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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礼仪文化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中国古代社会也因此成为礼制的社会，被称为“礼
仪之邦”，享誉海外。
相传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后经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提倡和完善，礼乐文明
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
西汉以后，《仪礼》、《周礼》、《礼记》不仅成为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而且成为历代王朝制礼的
基础。
所以，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礼仪文化。
我国礼仪文化源远流长。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当人们对火山、地震、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就认为（或者更确切地
说是想象）这是因为天地间存在一种神奇的力量，即鬼神的存在。
在那个愚昧无知的年代里，人们出于对神的敬仰和对鬼的惧怕，就用物品来祭拜，而祭拜自然要讲究
各种仪式，由此礼开始萌芽了，如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古代国君用来祭天祭地的建筑。
中国古代礼仪形成于“三皇五帝”时代。
据记载，在尧舜时期，“五礼”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等一套较为完
整的礼仪制度，已经形成。
唐尧、虞舜、夏禹他们本身都是讲究礼仪的典范，在《二十四孝图说》中有一篇《大舜耕田》，讲的
就是舜躬耕历山、任劳任怨，供养父亲、继母和同父异母之弟的故事。
古代礼仪制度在尧舜禹时期初步形成的基础之上，后又经过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社会共1000余年的
发展而日趋完善。
在周朝时期，代表人物周公旦，即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制礼作乐。
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整个执政期间在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
例如，他在朝廷设置礼官，专门掌管天下礼仪，把我国古代礼仪制度推向了更为完备的阶段。
《左传》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说明周公的制礼工作在历史上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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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溯礼仪之邦精神源流，看世间风俗千姿百态，品一番独特滋昧；游中华文化最初圣殿，赞礼仪文化俊
美丰姿，落几声衷心感叹；寻文明古国礼仪精髓，叹人情世态冷暖变幻，掩几段伤怀心事；赏各族礼
仪风情迥异，感中华大地人杰地灵，述华夏儿女情怀。
    我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一套宏大的礼仪
思想和礼仪规范，而且其精髓深入人心，形成了完整的伦理道德、生活行为规范，进而内化为中华民
族的自觉意识并贯穿于心理与行为活动之中。
这个完整的伦理道德、生活行为规范就构成了一种文化，即礼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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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礼仪文化》：中国礼仪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
。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领略传统礼仪文化的魅力，接受其润泽，我们特编撰此书，以飨读者。
《中国礼仪文化》以礼仪概述为引子，进而从礼仪发展史讲起，一一介绍了中国宫廷礼仪、婚庆礼仪
、个人礼仪、社交礼仪、丧葬礼仪等内容，从古及今、分门别类地将中国礼仪文化的具体内容及其演
变过程娓娓道来，并列专章描述了部分少数民族的礼仪文化，以期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各民族的礼
仪文化风情，不失为一本洋尽介绍中国礼仪文化及其发展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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