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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
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
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
的探索、新的认识。
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
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
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
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
库之中。
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
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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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殡葬礼仪学新论》是研究中国殡葬礼仪的第一部系统学术专著。
作者以大量的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通过历史文献解读，论述中国殡葬礼仪的形成与发展、殡葬礼仪
的范畴、内涵、制度、信仰以及临终，关怀、意义治疗等。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生命教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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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志明，1957年生于台湾省新竹市，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辅仁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厦门大学
宗教学研究所兼职教授。
曾任南华大学通识学院院长、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嘉义师院语教系主任。
专研中国宗教哲学、民俗学、神话学，近年来偏重在宗教生死学、医学理论、民间信仰理论等课题。
着有《宗教神话与崇拜的起源》，《宗教与民俗医疗》，《宗教的医疗观与生命教育》，《宗教神话
与巫术仪式》、《宗教与生命关怀》、《传统宗教的传播》、“道教生死学》《佛教生死学》、《宗
教生死学》、《殡葬文化学》、《民俗生死学》、《中国神话与仪式》、《传统宗教的文化诠释一天
地人鬼神五位一体》等四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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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管是孝服或带孝，很难涵盖所有的人际亲属关系，比如传统社会为了稳定人伦的和谐关系，不仅强
调男女有别，还有严格的男女之防，禁止家族中男眷与女眷的接触，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有着叔嫂不
通问的规矩，产生了不为叔嫂制服的礼制，这种现象在春秋时代就已被重视，是一种防止人伦之乱于
未然的行为规范。
在《仪礼·丧服》未为昆弟之妻制服，也未为夫之昆弟制服，《礼记·檀弓篇》谓“嫂叔之无服”，
不只限于兄之妻与夫之弟的关系，应包含了昆弟之妻与夫之昆弟问的关系，此一现象也引申到姊妹之
夫与妻之姊妹间的关系。
到了唐代礼制正式规定“为兄弟妻”与“为夫之兄弟”制服，从无服改为小功服，唐代以后有历代典
章制度确立与沿袭，可是在民间的实际操作下却是极为复杂，有的改为更高的大功，有的还是坚持无
服。
有的主张妻之服完全从夫，对夫兄服齐衰，对夫弟服大功，以表长幼有别。
台湾有一些地区强调在叔嫂的平辈关系上主张无服，有些地方虽然有服，但是比较简单，一般只有首
服，男的是白头帛或白头帛缀苎，女的是白头套或白头套缀苎。
其有服或无服的考虑，已超越出“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范畴，考虑的是平辈同权与男女平权的观念
，主张“平辈无服”者，是简化人际的互动关系，强调彼此间的平等对待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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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殡葬礼仪学新论》：国学新知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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