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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

  作者：王铭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21 | 点击数：4958

 

  中国还是有别样的学者，他们也非纯圣人，但保有难得的良知，在礼仪的观念和制度遭到人们唾弃之时，他们仍围绕着它来书写历史。有了

他们，中国思想才在现代文化中保留了一席之地，保持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这里我要以他们的书写为出发点，从社会理论角度进入礼仪这个题

域。我从中选出三个人的三种论著，以充作讨论的起步： 

  1.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930]年版); 

  2.费孝通“礼治秩序”，载于其《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1947]年版); 

  3.钱穆“礼与法”，《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1948]年版); 

  李安宅是一位重要的人类学老一辈，他是出名的藏学人类学，也是中国人类学界最早从事海外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印第安人研究，有相当

的开创性)。李安宅对于“礼”的论述，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注意得不够，其实它蛮有意味。如同不少比较文化研究者，李先生谈“礼仪”时，注

重它的层次性，更注重作为其核心思想的“中庸”。所谓“中庸”，在人类学中可以理解为一种介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状态，古人称之

为“文质彬彬”。“文质彬彬”，是既质朴，又文雅，质说的是原始，文说的是文明，所谓“礼”的思想，即主张是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路

线，不至于失礼，又不至于为了礼而变得过分的虚伪，“文过饰非”。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一书，早已于1930年出版，作

为一位人类学家，他笔下的“社会学研究”指的是一种以“社会”观念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的建树极高。除了谈到礼仪的“文质彬彬”之外，李先生在该书中提出了礼仪的诗学态度，李先生主张，

礼仪这东西，关键是表达感情(人情)。礼仪的理论基于一种设想：人们是因为爱对方，所以才用礼仪来尊敬对方，这种爱和敬，如同诗歌里表达

的那样，是充满感情的。古人之所以老将“礼”与“乐”混合起来谈，便是因为“乐”的感情表现是“礼”的一个重要属性。 

  从李先生的书，可以窥见古代中国观念之特征。他在书中的一个地方提到，在他看来，宗教与白日梦有密切关系，说人因在白天做梦才发明

了“宗教”1，这使我感触良多。 

  西方神学和人类学，都说宗教是人根据晚上的梦想象出来的，晚上做梦，人“灵魂出窍”，到处游荡，人类学家想到“万物有灵论”。 

  而李先生说人白天做梦，“白昼见鬼”，“明知故作”，造就了礼仪。 

  白天做梦和晚上做梦有不同，因为白天做梦有一种“自觉”，晚上做梦是无意识的。根据“自觉”造就信仰，与根据无意识造就信仰，二者

之间的差异很大。 

  李安宅对于礼仪的定义，具有综合性，他罗列了礼仪的十几个特点，其中特别强调了等级、交换和道义。将他那些有些须混乱的综合再次加

工，可以看到，礼的等级性是基本的，而这并不排斥礼起源于原始的互惠交换模式。而“道义”，则与人类学交换理论中的“obligation”概念

相联系，重视人与人的“相互担当”与“相互依存”。 

  李先生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居然也特别像是一部以礼为中心的人类学导论。他谈礼时，区分语言(包括亲属称谓)，涉及认

识论、分类、物质文化(食品禁忌、建筑、游行、什物、职业等等)。在宗教方面，李先生涉及到了人生礼仪、占卜、神谕等等。关于战争，他又



指出古代战争的礼仪性，如战前的占卜和宣誓，战中的“阵容”等等。 

  费孝通也是人类学的老一辈，他关于“礼治”的论述，出版于1947年，其中的一些观点，关注的是社会的形成与文化的关系。费先生对于

“礼治”的论述，重点放在乡村的“无讼”，其要表露的心境，是一种对于“同意的权力”与“横暴的权力”的区分。2这个区分，启发来自人

类学，是对有别于强制的统治的乡村自主社会的鼓励。如今，不少法学家去乡村，也是去寻找这种“同意的权力”，而费先生早已告诉我们，这

种权力，是以历史上遗留在民间的礼仪观念为基础的。如今，些许法学家老谈 “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要去乡土中国寻找一种不同于法律这种

“横暴的权力”的秩序模型3。费先生对这点，早有预见。费先生以“礼治”来替代法学家所说的“人治”，说这个形容更准确。什么是“礼

治”?他的定义是： 

  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

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的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

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样的规范的是传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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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史妮】 

上一条： ·[阿牛木支]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寻求 

下一条： ·[李琳]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与民间叙事传统 

   相关链接 

·[巫达]藏族尔苏人婚礼仪式中饮食文化的族群性 ·四问中国式申遗 文化遗产这笔账该怎么算

·[奇曼·乃吉米丁]维吾尔族饮食文化与生态环境 ·“礼仪之邦”为何失“礼”

·民调称16.1%人遵循传统礼仪 专家吁重构中国之礼 ·传统礼仪式微源于文化割裂 重构礼仪成当务之急

·[朱承]《礼记·月令》的自然、生活与政治 ·[高丙中]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

·十姊妹歌，独特的土家婚礼仪式音乐 ·正月十五闹元宵：“中国式狂欢节” 期待传承创新

·[祁建]享受中国式生活 寻找春节的传统记忆 ·[刘锡诚]中国式的智慧和幽默

·[胡新生]玄酒的用途和来历 ·[张琴]婚俗中的蓝花被

·礼仪天下 和谐中华：2009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览会开幕 ·[柯小刚]黑尔德“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与儒家“慎终追远”的祭礼空间

·[王锷]《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王毅]中国式治水社会的制度病灶

·[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 ·[万建中]中国生养民俗的构成及其文化意蕴

公告栏 在线投稿 民俗学论坛 民俗学博客 入会申请 RSS订阅

注册 帮助 登录 

电子通讯稍后发布
 

学会机构┃ 合作网站 ┃ 友情链接 ┃ 版权与免责申明 ┃ 网上民俗学 ┃ 本网导航 ┃ 旧版回顾 

主办：中国民俗学会 China Folklore Society (CFS) Copyright © 2003-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141号 电话：(010)65513620 邮编：100020 

E_mail：chinafolklore@163.com 办公时间：每周一或周二上午10：30——下午4：30  联系我们 

京ICP备06017032    技术支持：中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