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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
!

杨
!

华

摘
!

要!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根本特征之一(它具有等级性+象征性和政治性三个特

点(这从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行礼的时间和空间等要素中都可得到说明)中国古

代礼制的繁复程度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之深巨(它与专制政治+宗法社会结构结合之紧

密(都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由之可以透视中国传统文明的其他特点)

关键词!礼仪制度*专制政治*宗法社会

礼仪活动(无非由行礼者+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和举行礼仪的场所等几个要素

组成)从这些要素中可归纳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一些特征(进而分析中国古代文明的

部分特征)

一+&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等级性

中国历来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上古时期(封国之间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

贵族之间则有公+卿+大夫+士的等级)社会的资源配备(包括宫室+车旗+舆服+器用之类

都按照所谓&命'的等级来安排)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

士三鼎二簋)天子&九命'(享受桓圭九寸(缫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籠(樊缨九就(贰车

九乘(介九人(礼九牢)侯伯一级则是&七命'(这些器用都按照七的数量来安排)其它以

此类推(大夫一级&五命'(士&三命')庶人无&命'(没有政治特权(也没有享受教育的

权利)

礼制的等级性首先当然表现为礼器的差别)孔子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因为

&器以藏礼'

!

(礼制通过礼器得以表现)一般来说(礼器规格与行礼者的身分成正比)但

是并非所有的礼器都以多+大+高+文为上(有时则是以少+小+卑+质为上(总的原则是&唯

其所称'(只要通过礼器差别来表现身分等级即可)据$礼记.礼器%的解释(&以多为贵'

的礼制有庙制+牲牢+席荐+葬期和葬具之类(贵族等级越高(其数量越多*以&以少为贵'的

礼制也有不少(比如有贵族吃饭时&告饱'的遍数,&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

数'-)&以大为贵'的礼制有宫室+器皿+棺椁+坟丘之类*宗庙祭祀时献祭的酒具则是&以

小为贵'(身分越高反而用的器具越小)&以高为贵'的礼制有如堂屋+台门之类*而先秦时

期行礼时盛酒之器的托架(则是&以卑为贵'的)贵族的服饰是&以文为贵'的*但也有&以

质为贵'的(所谓&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

除此之外(礼制的等级性还表现在礼仪活动的细节上)清代礼学家凌廷堪将上古礼

制的仪式总结出
0""

多条礼例(第一条便是&凡迎宾(主人敌者(于大门外*主人尊者(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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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内'

!

)二人相见(尊卑贵贱不同(其出迎的方式便不相同(其它礼仪的差别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居

丧礼仪上(丧主一般专注于悲伤之情(不会迎送吊客(但当本国君主使人来吊+離+时(则要迎送至外门

外(郑玄谓之&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时来吊離(不出也')不仅如此(他人来吊+?+时(一般&拜而

不踊'(当君主使人来吊+?+时(则要&拜稽颡成踊')丧礼有时还因为君主的来临而中断某些细节(例

如&凡君临大敛(则主人拜稽颡成踊'

"

)郑玄早就指出(丧服制度&隆杀'差别的实质(就是&亲亲+尊尊+

长长'和&男女之有别'

#

)历代礼制在细节上或有变化(但其总的原则并无大异(即使异族入侵(一旦认

同了中华文明(也会加以坚守)元代脱脱等人所撰$辽史%(也一再标榜&尊卑之分(不可易也'

$

)

关于礼制的等级性问题(历来阐述得十分丰富(很多学者曾经一度把它视为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

态(视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文化特征(引以为古史分期的基本证据%

)实际上(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都

讲礼制(其等级性规定向来庚续不辍(很难理解为某一时段或某一种社会形态的特点)始皇二十八年东

巡(在琅邪刻石(其中就特别强调&尊卑贵贱(不逾次行'

&

)西晋泰始十年(杨皇后死后(将迁葬于故峻

阳陵(关于当朝天子及群臣是否服丧(朝臣们争论不休(杜预等人上疏说!&自上及下(尊卑贵贱(物有其

宜)天子之与群臣(虽哀乐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实异(故礼不得同)'

)这说出了礼制的实质)清朝仍

然如此(顺治十三年规定(对外藩之丧&自王以下(致祭如前仪(唯牲醴物品(则依其爵为隆杀'

*

)礼制

的等级性一以贯之(将它仅仅视为奴隶制度的特性(显然有失偏颇)

儒家被尊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其&尊尊亲亲'的根本特点也转化为中国传统社会

的运作法则)历代的法令都有维护等级制度的功能)唐代的刑书有律+令+格+式四种(其中的&令'就是

&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

+

)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儒家化'的!&家族和阶级是中

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法律不仅明文规定生活方式因社会和法律身分不同而有差异(更重要

的是不同身分的人在法律上的待遇不同'

,-.

)换言之(儒家&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的礼制原则在法律条

文中得到了具体实施)

二+尚文饰物的象征性

礼仪活动其来有本(或源于敬天法祖(或源于田猎生产(或源于饮食男女(但它毕竟不是现实实务的

重复和移植(而是一种浓缩性的再现(限于时间+场地+人数+规模等因素(仪式必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人(借助具有象征意味的礼器(在具有象征性的时间和空间(采取象征性的动作来完成)

礼器的象征性可以冠礼为例)冠礼有三次加冠(始加缁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根据杨宽先生的

研究(每一道都有象征意味(缁布冠象征着冠者具有贵族&治人'的特权(皮弁象征他有服兵役的义务和保

护贵族的责任(爵弁象征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0

)古人早就指出(始加缁布冠是为了象征远古先民

的布冠旧貌(因为上古&吉凶同服(惟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惟有祭时染黑,&大古冠布(斋则缁之'-)

众所周知(西周金文中记载了大量的赏赐之物(有人口+土田+金属+币类+兵器+酒醴+车马器具等)

如果说这些赐物都具有实用功能的话(那么(赏赐服饰+祭器+旗帜的象征意义则大于实用功能(如圭+

瓒+璋+钟+玄衣+銮旗+芾,鱢膝-+黄,璜-之类(它们被当作礼器赏赐时(更多的是为了让下一级贵族获得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象征着周天子对臣下的权力控制)周初分封时(&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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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父之繁弱'(这些东西(与&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一同被视为分封册命时的重要法

器!

)张光直先生把它们称作&祭祀法器性的装饰美术品'(视之为中国进入文明阶段的九大标志之一"

)

古人早就认识到(礼器的象征性意义往往大于其实用功能)$礼记.礼运%篇说(最初先民用&燔黍

捭豚(?尊而?饮(蒉桴而土鼓'一样可以达到&致其敬於鬼神'的效果)这也就是孔子讲的&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

)行礼者追求的是礼义而不是礼仪(更不是礼器)新出上博简

$天子建州%篇中有&礼者(仪之兄也'

$

(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周王室派周公阅到鲁国使聘(鲁国以昌蒲

菹+熬稻+熬黍和虎形盐巴招待他(周公阅推辞说!&备物之飨(以象其德)'这场朝聘礼仪式上的招待之

物(都有具体的象征含义(具体说来(熬稻+熬黍象征着文治(而虎形盐巴则象征着武功'

%

)又如(

$周礼.大宗伯%说(不同等级贵族的相见之礼所执礼物不同(&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

人执鹜(工商执鸡')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动物各有其象征意义!羔象征着卿&群而不失其类'(雉象

征着士&守介而死(不失其节'(鹜象征着庶人&不飞迁'(而鸡则象征着工商者&守时而动')这些礼物的

设计(寓含了行礼者的身分和职守)

不仅礼器具有象征性(礼制活动的空间也具有象征性)在$仪礼%中(行礼的场所一般在类似于四合

院的建筑中(又根据仪式的不同而分为门内+门外(堂上+堂下(室内+室外)总体来说(堂上尊于堂下(室

内尊于室外(门内尊于门外)郭店楚简中有&门内之治纫,恩-?义(门外之治义斩纫,恩-'的说法,$六

德%简
0&25!

-

&

(这与$礼记.丧服四制%中&门内之治恩蒁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之句相同)父+子+夫均

属&内位'(即有血缘关系者*君+臣+妇属&外位'(即无血缘关系者)古代的血缘宗法关系(落实到根本(

即来源于其日常生活起居的位置(他们在礼仪活动中的站位便据此而定)

即使同在门内(也有左右方或东西方的差别(总体来说(北方是主位(南方是客位(北方尊于南方*东

方是主位,东阶+阼阶-(西方是客位,西阶+宾阶-(东方尊于西方)行礼之前有主客入门程序(其原则是!

&凡入门(宾入自左(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

)但是(当来宾的身分低于主人,以臣礼相见-时(来宾会

主动从门右进入(以此来象征自己不敢以宾客自居*然后主人会辞其&入门右'(这时来宾便退出门(然后

再以宾客之礼由门左进入*

)这样一套复杂的入门仪式(其象征意味不言自明)又例如(婚礼次日早

晨(新妇行见舅姑之礼)一番仪式后(&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即新妇从主阶下堂(而公婆反而

自宾阶下堂)$礼记.昏义%明言是为了&著代'(即通过下台阶的路径改变来象征新妇将来要代替公婆

成为主妇)在冠礼中也是这样(&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

+

(即通过在主位上行成人礼(来象征着这个被

加冠的嫡长子将来要成为一家之主)

行礼的时间也有象征意味)$檀弓下%!&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为什么要北

首而葬/ 古人认为南方属于阳位(北方属于阴位)&鬼神尚幽暗'(北方是幽暗的死位)在亲人始死时的

招魂仪式上(要爬上屋顶朝北方呼号(叫作&望反诸幽'

,-.

(即担心亲人的魂魄误入鬼神之域(含有把他从

幽冥之地呼唤回来的意思)然而(在死后+葬前的&殡'这个环节(尸首却是南向的(为什么如此/ 经学家

认为(&孝子犹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孝子此时仍以生者之礼待之)到了下葬环节(到居民区的北方择

茔(北首而葬(象征着让死者&往诣幽冥'

,-/

)同样是尸体(由于行礼时间的差异(其方位仪节都发生了变

化(其间所象征的意味也不相同)

行礼的仪式过程尤其具有象征性)在汉代以前(中国人祭祖礼中用&尸'代替祖先来享祭(此尸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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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辈的幼孩充当*汉代以后(祭祖多用木主或神像)无论以尸代祖(还是以主代祖(或以像代祖(都是&祭

神如神在'(是对祖先神的模拟)从尸的享祭过程(尤其可以看到这种代享过程的细节)主祭者要迎尸+

妥尸+侑尸+饭尸,十一饭-+献尸+傧尸(尸要穿着祖先生前的旧衣(享受祭者为之准备的酒+食(尸还与主

祭者之间往还献酢(然后尸又命祝向主人致祝辞)俨然享祭的祖先还魂回到现实中来了)

再举射礼为例)大射在大学举行(乡射在乡学举行(都具有军事训练的性质(同时又通过射箭比赛

来选拔人才)射礼的指挥和掌管者叫司马(要在庭中张侯,靶子-(侯上画有虎+熊+豹+麋+鹿+箋等动物(

射中谓之&获'(可见整个仪式都是上古田猎活动的模拟再现)将野外田猎活动移植到学校(一是受到了

时间和空间限制(二是增加了若干具有象征意味的仪节(显得更&文'了)举行射礼的要点在于&三耦

射'(即二人一组进行三次象征性的射箭竞赛(这完全是野外驰逐竞赛的再现(只不过是站在固定的位

置+从固定的距离+按照一定的节奏来进行的射击)大射礼的射侯,靶子-之前(有祭侯的祝祷环节(念

&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的祝辞!

(这实际上是对那些不来朝拜周王的诸侯进行的

一种诅咒巫术"

)&不宁'的地方国君叫作&侯'(而射击的靶子也叫作&侯'(这本射就具有语言的象征性)

行礼者通过周旋揖让+迎送馈受+兴坐行止来表达礼仪的内涵)总之(所有的视听言动都富于象征

意味)例如(孟春之月的藉田礼中(天子亲载耒耜(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田间&躬耕'(实际上他

们都不可能完成亲自耕地的动作(只是&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即象征性地做了几个耕地的动

作而已)后来历代帝王都行藉田礼(无非也是通过简单的农耕动作来号召天下紧扣农时+开始春播)再

比如(&祭先'是中国上古饮食礼的起始环节(所有的饮食活动都离不开它)其具体动作是(每道饮食前

先取出一点(置于面前的俎豆之间)其寓意是为了&不忘本'(即不忘&先代造食之人'(以此动作来表达

行礼者的怀念和报恩之情#

)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达了他对礼仪复杂变化的追慕和认同)

三+&经国序民'的政治性

&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

(每当新的统治集团夺取政权之后(便着手礼乐制度建设)历代都有所谓

&议礼'(通过这种礼制大讨论(制定符合本朝的礼乐大典(如隋朝有$开皇礼%$仁寿礼%和$江都集礼%(唐

代有$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宋代有$政和五礼新仪%(明代有$大明集礼%$大明会典%(清朝有$大

清会典%$大清通礼%等等)在
01

部历代正史中(有
!4

部专门列有$礼志%$乐志%或$礼乐志%*有
!1

部列

有$律历志%,或$历志%-(其中有
%

部专门讨论过乐律)还有一些正史(另外列有记载专门礼仪活动的

$祭祀志%$郊祀志%$舆服志%等名目)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热衷于制礼作乐呢/ 笔者认为(其目的在于通过礼器的所有+礼仪活动的举

行+礼仪活动的渲染(来获得并彰显统治的合法性)

礼制可能是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张光直先生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没

有物质条件的飞跃(没有所谓&突破',

DA=8*:.AC-

>

.

-(只有政治权力和阶级分化所造成的财富集中)中

国早期文明越是辉煌(越说明那时候阶级分化明显(愈显示其国家对基层民众的剥削强度之大)如何彰

显国家的强大/ 如何彰显阶级的分化/ 正是通过文明初现的一些标志性内容(如文字+青铜器+城市之

类)中国古代城市大都具有礼仪性建筑(这些礼仪性建筑是什么呢/ 这就是礼书中归纳的&面朝后寝(

左祖右社'(可以说没有宗庙建筑(就谈不上城市)另外(中国最早的文字,如甲骨文+金文-(记载的正是

祖先祭祀内容)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并不是生产工具(而是作为祭祖礼仪的法器而存在的)越来越多的

学者相信(中国早期文明的出现并不是靠生产技术的突破作为推动力的(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制活

动可能是中国文明出现的直接推动力(这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模式的特点之一)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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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的视角可以重新谱写西周以前近万年的中国早期历史!

)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礼制便成为彰显统治者合法化+神秘化和神圣化的文化手段(这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得到理解)

第一(名号之制)孔子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礼器之重要性已如上言(&名'的重要性与之相同(

它也是&君之所司'(不可由他人染指)礼书记载!&君天下曰6天子7(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6予一

人7)'

"自称上天之子(统治者在称谓上便把自己神化了)不仅是天子(诸侯+大臣也有专门的名号!

凡自称(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

边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敌以下(曰&寡人')小国之君曰&孤'(摈者亦曰&孤'

#

)

郑玄等经学家认为(天子称&余一人'是&谦自别于人',$白虎通义%亦如是注-)恐非如此(它将最高统治

者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独尊性质(非常明显)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后(以&皇帝'名号独尊(天子自

称曰&朕'(命为&制'(令为&诏'

$

)历代沿袭了这种独专之制(从名号上确定了皇权的惟一性和合法性)

第二(敬天法祖的祭祀之礼)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祭祀之礼制竟然与战争一样(成

为维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要务(这在其它民族文化中恐不多见)首先(通过祭祀天+地显示出王权来源

的合法性)甲文中天+帝之神已常受祭(周代郊天礼也明载于礼书(其祭祀的时间在夏历二月(要在高处

筑坛而祭&

)其实质是营造与天最接近的环境来实现与天神的沟通(而沟通的根本目的自然是获得天

神的认同)后代皇帝登基便要郊天(改元也要郊天(如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当年九月崩逝(晋成帝即

位(&明年改元即郊'

)

)秦朝和西汉前期在西方关中建立了完善的郊天系统(但秦皇+汉武仍不满足于

此(还要到东方泰山去封禅(因为东方儒家学说构建了一个以泰山为中心的天神崇拜系统(只有亲临泰

山+秘祝天神(才算是获得东方天神的正式认同*

)东汉以降(南郊圜丘祭天+北郊方丘祭地之制成为一

般常礼)历代正史$礼仪志%首卷记载的大都是郊祀制度(因为这关涉到开国皇帝的合法性问题)皇帝

印玺上云&奉天承运'(是这种观念的集中概括)其次(通过祭祀祖先显示出皇帝血统的沿续性和惟一

性(进而彰显其政权的合法性)历代正史$礼仪志%的次卷大多是明堂祖祭之礼(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庙制

问题)由于历代王朝中都出现过&非嫡长子继位'的现象,如兄终弟及+叔侄相继乃至祖孙传位等-(那么

其法统的合法性往往受到挑战(于是礼学家便通过庙制的争论,如七庙五庙之争+昭行穆行之争-来表达

政治见解(或加以质疑(或加以维护)再次(历代都要以祖先配祭天神(更是将天+人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

了)$孝经%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据说上古没有以父配天之礼(周公始行此礼(他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后来历代也以始祖配天(并选择明王圣宗陪祀(意在打通天神和祖

先神(强化法统的合法性)总之(历代统治者都热衷于祭天和祭祖(其目的在于昭告天下(自己是天意的代

表(其法统具有神授的依据)在敬天法祖的仪式中(皇帝执圭向天神和祖先神进献(以示他是天之子+天之

臣*然后在朝堂上(大臣们又向皇帝执圭而朝(据说这时候&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

+

(即用一种叫作冒

的玉器来覆盖朝臣之圭(象征着天子之德亦能覆盖天下)此种身分的转换非常具有象征意味,-.

)

第三(营建都城和陵墓)儒家理论认为!&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

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都城建设与国家的历法+服色+徽号一样(也是受命于天的表征)左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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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

右社+南坛北丘的都城设计(包含了天+地+人三大神癨系统对朝代合法性的认同和庇护(此种都城布局影

响了中国古代几千年)隋唐长安城的建设采取&象天设都'的理念(帝王居住的宫城如同北极星周围的紫

微垣(城内的建筑根据居住者的等级身分展开!宫殿地势最高(政府机关次之(寺观和官僚住宅又次之(一

般居民等而下之)此种&天人合一'的建筑格局无疑神化了统治者的等级身分(强化了王权的合法性)

营造陵寝的初旨是为了朝拜已故的帝王(从这种朝拜中可以获取自己法统的合法性(其作用与上文

所言的祭祖礼相同)陵墓的存在与明堂祖庙的存在性质相同(都是用实物和建筑来对其法统加以昭示)

汉高祖死后(惠帝即位(此时大家都不知道园陵寝庙的相关礼制,&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于是惠帝

令故秦博士叔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

!

)此时的宗庙仪法(与此前他演练大臣的朝堂仪法意义相

同(都是为了建立君臣秩序)问题是(为什么皇帝即位伊始便开始为自己营造陵墓呢/ 始皇初即位(即

在骊山开始建造陵墓(兼并天下后又谪发天下刑徒
4"

余万人为之建造(其意何在/ 当然(其目的之一是

让自己死后在阴间世界也延续帝王的奢华享乐)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巨大的陵墓将自己神圣

化+神秘化)所以历代皇帝都有禁止接近皇陵的专法(以保护陵墓不受侵犯)&君子虽贫不粥,鬻-祭器(

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

"

)唐朝的$盗贼律%规定!&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

#如同

为皇帝的出生编造神话一样(统治者的死亡也被神圣化+神秘化)

不仅营建都城和陵墓(而且建得十分壮观(通过它们来显示帝王的威严)西汉八年(刘邦带兵东征

反叛的韩王信(丞相萧何在都城大兴土木(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回京(见其

宫阙&壮甚'(大为恼怒(认为天下苦战连年(国力弊端(这样过于浪费)但一向稳健的萧何却说!&天下方

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

$这个回答非常明确)壮丽的宫阙建

筑(是为了增加天子的&威')秦朝末年(秦二世胡亥夺取帝位后(继续建造乃父秦始皇就开始的浩大工

程阿房宫(当李斯+冯去疾+冯劫等人进谏(劝其停止建造阿房宫时(胡亥大为恼火!&作宫室以章得意(而

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他认为建造华丽的宫室(一可显示出自己为所欲为的至尊权威(二可显示出乃父的

事业正在得到承续%

)

$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大而言之(君权的合法性

通过礼仪活动来获得(并在礼仪活动中得到彰显*小而言之(族权的合法性+夫权的合法性(也必须通礼

仪活动来获得(并在礼仪活动中得到彰显)

四+古代礼制与中国文明的特点

上述中国古代礼制的特点(是否为中华文明所特有/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的行用范围本来就不限于中国本土(它影响到东亚文化圈的

其它地区)由于地域+种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

化圈'(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早

就指出(构成这个历史性文化圈的要素大约有汉字+儒教+律令制度+佛教等几项&

)其中(儒教和律令

制度都与礼仪制度有关)借助中原王朝的强力政治(这几大要素逐渐向外辐射(礼仪制度传播到整个

&东亚世界'是历史的必然)至今(当礼仪制度在中国本土出现缺失时(&礼失而求诸野'(在东亚文化圈

的其它地区还可见到中国传统古礼的遗踪(比如朝鲜半岛+日本部分地区还保留有冠礼(东南亚部分地

区还保留藉田礼(等等)

其次(上述等级性+象征性和合法性是否中国古代礼制独有的特点/ 这涉及民俗学+人类学+民族

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还需要文化比较研究(一时很难做出回答)笔者浅见(等级性+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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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合法性这三个特性(在世界其它民族的礼仪制度中或多或少都有反映)例如(中国祭祖礼仪中的祭

品与西方文化中进献于墓前的鲜花(其实质并无差别(都是以象征的形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情感)

但是(将这些礼仪特点与中国文明的其它更深层次的根本特点联系起来考察(便会发现(它对于中

国文明特质的构筑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

第一(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复杂程度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之深(在其它文明中少见)现存$仪礼%

十七篇不能肯定是上古礼仪的全部记录(实际的名目恐怕要比这丰富得多)仅礼的分类就足以让人炫

目($礼记.礼运%把古礼分为八类,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礼记.昏义%分作五类,冠+昏+丧祭+

朝聘+乡射-($礼记.王制%分作六类,冠+昏+丧+祭+乡射+相见-($周礼.大宗伯%分作五类,吉+凶+宾+

军+嘉-($礼记.祭统%亦与之同)孔门弟子对礼仪活动各有侧重(分类自然不会相同)历来理解的春秋

战国之际的&礼崩乐坏'(并不是礼制的消亡和减少(而是指礼制的下移(实际上东周出土的礼器要远比

夏+商和西周时期量多+复杂+精致)后来历代统治者,包括以法家立国的秦朝-在夺取政权之前(都要打

倒礼制(但建国之后无不重视礼制)$礼记.礼器%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并不限于先秦时期(后代

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礼仪制度不仅门类多+数量多(而且复杂细密)$仪礼%十七篇所叙述的每种礼仪(其仪节记载

之详(世界其它文化罕有可比)其流程简直就是一部多幕剧(可以用西方学者的&礼仪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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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命名!

)

第二(中国古代礼仪制度与专制政治的结合程度超过任何民族)各民族人类的人生历程+时空概念

和宗教情感从本质上并无大异(所以世界各地都存在生命礼仪+岁时礼仪和宗教礼仪)中国文化中这些

礼仪活动的特点是(它们都与专制政治结合在一起(皇帝和大臣+贵族们从生到死的各个人生环节(都有

国家性的礼仪规定(规定了他们必须采用的等级性的礼器和仪式)皇帝的生日成为全国大典(皇帝的死

日成为国家祭日)岁首有全国朝贺(国家的惠民行为通过大?+赐牛酒这类礼制行为来实现)皇室成员

的礼仪活动,如加元服+结婚+生子-都有可能导致全国放假)而具有政治身分的大臣和贵族(他们的所

有礼制活动又受到天子和上级官吏的干预(例如(大臣死后国君要为之赐谥或赐葬具(官府会按照等级

规定来直接介入私人的葬礼(而民间会引以为荣)总而言之(礼法合一(礼制活动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

运作(或者就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

第三(中国古代礼仪制度与宗法社会结构的结合程度(也为其它民族文化所罕见)众所周知(礼制

的起源与血缘宗法制度有关(这几乎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现象)但是(由于宗法制度在中国特别早熟+

延续时间特别长+扎根社会土壤特别深(故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种种特点)礼制无疑根植于这种社会

结构(并且加剧了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仪礼.丧服%!&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郑注!&收族

者(谓别亲疏(序昭穆)'中国古代礼仪活动的核心部分是冠+婚+丧+祭(而从$仪礼%记载看来(举行这些

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家族(即以父子+昆弟+兄弟等人作为行礼的主体来展开)家族+宗族的&别亲疏(序昭

穆'(为礼仪制度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直接需求)即使在战国末年+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动乱时

期(礼制并未因为国家的动荡而消亡(反而被稳定地继承下来(沿袭不辍)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

&家国同构'(这些基于宗法制度的礼仪活动又被移植或放大到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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