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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礼教的现代重建研究专题】

从 历 史 的 视 角 看 礼 教∗

韩 　 星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屡遭诟病，儒家的“礼教”也备受批评。 长期以来，人们未能从历史的观

点看礼教，造成了对礼教的误解和反感，影响至今。 对于礼教，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回到源头加以考察，剖析其深

刻内涵，衡定其历史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讲清楚其内涵与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及后来的异化。 应当在深刻反

思其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仁为本，仁礼并建，构建具有自由、
平等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新时代的新礼教。
关键词：礼教吃人；返本开新；新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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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屡遭诟

病，儒家的“礼教”也备受批评。 对此，笔者觉得需

要对礼教从源头加以考察，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讲清

楚其内涵与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及发生的异化，在深

刻反思的基础上返本开新，重建新时代的新礼教。

一、礼教的内涵与地位

《现代汉语词典》说礼教是指“旧传统中束缚人

的思想行动的礼节和道德”①，这显然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以降中国知识精英长期批判所谓“封建礼

教”形成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观点。 《古代

汉语词典》说礼教指“关于礼制的教化”②，算是比

较中性的表达。 其实，古代“礼教”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 狭义的“礼教”即通过礼仪的传承实践培养人

的道德修养，与“乐教”并提；广义的“礼教”指礼乐

的教育、教化，借以化成人性、化成天下。 本文使用

的是广义上的礼教概念。
要正本清源地理解“礼教”，需要回归儒家元

典。 中华民族远从上古时期，就如《礼记·曲礼上》
说“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于是就“发展出一种本于

天道法则的礼教，以此建立信仰信念，教化天下人

民”③。 李泽厚认为，远古时期巫术极为普遍而且重

要，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礼
教”。 他说：“中国礼教是由巫、君合一而来的伦理、
宗教与政治‘三合一’，即中国式的‘政教（宗教）合
一’。 氏族、部族的君、王是首巫，最大的巫，是最高

的宗教领袖，也是最大的政治领袖，同时又是氏族德

高望重的酋长，集中了政治、宗教、伦理的权能，很早

就如此。”“巫术基本特征，不但没有被排除，而且经

由转化性的创造，被保留在礼制中，成了‘礼教’。
礼教成了中国大传统中的‘宗教’，正因为它，中国

人（汉族）就没有产生，也没有普遍接受犹太教、基
督教、伊斯兰教。 为什么呢？ 因为神就在‘礼仪’当
中，严格履行礼仪就是敬拜神明，因此也就不需要别

的神明主宰了。”④就是说，礼教产生于上古，礼之所

以成为教，是因为保留了巫的基因，形成了伦理、宗
教与政治三合一的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模式。 李

泽厚先生主要是从礼的宗教性一面讲的，如果从教

育方面来说，自从有了礼，我们的先民就用礼来进行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逐渐形成了“六艺”（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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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御、书、数）的教育体系，其中礼、乐、射、御都是

广义的礼教。 礼教含义随着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发

展而不断增加，其中主要的思想倾向是从原始宗教

向人文理性的礼乐教化转化。
《周礼·地官·大司徒》有“十二教”：“因此五

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一曰以祀礼教敬，则
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

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

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

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

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

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

兴功。”其教民的内容可谓具体而广泛，涉及民生的

各个层面，而其中涉及礼教的有以祀礼教敬，以阳礼

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 贾公彦疏云：“‘一
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者，凡祭祀者，所以追养继

孝，事死如事生……是以一曰以祀礼教敬。 死者尚

敬，则生事其亲不苟且也。 ‘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

不争’者，谓乡饮酒之礼，酒入人身，散随支体，与阳

主分散相似，故号乡射饮酒为阳礼也……‘三曰以

阴礼教亲则民不怨’者，以阴礼谓昏姻之礼，不可显

露，故曰阴礼也……‘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者，自‘一曰’至‘三曰’已上，皆有揖让周旋升降之

礼，此乐亦云礼者，谓飨燕作乐之时，舞人周旋皆合

礼节，故乐亦云礼也。”⑤《礼记·王制》中亦云司徒

“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

淫”。 其中的“六礼”是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
乡饮酒礼、相见礼。 孔颖达疏曰：“‘修六礼以节民

性’者，六礼谓冠一、昏二、丧三、祭四、乡五、相见

六。 性，禀性自然，刚柔轻重迟速之属，恐其失中，故
以六礼而节其性也。”⑥六礼是为了节制人们易于偏

颇的自然本能，使之合于中道。 《礼记·经解》讲到

礼教时说： “恭俭庄敬， 《礼》 教也……《礼》 之失

烦……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即通过

礼教，使人们养成谦恭、节俭、庄重、敬慎的修养习

惯。 但礼教容易强调过分，就会变得烦琐，所以把握

好教化的分寸，才是正确的教化之道。
与礼教相近的是“名教”。 名即名分，教即教

化。 礼教因其重视名分，又称名教。 《现代汉语词

典》说名教指“以儒家所定的名分和儒家的教训为

准则的道德观念，曾在思想上起过维护封建统治的

作用”⑦，《古代汉语词典》说名教是“以等级名分为

核心的封建礼教”⑧。 因此，礼教和名教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同义词，但礼教主要是指礼制和教化，而名

教则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伦理纲常。 在君臣、父子、
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

份，每一个身份一定有名称，所以礼教也常常被叫作

名教，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名教观念最初源于孔子

的“正名说”，西汉董仲舒倡导“深察名号，教化万

民”，通过深入考察、辩证不同身份的人应该符合于

不同的伦理道德规范借以正名，教化民众。 至《白
虎通》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名教体系，
后世故有“纲常名教”的说法。

传统上还有“儒教”这个概念。 一定程度上也

可以说礼教就是儒教的主体内容，甚至在某些特定

场合就是儒教的代名词。 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就认

识到：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

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

德。 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文人用之以

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

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

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⑨。
不过孟德斯鸠以西方文化的眼光看中国礼教，提到

宗教而没有提到道德。 在笔者看来，礼教应该包括

道德、礼仪、法律、礼俗四方面的内容。
礼教在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中处于很重要的地

位。 陈澔在《礼记集说序》中说：“前圣继天立极之

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⑩

陈远熙称：“中国……帝教、师教皆礼教也。 礼教之

外，别无立一教会号召天下者。”中国古代没有宗

教，中国古圣先贤继天立极、乘世立教的是礼教。 帝

王政教，师儒教化，都是礼教，它发挥了西方宗教的

功能，可以替代宗教。 蔡尚思先生甚至说，“中国思

想文化史不限于儒家，而不能不承认儒家是其中心；
儒家思想不限于礼教，而不能不承认礼教是其中

心”，把礼教看成是中国思想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中

心，算是一家之言。 贺麟先生认为儒家思想包含三

方面：礼教、诗教、理学。 “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

智慧。 有礼教以磨炼意志，规范行为。 有诗教以陶

养性灵，美化生活。” “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

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合

体。”“儒家的礼教本富于宗教的仪式与精神，而究

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这种讲法是以西方文化为

参照、以现代学科体系为标准对儒学内容的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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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为礼教以人伦道德为中心而具有宗教的仪式与

精神，倒是较确切地概括出了礼教的本质内涵。

二、礼教的意义

礼教以天道义理设教。 《左传·文公二十五

年》云：“礼以顺天，天之道也。”礼是天道在人间的

体现。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夫礼，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即是说，礼是天经地义而

归于人道、落实到民众的行为方式。 这就从天地人

三才赋予礼以宇宙义。 因此《左传·昭公二十六

年》云“礼……与天地并”，礼与天地并立。 《礼记·
乐记》云“礼与天地同节”，“礼者，天地之序也”。
《礼记·礼器》云：“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
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是人所创立，与
天地并立，体现天地的秩序，使人与鬼神、万物和合

感通。 《礼记·礼运》云：“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

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 “殽” 通

“效”，“列于鬼神”，郑玄注“取法度于鬼神”。 前代

圣王以“礼”禀承天道、效法地道、取法鬼神，而贯彻

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各种礼仪之中。
礼包含着丰富的义理和精微的道理。 《礼记·

郊特牲》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失其义，陈其

数，祝史之事也。 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 知其

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郑玄注曰：“言
礼所以尊，尊其有义也。”孔颖达疏曰：“‘礼之所尊，
尊其义也’者，言礼之所以可尊重者，尊其有义理

也。 ‘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者，若不解礼之

义理，是失其义；惟知布列笾豆，是陈其数，其事轻，
故云祝史之事也。 ‘故其数可陈，其义难知也’者，
谓笾豆事物之数可布陈，以其浅易故也。 其礼之义

理难以委知，以其深远故也。 ‘知其义而敬守之，天
子所以治天下也’者，言圣人能知其义理而恭敬守

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这里的“数”是指各种

规范化了的秩序、过程、行为、规矩等种种细节，
“义”是指深藏在礼之中的精微道理，如陈澔《礼记

集说》所云：“先王制礼，皆有精微之理，所谓义也。
礼之所以为尊，以其义之可尊耳。” 《礼记·丧服

四制》云：“理者，义也。”《礼记·仲尼燕居》云：“礼
也者，理也。”《礼记·礼器》云：“义理，礼之文也。”
礼包含有深刻丰富的义理、道理，君子为人处世时时

处处合于义理，使礼之文采充分表现于外。 《二程

遗书》卷十五也提出“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
礼即是理也”。 中国的礼教与西方的宗教，尽管都

具有外在超越的特点，但中国的礼教以道或者理设

教，而不是以上帝设教。 当然，也应当承认，这种天

道义理也具有神圣性，所以礼教也具有宗教性。
礼教上达天道、合义理，下顺人情、依人性。

《礼记·礼运》云：“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

之情。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礼义也者，人之

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 《礼

记·丧服四制》云：“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
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孔子重视各种礼仪形

式中的情感因素，认为人的情感流露是正常的，但必

须有所节制，或找到一种恰当、合理的表达形式。
《论语·八佾篇》云：“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

易也，宁戚。”这里的“戚”，就是礼的情感本质。 在

礼的情感本质与奢俭形式之间，孔子说与其走形式，
不如守本质。 《论语·八佾篇》又云：“为礼不敬，临
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记·檀弓上》借子路之

口引孔子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

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
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丧祭

之礼特别注重哀戚之情和恭敬之德。 丧祭之礼最能

体现礼教的情感本质。 《礼记·问丧》云：“此孝子

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 非从天降也，非
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丧祭之礼所体现的是孝子

对祖先父母血缘亲情之爱，儒家把它看成是人类普

遍情感的出发点。 不过，在具体的礼的应用过程中，
情感本质与奢俭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不好把握的，或
用之过度，或失于严苛，因此就须用中和之道。

儒家还提出“称情立文”，《荀子·礼论》云：“三
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 齐衰、苴杖、
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丧礼一

方面要让人们的哀痛之情得以宣泄，另一方面又要

通过礼仪使情感的宣泄不至于过度。 过度则伤生，
又背离了人道。

儒家的丧祭之礼以哀戚之情为本，有严格繁复

的礼仪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也不乏人道关怀。
《论语·子张篇》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居丧之

礼既已哀，则当止，不当过哀以至毁身灭性。 《礼

记·曲礼上》 曰： “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

衰……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 五十不致毁，六十

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古代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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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之礼很严格，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则以不毁伤孝

子的身体为度，体现了对孝子的人道关怀。
《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 曰：称情

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

也。”制定丧礼的规定是按照生者与死者的感情深

浅来确立的，而感情的深浅是由彼此血缘关系的亲

疏决定的。 《礼记·坊记》指出，“礼者，因人之情而

为之节文”，礼是顺应人情而拟定的节制仪式。 何

谓“人情”？ 《礼记·礼运》说，“喜、怒、哀、惧、爱、
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
只有礼才能治人七情，所以圣人“人情以为田”，“故
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 故人情者，圣王

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

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这里以农夫耕田来比喻圣

人以修礼、陈义、讲学、聚仁、播乐等方法修治人情，
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以讲学为轴心、以礼乐贯穿起

来的修治人情的礼教体系，正如陈澔所说：“此五者

圣王修道之教，始终条理如此，而讲学据其中，以贯

通乎前后。 盖礼耕义种，人德之功，学之始条理也。
仁聚乐安，成德之效，学之终条理也。”《史记·礼

书》云，“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是说礼仪

是依据人情人性而制作的。 《淮南子·齐俗训》云，
“礼者，体情制文者也”，礼是依据内在的人情而制

定外在的礼仪。 礼的关键在于以礼节制、以乐调和

人的情感，不使人因为过分放纵情欲而堕入动物界，
这就是《毛诗大序》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中
庸》所说的“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以中道节

制情感。 梁漱溟说：“在孔子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

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条理情

意。”“大兴礼乐教化，从人的性情根本处入手，陶
养涵育一片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彼此顾恤、
融洽无间。”

礼教贯彻的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 形而中之

谓“仁”，“仁”既蕴含了“天道”的神圣意蕴，又是人

之为人的本质，统摄人道诸多价值观。 朱熹讲“仁
通乎上下”即此意。 在孔子看来，“仁”是礼的实

质，缺乏“仁”，礼就成了没有意义并异化于人的具

文。 孔子仁礼并重，二者有机地结合，统一在他的思

想学说和生命实践中，显示出完整的人道观。 《论
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

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继续问：“请
问其目。”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人内在的自我修养（仁），体现为

外在的言行举止（礼），内外兼修，仁礼并建，相辅相

成，互为支撑。 缘仁以制礼，行礼以显仁，以实现天

下归仁的终极理想。
《左传·僖公十九年》：“祭祀，以为人也。 民，

神之主也。”带有宗教性祭祀礼仪沟通人神，但目的

是为人而不是为神。 神为人而存在，所以人才是神

的主宰。 《礼记·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
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

之正也。”古代圣王制礼作乐是为了让人们节制欲

望，平正好恶，使人们从口腹耳目的感官欲望膨胀中

返归人生正道。 《荀子·礼论》说“礼者，人道之极

也”，礼是人道的极致。 《白虎通·礼乐》云：“夫礼

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傧鬼神，
序上下，正人道也。”礼教的终极目标还是让人们端

正人道。 所以礼教贯穿的是以仁为本的人道主义，
体现的是“仁者人也”的人文精神。

三、礼教的价值

礼教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对于人类的

价值，二是对于个体的价值。礼教对于人类的价

值，就是通过人禽之辨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到人类文

明的高度。 《礼记·曲礼上》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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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郑玄注：“聚，犹共也。 鹿牝曰麀。”孔颖达疏说：“人
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太古时代，人与禽兽

为伍，像禽兽一样不知父子夫妇之伦，故有父子共牝

之事，即两代杂乱的性行为。 自从有了礼教，就有男

女之别，讲父子之情，就使人区别于动物，使人从动

物的自然群居生活方式进化到人类社会群体的生活

方式。 《荀子·非相篇》云：“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

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故人道莫不有辨。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

于能够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形成了名分，因名分

而有礼教。
礼教在人禽之辨的基础上还提升人的地位，形

成了人为贵的思想。 《礼记·礼运》云，“人者，其天

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
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人集天地宇宙的

精华于一身，是天地之心，最为灵秀，很重要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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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礼义。 《礼记·礼运》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

也。”《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

也。”礼义是人最重要的部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

质。 《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

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

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用比较的方法，更深刻

地说明了人为什么在天地万物中最为尊贵的道理，
其中根本的是人有礼义。

礼教还教人们学会礼让，从而把动物界弱肉强

食的丛林世界提升到彬彬有礼、和谐相处的文明社

会。 《左传·襄公十三年》载：“让，礼之主也……君

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

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让是礼的主

旨，儒家文化中礼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礼让他人。
《孟子·公孙丑上》云：“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

把礼让归结于四心之一。 《礼记·曲礼上》云：“是
以君子……退让以明礼。”孔颖达疏：“应进而迁曰

退，应受而推曰让。”君子应进而迁、应受而推以修

明礼仪。 《礼记·礼运》说：“讲信修睦，尚辞让，去
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教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尊

重、相互礼让，形成良风善俗的制度化、规范化形式。
礼教对于个体的价值就在于使人自立于社会，

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左传·昭公七年》曰：
“礼，人之干也。 无礼，无以立。”礼就像人的脊柱一

样，没有礼，人是站立不住的。 意谓没有礼，一个人

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
“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君子尊重自

己，然后能尊重他人，因此有礼。 《诗经·相鼠》曰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载

楚大夫申叔时说：“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

亡，欲免，得乎？”尽管当时礼崩乐坏，还是有许多贵

族依然循规蹈矩而不愈礼，目的便在于以礼保身，
《礼记·曲礼上》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把有

礼守礼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
孔子重视礼教和乐教，认为一个人通过礼乐的

学习，应该“立于礼，成于乐”，即凭借礼一个人才

可以立足于社会，而乐可以成就人格的圆满。 因此

通晓礼乐、以礼践行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
“不学礼，无以立”。 钱穆《论语新解》解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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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即是

“立于礼”，杨树达《论语疏证》按：“三十而立，立谓

立于礼也。 盖二十始学礼，至三十而学礼之业大成，
故能立也。”孔子还说：“不知礼，无以立也”，邢昺

《注疏》：“礼者，恭俭庄敬，立身之本。 若其不知，则
无以立也。”朱熹注：“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

无所措。”通过礼教，一个人大概到三十岁就能自立

于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人。
通过礼教才能“成人”。 古代男子二十行“冠

礼”，就是“成人” 的标志，也是进入社会的开始。
《仪礼·士冠礼》云“弃尔幼志，顺尔成德”，举行冠

礼后，就要抛弃幼稚之气，形成和巩固“成人”的德

行。 《礼记·冠义》 云：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

也……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 责成人礼焉者，
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
行了成年礼，就要以成年人的伦理道德、礼仪礼貌来

要求他。 《礼记·礼器》云：“礼也者，犹体也。 体不

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要通过人身完备地体现出

来，如果做不到，就不能称为成人。 后世把没有教

养、没有礼貌、没有出息的人称为“不成人”。 《论
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什么是“成人”时，孔子

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

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

人矣。”朱熹《集注》曰：“成人，犹言全人……言兼此

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
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
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以善成名之迹；
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成

矣。”可见，在智谋、心性、勇敢、才艺的基础上再通

晓礼乐，成为一个德才兼备、内外兼修、中正和乐的

人就是“成人”。

四、结语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古圣先贤制礼作乐，以
礼教人，本意是为了给人类社会提供一套行为准则，
以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使人们和谐相处，安居乐

业。 礼教讲等差，是立足于人的自然差别基础上，以
天道为依据、以伦理道德为准绳的合情合理的差异

性。 这种差异性是相对的、流动的，而不是绝对的、
固化的，个体各行其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互相协

作，互相配合，这样才能保证个人在相对自主自由前

提下使他人也能够享受这样的自主自由，进而整个

社会和谐有序。
礼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 “礼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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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礼教思想，是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主

轴，不论政治、法律、教育、道德、哲学、史学、文学、艺
术等，无一不受到礼教的影响。 在中国周边的亚洲

各国，有的从中国传入礼教而没有达到中国礼教的

高度；有的虽有一部分中国礼教之实，但没有中国礼

教之全。 礼教在世界上，是中国特有而为其他各国

尤其是西方诸国所无的。 礼教在中国汉族文化圈内

影响力之大，是历久未发生根本的变化。”礼教为

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深深地影响和塑

造了“儒教文化圈”。
秦汉以降，礼教被纳入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教

化体系以后，逐渐发生了异化，特别是从董仲舒开

始，汉代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三纲六纪”
“五常”，成为“封建礼教”的核心内容，后来被历代

统治者利用、扭曲，造成束缚人性、压抑人情的后果。
在笔者看来，所谓“封建礼教”，主要是秦汉以后“经
过秦汉政治文化整合，细致、烦琐的礼乐制度的确

立，开始对社会成员的欲望追求、情感宣泄、意志表

达的加以约束，礼乐文化传统的真精神越来越丧

失”，“礼乐的精神价值，如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与

人的（当然是以血缘氏族亲情为主）的情感，在肯定

礼的必要性的同时又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有充分余

地等都不复存在”，由此开始了礼教的异化。 对

此，对所谓“封建礼教”我们要加以反思批判。 因

此，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是

具有时代的进步性的。
礼教原本的目标也是通过制定一套行为规范，

维系人的地位及人与人的合理关系。 今天的儒学复

兴不可能没有礼教的维度，我们要在深刻反思几千

年礼教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返本开新，以仁为

本，仁礼并建，构建具有自由、平等精神和人文关怀

的新时代的新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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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ｖｉｅｗ，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ｉｔ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ｉｔ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ｌａｔｅｒ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ｅｐ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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