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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专题】

传统家礼文化的功能、影响及当代价值∗

朱 莉 涛

摘　 要：传统家礼文化传承数千载，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家礼文化

具有以仪立范、教以效化、怀宗追远、整齐门内、辅佐国法等重要功能，对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延续、传统社会秩序的

和谐与稳定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当然，植根于封建社会的传统家礼文化有其二重性，其消极影响不可忽视，
应去其糟粕、存其精华。 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家礼文化的现代转化绝不仅

仅是对传统家礼文献典籍的梳理，而应在此基础上发掘其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和文明礼仪培育等方面所具有的

当代价值，以真正实现对传统家礼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关键词：传统家礼文化；以礼治家；公民道德建设；文明礼仪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８５－０７

　 　 中国乃“礼仪之邦”，源远流长的传统家礼文化

是中华文明独特性及民族性的标志之一。 “家礼文

化是传统家礼在价值理念、仪式、制度、器物以及教

化等多层面的体现，本质上是家礼因载体、形式、媒
介不同而以多种形态呈现的一种文化样态。”①中国

传统家礼文化发轫于夏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奠定了儒

家思想的核心地位，也形成了家庭伦理道德和行为

规范的儒家标准，在儒家思想深厚底蕴的滋养下，传
统家礼文化进入鼎盛时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

期，屡经丧乱，世风日下，传统家礼文化随之衰落。
宋元明清时期，忠孝节义之气逐渐盛行，儒家仁义礼

成为理想人格为人们所追求，理学的形成和完善更

是将此人格精神提升到哲学境界，助推了传统家礼

文化的复兴。 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
统家礼文化根基动摇，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尽管传

统家礼文化随社会变迁而历经沉浮，但作为民族传

统文化的缩影，其背后浓缩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

特征。 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意义中考察传统家礼文化

的功能、影响及其当代价值，无疑是传统文化尤其是

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

一、传统家礼文化的主要功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以儒家伦理为

圭臬的传统家礼文化历经变革，从世家旧族下移到

士庶阶层，在民间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实践。 在家

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家礼文化在睦亲齐家、宗族和

谐、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有效功用，其中蕴含的合

理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１．以仪立范：传统家礼文化的规范功能

规范家族成员行为是传统家礼文化最直接的功

能。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的“五
伦”，荀子的“制礼义以分之”，本质上都是使君臣、
上下、尊卑、贵贱各安其位，遵循与身份相符合的规

范。 尽管传统家礼的规范和约束力度在不同社会阶

层的家庭中有所差别，但孝亲、敬长、爱幼、守节等礼

仪规范仍然被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和遵循。 总体而

言，传统家礼文化的规范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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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对忠、孝、节、义道德行为的规范。 忠、孝、
节、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也是传

统家礼文化最基本的伦理遵循。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

家规中就包含有丰富的忠、孝、节、义规范内容，绩溪

宅坦明经胡氏宗族《祠规》开宗明义四条即“训忠”
“训孝”“表节” “重义”。②在《茗洲吴氏家典》８０ 条

家规里，忠、孝、节、义道德规范贯穿始终。 其中涉及

“忠”的虽仅有两条，却是最具刚性的部分，对核心

内容“孝”的论述则十分详尽，第一条就对建祠堂以

对祖宗行孝有明确规定：“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

主。 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必参俗节，必荐时物，四时

祭祀，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③

第二，对冠、婚、丧、祭人生大事的规范。 在传统

家礼仪式中，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从不同角度展现

宗法秩序，明确尊卑亲疏，使家族伦常关系和睦有

序。 冠礼以严格庄重的加冠仪式开启个人的成年，
成年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遵守

更多的道德规范。 “昏姻乃人道之本”④，中国传统

文化中婚礼是男女之别、夫妇之义、父子有亲等社会

关系的基础，与婚礼相关的礼仪规范细节倍受重视。
丧礼在中国传统家礼中占有重要地位，生死、仁义、
孝慈、化民等规训目标通过丧葬礼仪得以强化和认

同。 祭祀是尊祖敬神的传统礼制和习俗，祭祀先祖

是各阶层各家族的大典，历千年而不衰，祭祀礼仪为

家族成员所共同遵循。
第三，对日常居家生活行为的规范。 诸多传统

家礼在视、听、言、动等日常行为方面皆有规定，且具

体而详备。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家规中就包含许多

生活行为规范，如四业当勤、崇尚节俭、重视教育、和
睦邻里、济贫救灾、扶孤恤寡、禁止闲游、禁止迷信、
禁止赌博、禁止偷盗、尊敬耆老、戒溺女婴、保护林

木、保护风水等。⑤徽州宗族还在家法中列出对违规

的七条惩罚措施，即斥责告诫、曲膝罚跪、鞭扑笞杖、
经济制裁、革除族籍、呈公究治、以不孝论。⑥ 《郑氏

家仪》《郑氏家范》记述有浦江郑氏家族成员每日遵

行的家礼规范，包括晨起洗漱完毕，族人聚于“有序

堂”，接受宗法礼仪的教导等。 《朱子家礼》卷首《通
礼》所呈现的行为规范涉及生活细节，举凡出入进

退之节、器服之制、周旋之仪、文书之程式、关系之称

谓等皆有具体规范，可谓用心良苦。
２．教以效化：传统家礼文化的教化功能

教化自古以来就是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

《诗经·周南·关雎序》中的“美教化，移风俗”，西
汉桓宽的《盐铁论·授时》中“是以王者设庠序，明
教化，以防道其民”，都包含有教化的寓意。 朱熹认

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⑦“礼即理

也。 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
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⑧即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

证礼的教化功能。 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人具有的道

德潜能可以使之承担起道德使命，此为人之尊严，人
人都有经教化而成德的潜力。

第一，通过日常生活礼仪的潜移默化使人达事

明理。 从伦理学视角分析，礼仪本质上是人们在长

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过程中，以礼节、仪式、风俗等

形式被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 《仪礼·士冠礼》中

“弃尔幼志，顺尔成德” “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等勉

励祝辞与象征意义的仪节，无不涉及对人品德行的

要求。 礼仪乃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孔子言“不学

礼，无以立”。 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传统家礼文

献采摘古礼之精要，依世俗需求不断删减，使体现儒

家道德规范的各项礼仪通俗易懂、简便易行，借助日

常礼仪行为涵养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精神，
完善道德人格，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愿望。

第二，通过生活环境的熏陶浸染使人避恶向善。
《史记·三王世家》载：“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 者，土地教化使之然

也。”将此观念延伸至社会教化领域，即人在家庭和

社会环境的良性熏陶下能够避恶向善。 宋明理学家

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⑨的传

统，认为家庭是化俗之本和社会治理之基，良好家风

是淳美民风社俗的土壤。 “孝以事亲，而使一家之

人皆孝；弟以事长，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众，而
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于国者也。”⑩明清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斗殴、赌博、酗酒、狎
妓等现象凸显，净世风、厚人伦的社会诉求愈加强

烈，传统家礼中力戒恶习的内容日渐增多，家庭伦理

扩展为社会伦理，对改善社会风气、推动公序良俗的

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怀宗追远：传统家礼文化的聚族功能

礼是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

具”。 家礼承担着以聚族而隆盛家族生命力的使

命。 家礼的聚族功能是通过其本身兼有的“宗法和

祭法”特质得以发挥的，即“宗法行其族虽繁而不

乱，祭法行其统虽分而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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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宗法强化“同宗共祖”的血缘认同感。
追溯血缘关系、尊崇共同祖先以凝聚族人、维系亲

情，是宗法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呈现。 魏晋南北朝

时期，世家大族因长期的社会动荡而疏离原籍故土，
唐末五代战乱后更是分崩离析，为避免家族彻底崩

塌，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僚士大夫开始对家礼族

谱进行修撰并关注遵行，希望以此增强家族凝聚力

和控制力。 单从家礼著述数量来看，北宋时期并无

甚大变化，然其关注度和影响力却是唐代无法比拟

的，这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使敬宗收族意识兴起密

切相关。 传统家礼通过搭建基于始祖源头的血缘网

络，透过时光隧道，追念家族历史，使族众感知个体

与家族的血脉相连，产生血缘认同感。
第二，以祭法营造共同的家族时空感和归属感。

祭礼不仅有“追养继孝”的孝道伦理之意，更是彰显

家族传承、增强家族凝聚力的最重要方式。 从南北

朝至唐代，以礼法持家且礼仪周备者多集中于世家

旧族，以家学和礼法标异于他姓并世代传承。 冠、
婚、丧、祭四礼是家礼的重中之重，世家大族对祭礼

尤为关切，视为诸仪中最重要的一项。 《朱子家礼》
是祭祀权下移至民间社会的样本。 祠堂祭祀作为维

系家族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强化族人“报本反

始之心”。 通过详细而周全的祭祀礼制，以类似于

宗教的虔诚仪式，将血缘关系与礼教结合，让族人表

达敬仰、追忆先祖和渴望家族兴旺的情感，营造共同

的时空感，强化家族归属感。
４．整齐门内：传统家礼文化的齐家功能

按照儒家的政治逻辑，国之本在家，修身在先，
然后齐家，家齐然后国治。 齐家是连结修身与治国、
平天下的桥梁和纽带。

第一，确立家族人伦秩序。 与西方伦理相比，中
国传统伦理尤其注重人伦秩序的和谐。 传统家礼正

是基于家族内部成员亲疏、尊卑、长幼差异的合理性

这一根本性原则，使一切伦理关系固定在等级秩序

之中。 如《礼记·大传》所言：“上治祖祢，尊尊也；
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
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作为封建礼制的一部分，
传统家礼本质上就是依照亲疏、尊卑、长幼的等级预

设，规制父子、兄弟、夫妇等家庭关系的准则。 冠、
婚、丧、祭等各种家礼中无不蕴含着亲亲、尊尊、长
长、男女有别的等级关系。 遵行礼法、传承家礼，旨
在维护家族门风不坠，确立和恪守尊卑有制、长幼有

序的人伦秩序。
第二，维系家族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家礼的实

质就是据日用伦常和礼节制度，使族人言行举止各

从规矩，由此来维系家族关系的和谐与稳定，达到家

族乃至社会的至治。 这可以从冠、婚、丧、祭四礼及

日常礼仪中加以印证。 家礼中的婚礼，不仅标志着

男女两性的结合，也标志着宗族关系的延续，《礼
记·昏义》就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

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故曰：
‘昏礼者，礼之本也。’”此外，冠礼、丧礼、祭礼等礼

仪，皆力求通过各种规范构建家族和谐关系。 总之，
家礼使人自幼在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方面习得与

其身份、地位相符的礼仪规范，养成遵礼循礼的自

觉，以此维系各种伦理关系，达到齐家的目的。
５．以礼入法：传统家礼文化的辅法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法晚出于礼，地位也远逊色于

礼。 《管子·七臣七主》篇对法的诠释是：“夫法者，
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

令人知事也。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据此

可知，法包括的法、律、令三层含义，皆是对人的行为

的规制。 而家礼作为对家族成员日常行为的约束与

养成机制，通过规训身心、规范言行，达到秩序建构、
维持伦常并臻于治世的理想，正如荀子所说“国之

命在礼”。 家礼与国法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构成

社会治理的两大支柱，尤其是到宋代，随着家礼在民

间社会的普及，“礼下庶人”使家礼与国法贯通，家
礼作为国法的道德支撑和辅佐，其作用日益凸显。

第一，以文化亲和力实现对人行为的 “软约

束”。 “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

亲。”法作为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

证实施的行为规范，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惩戒性。
根植于民间日常生活的传统家礼具有天然的文化亲

和力及感染力，家礼教化模式的潜移默化和生活化，
使其成为融通大众生活与社会行为规制的有效途

径。 如果说法是一种显性权力的社会控制，对人的

行为约束是一种“硬约束”，那么家礼就是一种隐性

权力“润物无声”的文化控制，对行为的约束就是一

种“软约束”，如《礼记·乐记》所言“礼乐之说，管乎

人情矣”。
第二，依靠内在自知使人达到行为自律。 家礼

与法同是对人行为的规范。 法是对人的具体有形行

为令行禁止的社会规定，是治于外的他律。 家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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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依靠人的内在道德与修养，对行为产生引导

与约束，是治于内的自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治即

为德治。 《论语·为政》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虽

可使“民免”，却不可使人“有耻”；而礼则不仅规定

不做什么，且使人自觉为何不做。 如《礼记》所述：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

罪而不自知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作如是论，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礼依靠内在良

知和人格力量来维系行为自律，通过禁于“未然”而
减少违法行为，以实现对法的道德支持。

二、传统家礼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影响

传统家礼文化植根于封建社会之中，与封建社

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历史

的辩证的视角分析，传统家礼文化所产生的深刻社

会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需要以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去芜存菁。 正如罗国杰所言：“对于

中国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

承。 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继承势

必导致复古主义。”

１．礼定社稷：对封建制度巩固与延续的影响

传统家礼文化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家庭化，在
宣扬封建伦理、施行封建礼法、巩固封建统治方面与

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并以自身的独特功能来弥补国

家政权在这方面的缺陷，发挥其影响力。
第一，强化了子民对封建君主的绝对服从。 祖

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活动中已经存在，在周礼中得以

仪式化并被赋予社会政治内涵，家礼中的祭礼也蕴

含有鲜明的政治意识。 《礼记·祭统》认为“祭有十

伦”，其中包含了“君臣之义”“贵贱之等”，即通过敬

宗来维护君主的政治地位，通过强化尊祖意识达到

尊君的目的；孝是家礼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德意识，孔
子认为孝是道德实践的一种基本德行。 孝作为家礼

的核心观念，本质上与忠是一致的。 《左传·文公

二年》里有“孝，礼之始也”，这里所指的礼不仅是家

礼，而且是治国之礼。 宋代理学家们将“孝”引向

“天理”的高度加以诠释，强调移孝作忠，培养忠孝

两全之人，以建构家国一体。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

事君，终于立身”，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忠于君主成

为重要的政治道德。 孝既是治家之本，也是维系封

建皇权统治的基石。

第二，维护了封建宗法等级秩序。 “礼”是对封

建社会宗法等级的制度性规定，其根本目的在于让

人的身份及亲疏、长幼、尊卑关系得以明确，人人谨

守礼法，各安其位。 《礼记·曲礼上》有如此阐释：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儒家对

于“三纲五常”的强调，其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个秩

序井然的理想社会。 传统家礼的宗法观念将人置于

家族等级关系之中，让每个成员都能够明确自己的

身份地位，各得其宜，再扩展至整个国家，使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各归其位，各尽其职，国家得以安定。
宗法等级观念作为支配和维护封建社会结构的合法

性观念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意识，对于维系封建社会

的等级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２．以礼倡和：对传统社会秩序稳定与和谐的

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古代思想家孜孜以

求的社会理想，也一直是“礼”的价值追求，《论语·
学而》里就有“礼之用，和为贵”。 “和”的核心理念

实际上就是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 “和”的实

现需通过“礼”的教化，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传统家礼教化的目的不仅限于

治家，而且具有明显的治国安邦的政治意图，其整体

效应延续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

德逻辑。
第一，通过生活化载体使社会核心价值融入民

间。 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说，一个社会要保持总体稳

定，就必须有一个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确定并被

社会各阶层民众广泛认同的社会核心价值系统，以
作为人们自觉遵守的社会价值规范。 中国历代统治

者深谙此理，把以儒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仁义

礼智信”树立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当然，宏观抽

象的理论只有借助微观鲜活的载体，融入世俗生活，
才能激活其教化的生命力。 传统家礼来源于大众生

活的天然亲和力，能够消减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疏

离感，尤其是在古代官方道德教育体系尚不发达的

背景下，传统家礼作为生活化载体，发挥了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融入民间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第二，通过以礼治家构建和谐的人伦关系。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家国同构性，决定

了家承担着“育民众、正人伦、敦风俗”的社会重任。
在儒家看来，齐家与治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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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家人·彖传》简明概括了二者的内在关系：“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也。 正

家，而天下定矣。”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也提出了

相近的观点：“盖治天下必始于人道，而人道不外于

亲亲。”以重视“人道” （即家族中的各种伦常关系）
进而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一直为儒家所推崇。 然

“人道”之有序，需用礼规范，所以“治天下”必先“治
家”，“治家”必先落实家礼。 “君臣也，父子也，夫妇

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在

儒家坚守的“五伦”信念中，父子、夫妇、兄弟皆属家

庭关系，一旦经家礼教化捋顺了这三种关系，也就意

味着社会治理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３．玉石杂糅：传统家礼文化的消极影响

传统家礼文化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是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其形成和发展因囿于封建社会

制度而难免存在一些封建糟粕，从而对社会文明产

生消极影响。 只有摒弃糟粕、在批判中继承，才是对

中国传统家礼文化应秉持的正确态度。
第一，严格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传统家礼维

护的是家族内部的各种伦常等级关系，即朱熹在

《家礼》序文中提到的“名分之守”。 为了维护封建

宗法等级秩序，家礼中训诫、鞭笞、杖责、开除祖籍等

惩罚手段屡见不鲜，这在民间具有影响力的《朱子

家礼》《郑氏家仪》《茗洲吴氏家典》等家礼典籍及各

类族规文本中都有呈现。 各类具有威慑力和强制惩

戒性的措施旨在竭力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家族

内部按辈分长幼尊卑划分等级，导致千百年来封建

家长制的存续。
第二，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孝亲敬长历来是

儒家所尊崇的伦理观念，也是中华传统美德。 然而，
传统孝道认为子弟不能有私欲，孩童自幼就被灌输

不许分辩，只能洗耳恭听、无条件遵从。 《礼记·内

则》对此强调：“凡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
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 不悦，与其得罪于

乡党州闾，宁熟谏。 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

疾怨，起敬起孝。”即晚辈要绝对服从长辈的权威，
没有独立的意识和选择权利，这就是传统家礼宣扬

的“无违”，明显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
第三，对女性的歧视与束缚。 女性在封建社会

的地位是卑微低贱的。 “女子小人，最能翻斗是非，
若非高明，鲜有不遭其声瞽者。 切不可纵其往来，一
或不察，为惑不浅。”尤其宋代以后，“理学家们将

礼治秩序对妇女的约束，推向极致”。 这在祭礼中

体现得最为明显，家族在宗祠举行祭礼时，女性是没

有资格参与的，甚至连祭祀礼器都不可以触碰。
《茗洲吴氏家典》中有 １９ 条家规对女性提出苛刻限

制，例如，要求“妇人必须安详恭敬，奉舅姑以孝，事
丈夫以礼，待娣姒以和。 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
无烛则止。 如其淫狎，即行屏放。 若有妒忌长舌者，
姑悔之，悔之不悛，则出之”。 明清理学盛行后，对
女性的歧视、束缚甚至奴役超出了以往任何朝代，在
贞操观念和婚姻方面尤为明显。

第四，与法治观念抵触的人情交往逻辑。 传统

家礼文化中以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

和非理性主义色彩，由此形成的裙带关联、宗派倾

向、庇荫心态等人情交往逻辑与现代社会的法理性

特征相互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使契约精神、法治观

念、权利意识的落实遇阻，而这些现代文明理念也正

是法治、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因此，如何克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熟人交

往规则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五，自主性人格的缺失。 在封建时代，上尊下

顺的等级制度旨在维护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基于

家礼而展开的道德说教，使人放弃自我而同化于统

一的道德意志中，通过限制甚至禁止个人的欲求、牺
牲人的自然本性来换取社会道德的持久性和政权的

长治久安。 董仲舒就曾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

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君主统治的稳定性。 独立人

格的丧失有违人的心智发展规律，个人自主性无法

实现，更遑论创造性的发挥。 显然，这与现代社会发

展和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自主性、创新性、开放性、包
容性等是相悖的。

三、传统家礼文化的当代价值

阐释一种文化的意义，除了分析其功能和影响，
关键还在于从当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探究其在人类

生活及文化发展中的价值，这才是对文化传承与超

越的应有之意。 传统家礼文化源远流长，尽管社会

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其中的伦理道德精

髓和文化特质却得以延续，并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所以挖掘其当代价值很有必要。
１．礼行于外，德诚于中：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

基石和载体

传统家礼文化是外在仪节与内在道德精神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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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统一，即《礼记》所谓的“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

外”。 这一基本特质使优秀传统家礼文化得以传

承，也使蕴含其中的传统美德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彰

显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

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第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

载体。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强调：“坚持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人

们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蕴含于日

常生活人、事、物之中的传统家礼文化具有丰富的价

值载体样态，如家训专书、礼器服饰、族规宗约、家训

书札、家礼家仪、家教格言警句等。 传统社会价值观

正是借助于这些载体，渗透于具体鲜活的大众生活，
在纵向的家族繁衍中规范家庭成员的道德操守，在
横向的社会交往中促进家庭成员道德人格的塑造。
借助这些具有亲缘纽带和情感体验特质的“接地

气”载体，可以强化对孝亲、敬老、和谐、互助、勤俭、
爱幼等美德的心理认同，使家庭生活场域中的点点

滴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通过润物无声、
潜移默化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个体价

值观的真正融合。
第二，培育和形成现代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土壤。

传统家礼文化与现代家庭文明新风尚在“以礼化

人”的文化属性上是相融相通、一脉相承的。 传统

家礼文化所蕴含的丰富道德精髓和行之有效的教化

方法，是滋养现代家庭文明新风尚的沃土。 一是传

统家礼精髓是现代家庭美德形成的根基。 作为中国

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礼承载

了丰富的道德资源，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以孔子为代

表的儒家学说，尤其是为后世所遵循的礼制规范

《周礼》《仪礼》和《礼记》。 其中，《仪礼》和《礼记》
是儒家最为重要的礼典，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朱子家礼》曾经作为百姓居家礼仪之大成而广为

流传、备受尊崇。 传统家礼经典浓缩了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蕴含其中

的孝道、勤俭、体恤、睦邻、谦恭等精神结晶，均是与

新时代家庭美德相融相通的核心元素，奠定了当代

家风建设的道德根基。 二是传统家礼教化是当代优

良家风培育的基本路径。 大众生活化表达是家风培

育的出发点，大众性是其显著特点。 在夏商周时代，
家礼仅是官宦之家的家族教育典籍。 唐宋时期，家
礼逐渐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与大众日常生活日益

密切相关，并积累了轨物范世的丰富经验。 传统家

礼将身教与言教相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

合，形成了严爱相济、以身示范、因材施教、情法并

用、循序渐进等道德教化方式，以及在睦亲、治家、教
子、立身、处世等方面的教育模式，这些充满智慧、行
之有效的教化实践，在当代仍然是优良家风培育的

基本路径。
２．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现代文明礼仪培育的方

法借鉴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以礼为教、以礼治国是

传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加

强国民礼仪教育”。 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对传统

家礼文化进行梳理，探寻其中对礼仪教育的可鉴价

值，为当代礼仪实践确立坐标依据，无疑是在一个更

新层次上对传统家礼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第一，礼仪实践重在养成。 “礼，履也”，概括了

中国传统礼学体系的实践性和生活化维度，这也正

是礼的生命价值所在。 “礼”之所以为“礼”，是从日

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一节一仪中体现出来的。 传统

家礼通过一系列具体详备的礼仪规范将“礼”贯彻

于日用常行之中，使“礼”真正做到行之有据。 堪称

封建家礼典范的《朱子家礼》，既遵从古礼又顺应时

俗，将“礼”平民化、世俗化，除了冠、昏、丧、祭四大

礼仪，还包括了具体的日常居家礼仪，可操作性和实

用性使其能够在民间得以广泛推行。 现代礼仪实践

同样应贴近民情、贴近生活，从日常起居、待人接物

等方面强化文明礼仪意识，涵育文明礼仪修养。
第二， 礼 仪 教 育 融 入 情 感。 “ 凡 礼 有 本 有

文”，“本”是指礼的本质和内在精神，“文”是指礼

的外在表现形态。 儒家认为学礼践礼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将“礼”内化于人的情感的过程。 礼随世间

人情的变化而变化，司马迁主张“缘人情而制礼”。
朱熹也提出“先王制礼，本缘人情”，他认为“礼”的
本质就是教人“爱敬”。 《朱子家礼》关注如何在构

建和谐生活世界的过程中真正突出人的情感体验，
书中充满了对于世间人情的体贴和关照。 以孝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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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家国情怀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慈严相济，在品

德涵育、礼仪养成中融入情感，这是当代文明礼仪培

育可借鉴的有效方法。
第三，礼仪规范道德筑基。 礼仪由以德为核心

的“礼义”和以仪表、言行、仪式等为表现形式的“礼
节”构成，尚礼崇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中

华礼仪有别于西方礼仪的特征之一。 正如《论语·
为政》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德”是“礼”的道

德根基，“礼”是“德”的行为保障。 儒家认为“礼”
是达到理想人格境界———“君子”的重要途径。 如

《论语·雍也》所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传统家

礼诸多礼节仪式具有鲜明的象征性和教育性，实际

上也是对“君子”人格的期许与勉励，期冀通过对

“礼”的践行，砥砺德行，塑造“君子”人格。 因此，强
调“礼”本质上即是强调道德修为，并将之作为君子

成德达道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传统家礼文化期冀通过确立家庭人际关系的价

值标准及行为规范，搭建起一种既等级清晰又和谐

融洽的家族共同体，并以此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基

本模式。 我们不仅要梳理传统家礼文化的历史脉

络，更要对其影响进行深刻反思。 当我们秉持自觉

精神看待传统家礼文化时，其二重性显而易见。 一

方面，传统家礼文化对现代礼仪文明和公民道德建

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另一方面，传统家礼文化难

以摆脱对封建宗法制度的依赖，带有鲜明的封建宗

法等级特征，狭隘的经验主义使其难以具备更开阔

的视野、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 因此，只有汲取和继

承其中的合理内核，扬弃其封建糟粕，并将其蕴含的

精髓赋予时代色彩和新的生命活力，才能使其真正

融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尽管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但无疑将会在一个更高更

新的层次上超越传统家礼文化，涵育新时代的家礼

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崭新的精神文明风貌，彰
显华夏礼仪文明闪耀的智慧光辉和恒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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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礼文化的功能、影响及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