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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选择中华传统礼仪中最重要和最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分为上、中 、 下三编共 31 个

专题，包括中华礼仪之邦的形成、特色、学理、经典 ， 冠、婚、丧、 祭之礼的仪式及其人文

内涵，当今社会的人际交往(如会客、宴饮、尊师、敬老、书信等)中如何体现中华礼仪特

色等问题。 31个专题在结构上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借此可以系统地了解中华礼仪的体系

和精髓，掌握人际交往的一般原则。

本书简明通俗、内容精眩， 与实际联系紧密，可供大专院校学生学习并作为日常礼仪的

参考，也可供对中华传统礼仪有兴趣的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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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是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礼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大致可以用这三句话来概括。 因而我们可

以说，在理论层面上，如果不了解礼，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

实践层面上，如果不能继承传统礼仪中的合理内核，弘扬中华文明实际上

就是一句空话。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不断脱离动物界的过程。 这一过

程主要包括人类体质的进化和心性的进化两个方面。 从猿到人的体质进

化，人类用了上百万年的时间才完成，而人类心性的进化则还要缓慢。当

人类跨越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之后，动物性依然顽强地

在人类身上闪现着。如何管理好人类的情感，使带有动物性的人变成理性

的人，是儒家最为关注的重要课题。 如果把儒家的答卷归结为一个字，那

就是"礼"。

儒家说的礼，一般包括"乐"在内，因此"礼"和"礼乐"实际上是

同一个概念。 狭义的礼，是指一种合于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 广义的礼包

括合于道德要求的治国理念和典章制度，以及切于民生日用的交往方式

等。 儒家学说中的"乐不是今人所说的音乐，而是指具有道德教化作

用的德音雅乐。

《大学》说君子务本。"所谓本，就是修身，它是齐家、 治国、平

天下的基础。 而礼就是修身的工具，是成就君子风范的不二法门。 礼和乐

有分工，礼是从外部来节制和规泡人的行为，乐是从内部陶冶和优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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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 礼乐教化的宗旨，是寻求和谐的人性与和谐的社会。

礼乐文化是先秦儒家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之

一。不幸的是，它一直在经历着被边缘化和妖魔化的过程。 在古代社会，

杰出思想家的作品，不可能被皇权全盘接受。执政者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

发，有选择地利用或者篡改思想家的作品。 大概从汉朝开始，礼就被执政

阶层片面地解释为体现等级秩序的"威仪

荤、宫室、器用等。这种误读被不断放大的结果，是儒家礼学思想失去了

治国之道中的领军地位，日益走向边缘化，以至今天人们一提起古代礼

仪，马上就会想到森严的皇家仪仗、伏地不起的文武百官，而礼的本义却

被人们日益淡忘。近百年以来，它又被妖魔化，被视为"吃人"和"奴隶

制"的同义词，如同洪水猛兽，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以至渐行渐远，日益

疏离了我们，令人扼腕长叹!

有感于此，我决心将自己长年研究古代礼学的成果课程化，向广大学

生正确地介绍中华传统礼乐文化。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具有存亡继绝意义

的工作。 2∞1 年春，我初次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选修

课。 之后，叉着手编写该课程的教材。

2∞4 年初，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海内外第一

本系统地介绍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著作，它最直接的目的是要建立起说解

的体系。古代礼乐文化历来以繁难著称，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相

关的典籍是用上古语汇撰写的，不易卒读;而书中触目皆是的宫室、服饰、

器用、牲牢等名物制度，更是横亘其中的拦路虎。 如何删繁就简、通俗易

懂地把礼乐文化介绍给学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始料未及的是，该书初版 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随即加印

5000册。 与此同时，该课程也受到了清华学生的欢迎，在教务处组织的

教学评估中获得高分，进入了全校同类课程的Top5%的行列，甚至有学

生建议学校将它列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这不是我的能耐大，而是课程

的内容好，证明传统礼乐文化完全可以为当代大学生和广大读者所接受。

中

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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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于北京奥运行将举办，举国上下都在呼唤礼仪文明，于是，

各类礼仪教科书和电视讲座开始多了起来，这应该是好事。可是，当我们

翻阅这些教科书之后，不禁大失所望:它们所介绍的几乎全是西方礼仪!更

有甚者，有些部门正在把它当作中华礼仪在各地推广!中华礼仪正面临着被

西方商务礼仪替代或者淹没的局面，千年中华礼仪之邦，前景堪忧。

本书希望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说解中国礼乐文化的体系。已经出版的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一书，重点是介绍《仪礼》的内容，对礼仪要则的

提炼做得不够;而且引用的古文比较多，比较适合文史专业的学生使用。

为此，许多读者建议我写一本适合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的传统礼仪读本。

这在我而言，作为一名专业的礼学研究者，是势在必然，也是不得不然的

事情。国家养士千日，用士则在一时，我理所应当地要为中华传统礼乐文

化争得一席之地。这是本书的撰作缘起。

本书的说解体系，力求简明可靠，贴近现实。所谓简明，就是谋篇布

局要清晰明快，既要显现完整的结构体系，又要提炼出沉潜其中的原则，

让读者轻松地把握礼学的精神和要点。为了减少阅读上的困难，我尽可能

将引文消化在行文中，只引出最为关键的文句。所谓可靠，是说书中的每

一种说法都以学术作为依托，绝不杜撰。所谓贴近现实，则是要体现中华

礼仪文化对当代生活的指导和参考的价值。

经过反复推敲，本书的框架分为三编。上编是"学理主要介绍古

代礼学的渊源与理论体系。中华礼仪的根基，是人内在的德性，礼是德性

的体现，不从这一点谈起，礼就成了"做秀就是徒有其名的虚礼。为

此，我列了 10个专题来介绍礼与道德、性情、音乐、风俗等的关系。中编

是"要则礼的内容相当丰富，仪式也极为纷繁，如果大家掌握了其中

一以贯之的原则，不仅容易理解，而且便于运用。为此，我从古代礼书中

归纳出了 9个专题，作为通例介绍给大家。下编是"常礼就是古代社会

生活中最常用的礼仪，我也选择了一部分，提供给读者朋友参考。这一结

构是否妥当，还望读者朋友赐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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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附录收入的三篇文章，都是学生的作业。 我在清华讲授"中国古

代礼仪文明"课程时，规定学生要做两次作业:

期中作业，要求按照课堂讲授的传统书信的格式，给父母或者同学、

老师写一封信，目的是提高学生撰写传统书倍的能力 。 大家知道，中国港

澳台地区的民众，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知识界，依然通行着我国古代书

信的写法。 这些年，我们与海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有利于与他们的交流。始料未及的是，同学们此前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知

识，经过学习之后，出手大多不同凡俗，书信都写得非常典雅、得体，显

示出了他们的学养。这里选取其中的两封，作者是电子系的耿亮同学和中

文系的马来西亚留学生郭思韵同学。

期末作业，则是要求学生自己设计一种适合于今天推广的礼仪。 因为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生对古代的冠婚丧祭之礼都已经有所了解，这些

礼仪已经很难在今天推行，而社会又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礼仪，我们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法古开新，师法中华传统礼仪中的人文精神，制

订新礼。学生的作业不乏佳篇，限于篇幅，本书仅选取了生物工程系陈晓

施同学的作业《与时俱进的冠礼仪式~，这是一篇很有创意的作业，曾经

在清华大学本科生创新论文大赛中获奖，所以推荐诸君一读。

一
礼

一仪
一概
一要

-
N

彭林谨t只于清华园昕松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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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与中华

一￥ r {义是一切文明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作

IU为育着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礼仪文化更是灿烂夺目，别

具一幅z 宫的存亡兴衰，对于我们的现在和将来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一)文化是民族的生命

历史上形成的阿拉伯民族、 印第安民族、亚洲民族、 欧洲民族、 非洲

民族，彼此之间的差异，除了体质、肤色和生存环境之外，主要是文化的

不同 。

文化是回答"你是谁"的问题的'是人的

活方式、 语言、 哲学、 风俗、 信仰、心理等。任何民族都是文化的民族。

文化是民族成员之间相五认同和凝聚的核心，也是区分此民族与彼民族的

标志。 丧失了文化特征的人们，就丧失了"我之所以为我"的根据，也就



一礼与中华

丧失了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

综观历史，有些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能保有自己的母文化，

最终走上了消亡的道路。 最典型的例证是契丹。契丹是唐、宋时期我国北

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文化和经济都很发达，盛极一时。俄罗斯语把中

国叫 kitai ，就是"契丹"的音译。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在说到"中国"时，

首先想到的是指横亘在中俄之间的契丹，因而很自然地用它来指代中国。

契丹在外界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可是，在今日中国的 56 个民族

中，却没有契丹。它到哪里去了。是遭受了种族屠杀而灭绝了吗?不是。

是遭到瘟疫的侵袭而消失了吗?也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契丹人不珍视本

民族的文化个性，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被同化了，失去了彼此认同

的"命根子逐步走向了消亡的道路。尽管他们的子孙还生活在我们中

间，甚至我们可以用先进的基因分析技术，找出身上有契丹血统的人，但

是，他们谁都不敢说自己还是契丹人，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从文化上将自己

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了。作为一个民族，契丹已经永远地消亡了，只有在

史料和考古遗址中，才能依稀见到他们的影子。契丹的消亡，在中国历史

上并非绝无仅有，类似的例证还可以举出许多。文化对于民族存亡的重要

性，由此可见。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原生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绵延

数千年迄今没有中断的古文明，这是世界文明史中的奇迹，值得我们自

豪。中华文明是我们的母文化，是炎黄子孙五千年智慧的结晶。中华文明

能否继续发扬光大，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倍加

珍视。保持这一文化的特色，与时俱进，更是炎黄儿女的责任。

世界文化的格局从来就是多元的。不同质的民族文化，是不同特色的

地域文化，它们各有千秋，互有优长，它们的个性理应得到尊重。正是由

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明才呈现出多姿多彩、缤纷灿烂的气象。因

此，不能用抬高某种文化、排斥其他文化的办法来消灭文化差异。好比黄

梅戏与越剧，它们属于不同的戏种，没有优劣之分，它们的共存有利于促

进戏曲的繁荣。如果硬要用某一个戏种去统一其他所有的戏种，让人们只

看一种戏剧，戏剧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因此，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有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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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五相学习、王相借鉴和整体提升。各民族人民在创造自己独特的本位文

化的同时，也是在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当代的文化冲突与民族走向

中

一
华
一传

民族文化是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近代以来，由于交

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发达，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冲突比古代社

会更为直接、迅速和激烈。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情况尤其如此。从理论上

来说，这并非坏事。问题在于，某些西方强国在推行军事霸权主义、经济

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在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他们在"经济全球化"的旗号

之下，利用高科技手段和先进的媒体，大力冲击世界各国的异质文化，试

图由他们来统一全球文化。不少经济落后的弱势民族难以抵挡这种强大的

政势，他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少，他们的历史正在被遗忘，他们的文化也越

来越边缘化。 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 〈人文发展报告 〉称当

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这是非

常危险的前景。

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依然是多元的，因为谁都意识到，只有多元的

政治格局，世界才是最稳定的。同样，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是多元的，区域

性的经济共同体越来越多，只有各国的利益被充分尊重，并且得到保护，

世界经济的繁荣才有可能。单极的世界经济体系，无法导向和谐与发展。

显而易见，文化也必须保持多元的格局。

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带来文化全球化，从而导致某些文明的消亡，最早

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是法国。从 20世纪 80年代起，法国电影市场的 60%被

美国占据，而在某些西欧国家电影市场上，这一比例高达80%-90%。有

人将美国对西欧文化的冲击比喻为"铁罐"撞击"陶罐西欧本土电影

溃不成军，市场所剩无几。法国人历来以法兰西文化的伟大和优秀而自

豪，如今由于美国电影的冲击，不仅本国电影严重萎缩，而且国民的价值

观也随着美国电影的进入而悄然改变，长此以往，后果堪虞。

在美法两国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开放服务市场的谈判中，美国强调文化

-统一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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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其他商品应该等同对待，而法国则极力反对，认为文化产品虽然有

商品的属性，但同时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因此，文化不是

普通商品，它不能从属于商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法国人把文化

的单一化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敌人来加以反对。他们提

出了"捍卫文化的多样性"的口号，积极地捍卫本土文化，认为无论哪种

文化都应该被保留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尊重其他文化，是人类伦理的

核心支柱之一，其含义是尊重文化最根本的异质性，尊重身份特征的差

异"。因此，法国领导人在多种国际高峰会议上，反复论述文化多样性的

原则·

1 . 文化创造具有特殊性，文化产品不得等同于普通商品;

2.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享有同等的尊严以及表达和传播的权利，

3 . 每个国家有权自主地决定文化政策，并通过必要的政策来保护和

发展文化遗产;

4. 文化多样性既体现为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也体现为对其他民族

文化的尊重和开放。 ①

法国政府的主张得到世界各国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 2000年，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 指出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

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 2003年 10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

得到了 60 多个会员国的支持。

此外， 20 世纪末，海外有学者提出了"文化领土论"的理论，认为在

未来的世纪里，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概念在实际上将不复存在，领土的范围

将按照文化来划分。这一理论相当精辟，富有远见。在一百多年前，西方

列强占领我们的市场、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需要动用炮舰和鸦片等很极

端的手段才能如愿。如今他们若要达到同样的目的，大可不必再动干戈，

只需要文化征服就可以了。西方列强用强势文化来凸显其先进的科技、优

裕的物质生活，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文化上产生自卑，进而追随他们

的文化。当这种情绪和心态扩散到整个民族的时候，崇洋成为一种普遍的

①参阅郑园园《法国捍E文化多样性}， <环球时报 } 2004年 10 月 II 日第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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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国民文化认同的核心转向西方，民族的生存就变得非常脆弱了。所

谓"民族振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和套话。

遗憾的是，许多国民缺乏本位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认为现代化就是

西化，因而把追逐西方文化当成时髦。在这种风气已成蔓延之势的时候，

有人还把它作为时代的进步而欢欣鼓舞，倒是一些海外华人的脑子比较清

醒。 〈 星岛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于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蚕食忧心

忡忡，摘要如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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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沪、穗的城市商图中，不论走到何处，举目坏顾，高楼

商厦、电视大屏幕、公共体育的巨幅广告，多是西人面孔和西方的

张扬风格与色彩，很难一见中国的拙朴，$方的恬淡。在人们的谈

话中，呆呆扣名西方企业家怎么说，呆呆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学者怎

么说，呆呆亨情上西方政府处理的方法是……唯西方马苦是瞻，唯

西人所言板是，唯西例为理政之所循。从学%(-到商圈，从官府到民

间，都在这失自己，症结就是这失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中国人差

不多成了没有根的族群。

1840年以来，中国在经济丰被蓝氏，但文化上并没有被殖民过。

但是中国走到今天，很可能允从集体意识主自我延民化，进一步在

经济上自我殖民化。·二…我们见到的不少内地未的研究生们，他们

英语极佳，英文的流行歌曲也喝得比中文好;他们常常看不起自己

所在的国家，一开口就是才比判，不见有建设之，~;他们还木毕业，就

在香港的外资机构四处见职，且非外资不去。逗我们这些生活在本

港、在英式教育中;爱习西风的人，还知道一点孔孟之好，而这些内

地未的学生，甚至不知道孔孟好在哪豆，真是匪炎所思。西方是东

方人的向往，这才真是应该让中国人奇怪的事情。对一些中国人坚

持"在向面的潮流中，我们向东

们尊重白己东方的、中国的建筑风格，而是他们在灭顶的西湖中，保

持一种文化传统，他们在呼喊自己的文化与传统。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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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民族意识上的集体苏醒。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从经济与文化

上重新沿为没有宗主国的殖民地。①

这篇文章读来真有振聋发眼之感。其实，捍卫民族文化的理念正被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接受，并且付之行动，我们期待着"中国人在民

族意识上的集体苏醒"早日到来。

(三)炎黄子孙行中华礼仪

衡量 个国家是否强国的指标，并非只有经济和科技等"硬实力还

包括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鸦片战争之后，西人的坚船利炮给我们留

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改革开放以后，纽约的摩天大楼令我们大为惊诧。

因而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发展"硬实力"上;对于"软

实力我们总是不愿意正眼看它，认为它太"软软得没有用处，这是

非常浅薄也非常有害的思想。中华民族要振兴，首先要有文化自尊和民族

自信。一个失去了文化自尊和民族自信的民族，是不能凝聚人心，走向腾

飞的。

节日是民族文化最显著的标志，上至达官，下至众庶，无不同庆，是

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可是，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盛行过圣诞节、情人节

之类的洋节，在青年入中，此风尤盛。适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年轻人对

传统节日则非常冷漠，甚至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据某地媒体做的一项关于

端午节的调查，绝大多数孩子不知道屈原是谁，甚至以为屈原是香港歌

星。眼下的生曰礼仪，几乎全盘西化，一律是在蛋糕上插蜡烛，然后众人

齐声用英文唱 happy birthday toγou! 如果听凭西风劲吹，中华民族节日

很快就会消亡。许多有识之士为之忧虑，起而呼吁回归民族节日。最近有

人建议，将传统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都变成双休假，让大家

都有充裕的时间来过民族节日，这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中华传统礼仪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比民俗更为重要。可是百

年以来，由于我们对于传统的轻视和错误评价，传统礼仪几乎荡然无存，

不少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礼仪为何物，失礼行为触目皆是，不仅影响了社会

J) <星岛日报>: <r! 1国人迷尖四j':iflrj'-学界内阁唯四年jJ是在n 转引自《参考消息、> 2C汇5 年 8 月

26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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