古人认为，人与兽类的区别在于人类懂“礼”。

也正是因为有“礼”，才使得人类不断进化，远离兽类。

其次，礼是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

儒家看到了天地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宇宙永存，自然法则不可改变。人

类社会要与天地同在，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仿效自然法则才能生存。儒家认为礼就

是天道在人类社会的运用，儒家在礼的设计上，处处依仿自然，使之处处与天道相符。

“礼”也就成为衡量一切社会活动的标准，《礼记》中说：“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

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这些都说明了“礼”是仿照自然法则而制定

的，所以是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

第一章　礼仪渊源

图一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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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礼是治国的工具

它既是国家典制，也是处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以及并列关系的原则。如

西周的分封制规定，天子对于各诸侯国，要定期进行视察，以便了解下情，称为“巡守

礼”，《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

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

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

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所以说，朝觐之礼是要明君臣

之义。至于诸侯之间，则要定期聘问，以联络感情。这些礼制对于维系一个国家，巩固

统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礼是人际交往的方式

行为合于礼，是有教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被人嗤之以鼻。

我们在这儿仅列举出了“礼”的最基本内涵，因为“礼”的内涵太丰富了，绝非三

言两语所能说尽。已故著名礼学家钱玄先生曾说过，“礼”的“范围之广，与今日‘文

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案例和资料

周公制礼作乐

周公为周文王第四子，因其采邑在周（在今陕西省岐山北），故称周公。

周公依据周制，参酌殷礼，首先确立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又以天子为大宗，

而与周天子同姓的诸侯，为小宗，从而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天子之下

有诸侯，诸侯内部又有爵位、等级之分，形成阶梯式的等级制度。由宗法制和等级制结

合，就产生出一套完整且严格的礼仪制度。

殷、周两代均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有隆重的仪式，出征有不同的乐

舞，会盟、饮宴有不同的仪式，这些都是周公作乐的内容，后人称“周礼”或“周公之

典”，对后来王朝的统治者，有深远的影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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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礼的产生

首先，礼起源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精神文明决定于物质文明，“礼”作为精神文明，它

的产生和发展建立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原始社会

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

提高，种族、部落之间及内部都有了一些不平等。为了平

定这种不平等导致的混乱，“先王”就制定了礼仪。所以

《易·序卦传》说：“物畜然后有礼。”

其次，礼起源于原始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礼仪”有如下解释：“礼，

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仪，度也，宜也，匹也”。可见，中国的“礼仪”起源于

古人的敬神祭祖活动，要求怀着虔诚的心，认真地履行，把握好分寸。

古人的祭祀敬神之礼似乎带有迷信的色彩，而深而究之，实际是古人质朴的崇本报

恩思想的反映。

古人认为自己享有的这一切是上天和神 给予的，所以“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谓大祥。此礼之大成也”。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对那些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以及部落联盟

首长产生崇拜，例如，有巢氏、神农氏、燧人氏、黄帝、炎帝等，这便是日后祭祀祖先

之礼的起源。

第三，中华礼仪形成与民情风俗息息相关

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所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

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一定区域内的居民，在长期共同

生活中，依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形成了民情风俗，体现在生老病死、婚丧嫁

娶、迎来送往、节日庆典等方面就成为礼仪。因此可以说礼仪产生于生产、生活之中。

图一  神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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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礼起源于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国家的产生

“众所周知，所有民族的文明史总是始于婚姻制度的确立……换言之，在所有的文

明国度里，有了廉耻感和君子之道才有了婚姻，有了婚姻制度方才有了家庭。”家庭产

生的重要标志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出现。

随着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国家也随之产生。荀子认为：“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

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

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意思是说礼仪是圣人先王为治理人

们恶欲引起的争斗祸乱而制订出来用以矫正引导人之性情的措施。

孔子认为：要使家庭关系稳固及社会秩序稳定，防止贪欲祸害就必须了解人性，并

以礼调整约束。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礼”就产生于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时期，之后逐

渐发展成为礼制和礼俗，成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

案例和资料

中国古代的五礼

吉礼：祭祀以祈求吉祥的礼仪。（如：祭祀天神地 和宗庙〈祖先〉的祭祀。封禅

是历代最大的吉礼。）

凶礼：伤亡灾变之礼。 （如：水旱、饥馑、兵败、寇乱等礼，丧礼最为重要。）

宾礼：主宾相见场合的礼仪。 （如：朝拜、会见、会盟，中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

仪典。）

嘉礼：“喜庆”之礼。 （如：登基、册封、婚冠、宴乐、颁诏等。） 

军礼：军武之礼。 （如：亲征、遣将、受降、凯旋、大射等。）

学习思考

中国“礼”文化源远流长，那么“礼”缘何而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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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探究

1. 你知道中国古代礼仪的内容有哪些吗？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2. 比赛一下，看谁列举的中国古代礼仪典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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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冠义》：“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个人的仪

容、仪表和言行举止是传统礼仪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节　仪容仪表

古代的中国，有“礼仪之邦”和“衣冠王国”的称誉，而“华夏”一词也是源于

“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这些都反映了衣冠服饰与礼仪文明的

关系，它是古代礼仪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衣冠服饰又与人们的等级身份及不同民

族的生活方式相关联，成为等级身份与民族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此，从夏商周朝开

始，衣冠服饰已经有了一套礼仪制度，从帝王后妃、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必须按照礼

仪的要求去穿着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衣冠服。

衣冠服饰不仅有御寒遮体及装饰的作用，而且也反映着古人的文化素养和价值观

念。古人认为它与人的道德修养密切相关。东汉王充就曾提出了“德盛文缛”的命题，

认为人的道德水平越高，其文采仪表、服饰装扮就越是焕然严整。

学习思考

从服装样式和穿着讲究上看，现代与古代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一、衣服

（一）大体分类

【衣裳】

商周时期，衣服款式通常是上衣下裳，裳即裙子，不分男女都可穿用。贵族在裙子

第二章　个人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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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再多系一片革制或丝绣的斧形服饰，即是身分尊贵的标志。到春秋之际，衣、裳被

连接起来，下面垂到踝部，称为“深衣”。深衣，是士以上贵族的常服。庶人一般穿褐

（兽毛或粗麻编织的短衣），但也可以用深衣作为礼服。深衣对后世的服饰影响很大，

现代的连衣裙，就是由深衣沿革而来的。 

                图一  汉代男子的曲裾深衣                         图二  汉代女式曲裾

【裘、袍】

古代御寒的冬服有裘、袍等。裘，是皮衣，毛向外。贵族在行礼与会客时，要在裘

外再加穿罩衣，否则将被视为失礼与不敬。袍，最初是装填乱麻和旧丝绵的长衣，为贫

困者穿用的衣服（ 汉代以后，出现了绛纱袍、皂纱袍等，袍才成为朝服）。所以，在

先秦时期，穿裘还是穿袍，是有富与贫的显著差别的。

学习思考

中国古代服饰的种种讲究，分别反映了古人的什么思想？

（二）穿着讲究

【严整洁净】

《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严整洁净是服饰礼仪

最基本的要求。北宋太祖赵匡胤，一次晚间宣翰林学士陶榖入宫议事。陶榖进宫后，

见宋太宗只穿着便衣，几次进去又忙退出来，左右催宣甚急，他始终彷徨不进。太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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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后，忙令人取袍带来，陶榖等宋太祖穿好袍服束完腰带，才急忙进去。陶榖之所以逡

巡不前，是因为他恪守君臣之法，免得宋太祖衣冠不整有失为君风度仪容，君臣相见后

出现尴尬局面。皇帝穿戴整齐见官员，也是对臣下的礼敬。清代的英和，为翰林世家出

身，一次拜谒翰林院前辈窦东皋，当时正是三伏天，两人在厅中自早饭即交谈，“整衣

冠危坐两三时许”，可谁也不敢敞襟脱衣，以致“汗如雨下”，直到中午，英和才“乘

间告退”。

【不露形体】

我国古代，穿衣强调不露形体，所以无论男女服装，都宽松肥大。《礼记·内则》

还强调“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连脸都要遮盖上。坦胸露体见人，不仅是轻亵自

己，也是对对方的不尊敬，是不讲礼节的体现。例如：《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曹操

为了当众侮辱祢衡，在殿堂之上大宴宾客时叫祢衡为他们击鼓。祢衡以牙还牙，竟然在

曹操面前脱掉衣服，裸体而立，以此来侮辱曹操。气得曹操拍案咆哮：“庙堂之上，何

太无礼！”短衣入朝便是“不敬”之罪了，何况是裸体？

图三  汉服

【讲究等级】

秦汉以后，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衣着等级制度日益完善。各级官吏与庶民在

衣着服饰上，从式样、用料到颜色、花纹，都有了明显的不同，而且不能有差错。如

唐宋以后，龙袍与黄色就成为皇室的专用服色，其他人绝不能僭用，否则将被视为“大

逆不道”。其他官员：“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

（《明史·舆服》）而平民百姓，则禁止用大红和鸦青色，以免与官服相混。

服饰的等级，在礼服和官服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古代帝王及高级官员的礼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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