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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仪总论 1

一、礼仪总论

（含礼释义、礼的起源、礼 

的分类、礼的功用）

礼指特定民族、人群或国 

家基于客观历史传统而形成的、 

以确立、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为核 

心内容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行为 

方式。在“礼”的范畴中，客观历 

史传统主要指人类长期延续的生 

活方式，它从社会生产、生存环 

境、生活形态的角度，为“礼”的 

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基本前提，在 

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 

所以形成不同的礼仪风俗，关键 

原因在于以生产方式为核心内容 

的生活方式规定了文化的不同发 

展方向，而“礼”则是构成文化的 

重要因素。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或 

社会意识，“礼”是社会演进的产 

物。群体化的社会从来都是人类 

生存的重要手段，而人类交往及 

群体构成一开始就按某种等级与 

秩序的方式进行，在此后漫长的 

历史发展中，社会等级秩序经历 

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糙到完备 

的演变过程，经历了超越本能， 

从自发到自觉的演变过程，作为 

观念化的“礼”产生于社会系统成 

熟化发展以后（主要指国家形成以 

后），体现和反映着等级秩序的历 

史与现实，并且通过社会制度、 

国家法律等特殊途径，对社会价 

值的各个方面作出权威的分配， 

以维护其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 

础。任何一个群体或民族的 

“礼”，就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要求人们承认 

现存社会在政治、伦理、利益等 

各个方面的等级划分，以及与之 

相适应的秩序系列，承认具有不 

同社会地位的人享有不同的权 

力、荣誉与利益；第二，要求人 

们根据自已的社会等级地位，承 

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如要 

改变自已的社会地位，应该按社 

会普遍接受的合法方式进行；第 

三，所有的人都应该维护、遵循 

与社会等级秩序，历史传统相适 

应的道德规范、法律制度，对非 

礼言行进行抵制、谴责和惩罚。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观念化、价 

值化的“礼”往往表现为程式化、 

名物化的“仪”（或称“礼仪”，参 

阅该条）。而就其在历史上出现 



1144 十九、礼仪典籍与著述

代礼俗著述。陈顺宣著，广西教 

育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为该社出版“汉族民间风俗丛书” 

之一。全书分求子篇、生育篇、 

养育篇、游戏篇、益寿篇。本书 

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了人生礼仪中 

的诞生礼仪（生养礼仪），诸如 

求子习俗、孕期习俗、临产习 

俗、催生礼、成年礼等都作了叙 

述。益寿部分，主要介绍了做寿 

庆寿的习俗和与延年益寿有关的 

一些民间方法。本书是一本较系 

统的生养礼俗知识性读物。

汉族民间经济风俗中国当 

代礼仪著述。徐杰舜编著，广西 

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 

版。全书分农林渔猎篇、蚕桑畜 

牧篇、工匠百作篇、商贾交易 

篇，对各种经济活动中的风俗进 

行较全面的介绍，并涉及经济活 

动中的礼仪内容，诸如插秧时节 

趣俗、渔俗、猎祭、拜师与收 

徒、庙会礼俗等等。

中国人生礼俗大全当代礼 

仪著述。作者乔继堂。天津人民 

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全 

书共分八章，记述了现实人生从 

生到死各个阶段的礼俗，涉及从 

父母婚礼上的祝吉求子起，举凡 

孕育、诞生、周步、命名、岁 

蒙、圆锁、成人、婚嫁、寿诞、 

死丧以及死后的人庙、祭祀等各 

个人生关口的礼仪，还分析介绍 

了有关人生的信仰即观念人生 

史，包括诞生前家族对新生命的 

呼唤，死后转世的信仰、祖先崇 

拜等。对某些礼俗的历史也有简 

要的叙述。本书还涉及乡土观念 

与乡里社会、祭祀与岁时习俗、 

命名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以 

及对于死的种种讳称，丧礼上的 

挽联和其他为死人而写的各种文 

字，有关婚姻爱情的文学等内 

容。在资料的应用上，包括各种 

古代文献资料和近期调查的材 

料，汉族的资料和少数民族的资 

料，国外某些民族的礼俗资料。 

除对人生礼俗进行比较系统的介 

绍外，对一些相关的理论和现象 

进行了理论说明，具有一定的理 

论色彩.书中指出，人生礼俗的 

实质作用是，对个人从心理等方 

面作用于其成长、成熟，对社会 

则具有调节某种失衡和纠纷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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