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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礼仪传统，并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
在我国文化历史遗产中，有许多精华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在我国古代有许多思想家、教育家特别重视礼仪的教育，春秋未期的孔子就曾提出“不学礼，无以立
。
”可见礼仪是人生的必修课，是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保证，它也是一个时化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是不可忽视的社交准则。
　　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礼仪的一系列知识，加深人们对礼仪的认识和了解，学好礼仪，把握前
进中的礼仪规范，潇潇洒洒走人生。
　　全书共分11章，其内容有礼仪概述、形象礼仪、语言礼仪、学校礼仪、社交礼仪、公务礼仪、商
务礼仪、求职礼仪、外事礼仪、礼仪文书和节日习俗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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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
玉’，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
各种仪制。
这都是时代进展的成果。
愈往后走，礼制便愈见浩繁，这是人文进化的必然趋势，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把它呼唤得起来，也
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把它叱咤得回去的。
”在原始先民的心目中，天地鬼神是在冥冥之中主宰万物、干预人类意志的令人敬畏的力量。
因此，无论耕作、田猎，还是饮食、游乐，都须先敬鬼神，礼仪也就表现为这种祭祀活动中的极其虔
诚而庄严的仪式。
在人类面对自然力的肆虐而感到无法认识与控制的时代，这种祭祀仪式所体现的，无疑是原始人类对
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对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关系的认识，不断变化、不断加深和丰富。
于是，原始的畏惧心理逐渐转化为对社会的控制、利用和改造的意识，先民们所创立的最初的礼仪，
已远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各种现实关系，礼的内容便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除了使人类在天地之间追求平衡与和谐之外，还开始和人际关系的平衡与调整相融合，然
后衍化、蜕变，进而渗透到社会政治领域，并成为中国伦理学的核心内容。
　　这种演化，无疑地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它最伟大的意义则是反映了对人的本质的体悟与确认。
当人类开始从远古蒙昧的包裹中挣脱出来时，人们开始追求自身个性的解放，追求个人的种种私欲的
满足。
面对原始人际关系中平衡状态的破坏，中国古代的圣哲们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孔子主张恢复礼制。
老庄则认为礼教是一切祸乱的根源，认为原始平衡破坏之后的一切争夺都由文明的发展而引起，所谓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第三十八章），便是这样一种认识。
原始的礼仪形式一旦失去其约束力，人对欲望的满足自然会变成一种无节制、无止境的追求。
老庄哲学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虚伪、欺诈和争夺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文明社会所带来的全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他们把人类在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上所有的努力与追求，都看成是一种罪恶，看成是违反自然的人
为的活动，看成是生命形式的堕落与腐败。
他们认为，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只不过是出于人的一种自私与虚荣。
以此，他们便主张无为而作、无为而治，事事纯任自然，停止对文明的一切追求和努力，以恢复原始
社会天然合理的朴素与平衡，复归人的原始生命形态和生存形式。
从这个层面上看，老庄的主张所表现的其实是对文明的一种抗议。
孔孟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肯定人际之间存在一种先天性的上下、老幼和尊卑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
又植根于氏族血缘关系的人性与仁爱。
倘若能唤醒人们这种普遍地潜藏于内心的本性，使之成为相互交往中的自觉行动，便可节制人们的欲
念的追求，减少乃至消灭社会的罪恶，协调人际间的关系，求得社会结构的和谐与稳定。
人所以能区别于禽兽，其主要的标志就在于知礼。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今人而无礼，虽然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设立礼作为约束自己的规范，明确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以确认人的崇高尊严，扬弃原始的生命形式而
走向道德化、制度化的社会管理道路，这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性和人的存在价值的自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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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昧基础上向文明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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