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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凡介绍礼仪的书在述及“礼”的起源时，都会从我国“礼仪之邦”的称号发凡起例。
顺着这个思路延伸，得出的却是并不同归的殊途。
一是认为“礼”本质上是“治人之道”，理由是它起于古代的鬼神信仰，从开始就让人心存奴性。
时代向前发展，“礼”由敬天畏神到“三纲五常”，再进化到现代的各种礼仪规范，内容变了，却没
有改变它对人约束的本质。
这种观点突显礼仪的外在形式和强制性。
另外一种看法同样也从孔子处探源，但认为礼仪滥觞之初衷决非为了“治人”，而是为了倡导君子之
道，强调礼仪是对人德行气质的一种熏陶。
说到底，是要通过“礼”让人从内心生发出崇高，形之于外，就是彬彬君子之风。

我倾向于第二种理解。
但几千年过去，当年孔子为了孕育君子之风而倡导的祭祀、孝悌、婚丧及日常生活的种种礼仪规范显
然已经不合时宜。
诸如“三年之丧”，假如流传至今，必定被诟病为虚伪至极的陈规陋习，孰不知当初孔子是想通过守
孝三年的外在形式来培育真正的怀念之心。
再比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果真有人躬行践履，不被耻笑为“小资”或“穷
讲究”才怪。
而那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标准，放到当下更显得不识时务。
所以说，没有了内容的风骨，当初的礼仪不过是陈年的碎片，徒具形式而已。

在这样的思考之下，这本小书应运而生。
我们说，任何一本礼仪书都应当对现代中、外礼仪常识做详尽而正确的介绍，这是由礼仪本身的实用
性质决定。
但一本好的礼仪书应该不尽于此，尤其与为人师者有传道受业解惑同等之功用的教材，更要在传授礼
仪常识的同时，探源礼仪功用的起兴，使学生不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表演或者外交的形式，而是把它
作为自我修养的载体。
这本以大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教材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
它凡九章，既讲礼仪规范，又述文化起源，还注重图文并茂的现场效果，尤其海员礼仪一章，很适合
海事专业院校大学生或海事相关从业者使用。
而有别于其它同类教材的是，在注重实用性的基础上，它还从文化源头方面对礼仪进行了延伸，我认
为这点最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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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非语言性的，即仪容、仪态、举止、礼物、各种礼节等等，如鞠躬、敬礼、微笑、劝酒、送
礼等等，这些姿势情态体现了对对方的关怀和敬意。
二是避讳性的，如人死后一般说去世了，而不说死了；又如一般说到洗手间去，而不说上厕所去；还
有对于别人反感的话避开不讲，对别人反感的事避开不做等等。
　　一、礼仪的起源说　　礼仪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通行证”。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对文明与美的追求。
它是人类社会不断摆脱愚昧、野蛮和落后的见证，体现了整个社会的进化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进步、开化与兴旺的标志。
但礼仪源起何时．起于何因，从古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一般认为，在现代礼仪的研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有这样四种：　　其一，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宗
教祭祀，这是最为流行的观点。
他们认为最原始最狭义的礼是祭祀的礼节，冠礼、婚礼、丧礼等皆包括在祭礼之中。
《礼记’祭统》中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生于心也。
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
”《礼记》中还说：“养则观其顺也，表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
”这说明原始人类在祭祖祭神敬图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应的祭祀礼仪。
　　其二，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
这种观点认为在原始时代，人们有一系列的传统习惯，作为全体氏族成员在生产、生活的各种领域内
遵守的规范。
比如原始人群居穴处，群体内的交际、群体与群体的交往必然会形成某些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以便
能协调群体的正常生活。
自然博物馆中复原的北京周口店人，在山洞里，围坐在火堆旁，有人在比划着说话，有人在拨弄着火
苗静静地听讲，似乎在商讨一天的工作，抑或在商量食物的分配。
从这群原始人的神情可以看出，一定有一种当时的礼仪在协调着他们友好相处。
一些由原始交往产生的问候语、招呼语、告别语等语言也成了原始礼貌用语。
等到阶级和国家产生后，贵族们利用其中某些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各种礼仪，作为稳定阶
级秩序和加强统治的一种制度和手段。
　　其三，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货物交换行为。
在原始社会中，“礼尚往来”中的礼品交换实质上是一种商业即货物交易行为。
“礼尚往来”的适当笺注为：“礼是商业性质的交往，互通有无，有赠有报，有往有来。
”使“礼”脱离原始朴素内容的是周公和孔子，他们在原始的待人敬人的礼以及行礼中的仪容中充实
了“德”的内容，即以德说礼、以德代礼，首次使礼从原始的商业交换行为变成一种脱离实物而纳人
道德伦理范畴的礼。
孔子对礼作了第一次加工改造，把“仁”视为最高道德准则，视为人的本质，而把礼视为人的文饰，
视为引导人走向“仁”这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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