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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礼仪文化概述 

引言  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篇》有如下一段对话：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

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

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

远其子也。” 

按照今天的理解，这段话可翻译为： 

陈亢问伯鱼：“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呀。有一

次老师独自站在堂上，我（孔鲤）快步从庭里走过，老师（孔子）说：‘学《诗》了吗？’我

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诗》。又有一天，老

师又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礼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

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回去就学礼。我就听到过这两次。”陈亢回去高兴地说：“我提

一个问题，得到三方面的收获，一是该学诗，二是该学礼，三是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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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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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仪的产生和

应用可谓源远流长。周朝时贵族男童八岁入学，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位居六艺之首，可见古人对礼仪的重视程度。礼仪传承至今，不仅是个人情怀修养的

体现，更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的体现。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谦和有礼，礼教恭俭

庄敬，此乃立身之本。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不学礼，无以立身。 

第一节  走进“礼仪” 

孟子与孔子并称“孔孟”，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大圣人，可是他却曾想要和妻子离婚。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孟子回到家，在经过妻子房间时，正要进去，结果看到妻子一个人在房间里，

坐姿非常不雅，并不是“跪坐”，而是伸开两腿坐着。孟子看见后非常生气。因为，中国古

代非常讲究礼仪，注重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古时没有高腿的坐具，通常只是在地上铺上

席子“席地而坐”，古人坐的时候是跪坐，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双手规矩地放于膝上，

有时为了表达说话的郑重，臀部离开脚跟，叫“长跪”，也叫“起”。而孟子妻子这样随便

的坐法不仅是不雅观的，对他人来讲也是不礼貌的，是无礼的表现。 

所以孟子看到很生气。于是他没有进妻子的房间，而是直接到了母亲那里，对母亲说：

“我的妻子不懂得礼仪，请您准许我把她休了。”母亲一听，愣了一下，问道：“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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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孟子回答说：“因为她无礼，竟然伸开两腿坐着。”孟子的母亲接着问道：“那你又是

怎么知道的呢?”孟子答道：“是我亲眼看到的。”母亲于是心平气和地说：“这是你不讲礼

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所以我不能同意。”孟子一听，十分不解，明明是妻子不讲

礼仪，怎么成自己不讲礼仪了呢？孟母看到孟子疑惑的表情，耐心地解释道：“《礼》上说

得很清楚，将要进门时，必须先问屋子里有人否；将进入厅堂时，要高声说话，为的就是

让里面的人知道有人来访；将要进屋时，眼睛必须要向下看，这样做是怕屋里人没有准备

和防备。而你呢，到了妻子休息的屋子，什么招呼都没打，所以才看到了她伸开两腿坐着

的样子，这难道不是你无礼在先吗?”听到母亲这样一席话，孟子心悦诚服，再也不提休妻

的事情了。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进门的时候是有很多礼仪的，这样才能很好地尊重别

人，不至于让人没有防备，引起尴尬。这样的礼仪在现代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当代社会，

其实不只是进门前需要礼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需要礼仪的，知礼、懂礼、用礼是确

保人际交往顺利展开的基础和保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

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仪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每一个中

华儿女都是中华民族礼仪文明的传承者，传承礼仪，则需要先走近礼仪，认识礼仪。 

一、“礼”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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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的释义，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界定。 

一是被看作祭祀求福的仪式。“礼”繁体写作“禮”，属会意字，从示，从豊。本义为

举行仪礼，祭神求福。成书于战国末年的《礼记》在其《礼运篇》中记载道：“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字》中也记载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礼”最初的含义是祭祀神

灵以求福祉的仪式或活动。 

二是被看作人类社会中最高的自然准则。“礼”被人们认为是文化的准则、自然秩序的

体现。例如在《礼记·乐记》中有“礼者，天地之序也”“大礼与天地同节”等话语说明了“礼”

的重要地位。 

三是被认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礼是人立身的根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体

现。在《礼记·冠礼》中也有所体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四是被看作维护国家统治的基本准则。例如两千前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意在恢复

周礼，维护周王朝的统治。 

可见“礼”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时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论语·雍也》

篇中提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为“质朴”之意，

“文”是“文饰、修养”之意。可见孔子认为性情过于直率就显得粗鲁，礼仪过于恭敬

就显得虚浮，恰当的性情与礼仪，才是真正君子的样子。由此可见，“礼”还包含了“礼

貌”“礼节”等概念，所以我们一般用“谦和有礼，温润如玉”来形容那些真正有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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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节的人。  

二、“仪”的释义 

“仪”即“仪表”“仪态”“仪式”“仪容”，是对礼节、仪式的统称。在我国，“仪”的

概念在春秋战国奴隶制时期才出现，要比“礼”的概念晚很多，其本义为“仪式、仪文”。

进入封建社会后，“仪”逐渐演变为了具有容貌外表、仪式礼节的概念。演变至今，“仪”

则代表的是仪表、仪容、仪态等在社会交往中向对方表达尊重的具体形式。 

一个人的仪表与仪态，是其修养、素质、文明程度的表现。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谦

和有礼，遇事谨敬，文质彬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诗经》中

的《相鼠》一篇：“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

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虽是一首对当时统治

者的讽刺诗，但古人已经拿老鼠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

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是不成为人了。由此也可以看出礼义廉耻之于人的重要性。 

三、“礼仪”的释义 

笔者在上面介绍了有关“礼”和“仪”的概念，“礼”和“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礼”

是内在的，是人们对他人的一种尊重的态度；“仪”则是外在的，是人们通过一定的动作、

形式等表现出来的“礼”。“礼”是“仪”的本质，“仪”是“礼”的现象，二者相辅相成。 

“礼仪”一词的合用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诗经·小雅·楚茨》中的“为宾为客，献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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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礼仪卒度”。此中的“礼仪”意为宾客之间觥筹交错中应对之道的礼仪。“礼仪”传承

至今，在当代是指人们在生活、交往和工作中仪容仪表、仪态举止、言语谈吐及相应仪式

等方面约定俗成的行为举止，是表现律己敬人的过程。 

礼仪在当今社会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无人不需的。从我们懂事起，父母就会教育

我们要讲文明懂礼貌，见了长辈要主动问好；上学后，要尊敬老师，见到老师要行礼；工

作后，要尊重领导、礼待同事。由此可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会

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因而协调好人际关系、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变得十分重要。因此也

可以看出来，礼仪是无处不在、无处不需的。 

第二节  礼仪的起源和发展 

一、中国礼仪的起源 

关于礼的起源，历来说法不统一，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笔者归纳了五种起源

说：一是天神生礼仪；二是礼为天地人的统一体；三是礼产生于人的自然本性；四是礼为

人性和环境矛盾的产物；五是礼生于理，起源于俗。这些起源的说法在此不做具体介绍，

只从理论与实际产生形式两大方面来做具体的概括。 

（一）从理论上说，礼的应运而生，是出于人类协调一些矛盾的需要 

首先，礼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维护自然的“人伦秩序”的需要。远古时期，各种地质灾

害、各种野兽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并且不断发展，就必须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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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做斗争，不得不以群居的形式相互依存，人类的群居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又相

互制约。在群体生活中，男女有别，老少有异，人类必须妥善处理内部关系，因此，人们

逐步积累和自然约定出一系列的“人伦秩序”，这就是最初的“礼”。 

其次，“礼”的起源是为了满足人类平衡野心、欲望与现实条件的需要。追求与满足自

身的欲望是人类的本性与天性，人们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有些

人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就常常引起动乱，为了避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就需要一种“规范”来制约，于是“礼”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从其产生的具体形式来看，礼是从远古的宗教祭祀活动中产生的 

在上古时期，祭祀活动就是最早也是最简单的“礼”，其中以祭天、敬神为主要内容。

这些祭祀活动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被完善，渐渐地正式成为祭祀礼仪。随着人类社会的

发展以及对自然与社会各种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入，仅仅以祭祀天地、鬼神、祖先为礼，已

经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发展的精神文明需要和调节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了。因此，人们

便将事神致福活动中的一系列行为举止规范，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扩展到了各种人

际交往活动，从最初的祭祀之礼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各种礼仪。 

二、中国礼仪的发展 

礼仪在其传承沿袭的过程中是不断发生着变革的，从其历史的角度来看，礼仪的演变

过程可以分为五个大的阶段。 

（一）礼仪的起源时期：即夏朝以前（公元前 21 世纪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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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起源于史前的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的中、晚期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整个

原始社会是礼仪的萌芽时期，当时礼仪还较为简单和虔诚，尚不具有阶级性。其具体内

容有：制定了明确血缘关系的婚嫁礼仪，区别部族内部尊卑等级的礼制，为祭天敬神而

确定的一些祭典仪式，一些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表示礼节和表示恭敬的动作等方面的相

关礼仪。  

（二）礼仪的形成时期：夏、商、西周三代（公元前 21 世纪—前 771 年） 

人类随着自身的发展，进入到奴隶社会时，统治阶级、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将原始祭祀活动中的礼仪变为其巩固自身统治的工具，从此礼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这

个历史阶段，中国首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礼仪与制度。如“五礼”就是一整套涉及社

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规范和行为标准。许多礼制典籍亦多撰修于这一时期，如周代的《周

礼》《仪礼》《礼记》就是我国最早的礼仪学专著。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它们一直

被认为是国家制定的礼仪制度的经典之作，被称为“礼经”。 

（三）礼仪的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1—前 221 年） 

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动荡，各国之间争斗不休，国家疆土分裂，人们在思想上却是

开放的，在学术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对“礼”

进行了研究和发展，对礼仪的起源、本质和功能进行了思考，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孔子对礼仪非常重视，他把“礼”看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不学礼，

无以立”“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观点皆出于孔子。他要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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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礼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并倡导“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有仁爱之心，要相互关心，彼此尊重。孔子

也希望统治者用“仁德”来治理天下。 

孟子把“礼”解释为对尊长和宾客严肃而有礼貌，所谓“恭敬之心，礼也”，并把“礼”

看作人善性的发端之一。 

荀子把“礼”看作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做人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理想，正所谓“礼

者，人道之极也”。他认为“礼”既是目标、理想，又是人一生的行为过程，主张“人无礼

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管仲则把“礼”看作人生的指导思想和维持国家的第一支柱，认为礼关系到国家的生

死存亡。 

（四）礼仪的强化时期：秦汉到清末（公元前 221—1911 年）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礼仪在不同的朝代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但却一

直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的重要工具之一，其具体特点为：尊

君抑臣、尊夫抑妇、尊父抑子、尊神抑人。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礼仪，内容大

致有涉及国家政治的礼制和家庭伦理两类。这一时期的礼仪构成中华传统礼仪的主体。但

在礼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到了清代中、后期，它逐渐变成妨碍人类个性发展、

阻挠人类平等交往、窒息人类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 

（五）现代礼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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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辛亥革命后，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思想的影响，中国

的传统礼仪规范制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符合时代要求的礼

仪，进行肯定、继承、完善、流传，那些繁文缛节的“礼教糟粕”则逐渐被抛弃。同时也

接受了一些国际上通用的礼仪形式。新的礼仪标准、价值观念逐渐被人民群众所知晓，并

得到了推广和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确立以平等相处、友好往来、相互帮助、

团结友爱为主要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

国与世界的交往日趋频繁，西方一些先进的礼仪、礼节陆续传入我国，同我国的传统礼仪

一道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礼仪的基本框架。许多礼仪从内容到

形式都在不断进行着变革，现代礼仪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大量的礼仪书籍相继出版，

各行各业的礼仪规范纷纷出台，礼仪讲座、礼仪培训日趋火红。人们学习礼仪知识的热情

空前高涨。讲文明、讲礼貌蔚然成风。今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

日益密切，礼仪必将得到新的完善和发展。 

第三节  中国礼仪特有的文化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出

行有礼，坐卧有礼，宴饮有礼，婚丧有礼，寿诞有礼，祭祀有礼，征战有礼，等等。这里

的“礼”包含了礼制的精神原则与礼仪行为两大部分，礼义是礼制的精神核心，礼仪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