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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
征，党面临着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
重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
导能力培养，重点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
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注重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
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
    毫无疑问，应对四大考验，提升各种本领和能力，成为各级官员和领导干部的当务之急。
  “与官员谈”系列丛书，紧紧围绕“本领”和“能力”，从学习知识、拓展视野、提升能力、促进
工作四个层面设计“谈”的话题，既要“谈”得轻松，又要“谈”得明白；既要“谈”得有高度、深
度，还要“谈”来管用、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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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礼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观点来解释，礼仪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是人类进化、发展并组成人类社会以后，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礼仪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只有在人类社会中，在发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脱离动物界并意识到这种关系时，才会
出现礼仪。
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研究礼仪，普及礼仪教育的思想基石。
礼仪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礼仪在世代相传的同时，还随着社会生产环境、生存环境和生活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很早就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礼仪规范，因此，中国作为礼仪之
邦著称于世。
纵观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礼仪演变史，不难发现，礼仪的演变史，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和代表了中国的文
明史。
历朝历代，随着社会制度的革故鼎新，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人们对礼仪规范不断进行着补充
、完善，使之逐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2.礼仪的形成阶段在我国夏、商、周三代时期，礼仪开始形成。
从史料上看，夏代已开始制礼，商代礼仪已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记载周代礼仪的书籍《三礼》的出现，标志着周代的礼仪已经达到了系统完备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礼仪的特征，已从单纯祭祀天地、鬼神、祖先的形成，跨入了全面制约人们行为的领域
。
礼仪发生这一重大变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到奴隶社会
。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通过修订比较完整的国家礼仪制度，来规范和制约人们在社会生活
中的行为，以此巩固其统治地位。
在这一阶段中，礼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周礼》中。
《周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礼仪的书籍，人们通常认为，传世的《周礼》和《仪礼》是周公的
遗典，它们与其释文《礼记》一起，统称“三礼”，是关于各种礼制的百科全书。
其中《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礼记》偏重对礼的各个分支作出符合统治阶
级需要的理论说明。
由这“三礼”所涉及的各种礼制的总和，涵盖了中国古代“礼”的主要内容。
这些礼仪内容，对后世治国安邦、施政教化，规范人们的行为，培育人们的人格，都起到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
3.封建时期的礼仪封建时期礼仪指的是从公元前77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王朝这一时期的礼仪发展。
这一时期，经历了儒学的产生，以儒学为基础的封建礼仪的形成、强化和衰落等几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夏、商、周三代之礼在许多场合都已经废而不行，一些新兴的利益集团开始创造符合
自己利益和巩固其社会地位的新礼。
在当时，学术界百家争鸣，以孔子、孟子、苟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系统地阐述了礼的起源、本质和功
能问题，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划分及其意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礼仪
规范、道德义务，从而使以孔子为祖师的儒家学派逐步形成。
在这一时期，礼仪的明显特征就是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轨道。
礼仪繁文缛节的形式，表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巨大约束力。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背后，融国家法权与道德修养于一体，要人们追求修己之道，听
命于统治阶级的治人之政，以求得封建统治阶级的天下太平；封建礼仪把人们教化成“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精神奴隶。
礼教文化是这一时期礼仪的核心和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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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文化的根本思想，就是“天地君亲师”。
它教人去服从——服从天地的法则，服从君王的统治，服从祖先的训l诫，服从先师的教诲。
4.近代社会的礼仪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一时期礼仪的发展是近代社会的礼
仪。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锁国政策的进一步打破，使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于是，人们掀起
了改革封建礼教的热潮，强烈要求革除陈旧落后的礼仪，倡导既便于人们相互交往，又能体现相互尊
重的新礼仪。
这一时期的礼仪，抛弃了传统的礼仪制度和规范，体现了西方文化中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
因此，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文化习俗和审美观念，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人们的思想
得到了解放，积极地提倡新的习俗、新的礼仪。
在礼仪内容上，近代礼仪既消除了封建社会的种种陈规陋习，又采取了一系列废除旧礼仪的措施，如
剪除长辫、禁止缠足、保障人权、严禁鸦片、改变称呼、废止跪拜礼等：同时还拟订了新的国家礼制
和民间礼制，实行新的礼仪，如鞠躬、请安、握手、鼓掌等。
这些变化，反映了近代礼仪已开始趋向简单化和规范化。
由于近代礼仪借鉴和吸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礼仪之长，顺应了社会潮流和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
因而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友好交往。
5.当代社会礼仪的发展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确立，标志着我
国的礼学和礼仪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的当代礼仪，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继承古代优良传统礼仪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首先，我国的当代礼仪继承了中国的优良传统礼仪。
主要表现在以促进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的风俗；扩大社会交往和经济联系的民俗；增加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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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官员谈礼仪》编辑推荐：建设学习型政党普及读物，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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