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文化教育传统源远流长。礼

仪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礼仪又历经那

几个时期呢？笼统得来说，礼仪的发展史可以分为：礼仪的起萌时期、

礼仪的革创时期、礼仪的形成时期、礼仪的发展和变革时期、礼仪的

强化时期、礼仪的衰落时期、现代礼仪时期和当代礼仪时期等 8个时

期。礼仪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零

散到完整的渐进过程。  

一、 礼仪的起萌时期（公元前 5 万年－公元前 1 万年）  

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至今大约有一

百多万年的历史，此时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例如，生活在距今约

1.8 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懂得这样去打扮自己。他们把

兽骨、贝壳、野花戴在头上或者挂在脖子上，去装饰或炫耀自己。而

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

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  

二、礼仪的革创时期（公元前 1 万年－公元前 22 世纪）  

公元前 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不仅能制作精细的磨

光石器，并且诞生了农业和畜牧业。在此后的数千年的岁月里，原始

礼仪渐具雏形。例如在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及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人

们已经注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而长辈坐上席，晚辈坐下席；男子

坐左边，女子坐右边等礼仪日趋明确。  

三、礼仪的形成时期（公元前 2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  



约公元前 21世纪至公元前 771年，原始人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精致打磨的石器（后来又发现了金属）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笨重的石

器和木棍，使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使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剩余消费品，进而

产生了剥削，最终不可避免地诞生了阶级，人类开始向奴隶制社会挺

进。 

到了夏代（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5世纪），开始从中国原始社

会末期向早期奴隶社会过渡。在此期间，尊神活动升温。  

在原始社会，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们不理解一些自然现象。他

们猜想，照耀大地的太阳是神，风有风神，河有河神……因此，他们

敬畏“天神”，祭祀“天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礼仪包含原始社

会人类生活的若干准则，又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的产物。礼的繁体字

“礼”，左边代表神，右边是向神进贡的祭物。因此，汉代学者许慎

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以殷墟为中心展开活动的殷人，在公元前 14世纪至前 11世纪活

跃在华夏大地。他们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古都——地处现河南安阳的殷

都，而他们在婚礼习俗上的建树，被其尊神、信鬼的狂热所掩盖。  

推翻殷王朝并取而代之的周朝，对礼仪建树颇多。特别是周武王

的兄弟、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对周代礼制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他制

作礼乐，将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情操等统统纳入一个尊卑有序的模

式之中。全面介绍周朝制度的《周礼》，是中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礼

仪专著。《周礼》（又名《周官》），本为一官职表，后经整理，成为讲



述周朝典章制度的书。《周礼》原有 6篇，详介六类官名及其职权，

现存 5 篇，第六篇用《考工记》弥补。六官分别称为天官、地官、春

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天官主管宫事、财货等；地官主管教

育、市政等；春官主管五礼、乐舞等；夏官主管军旅、边防等；秋官

主管刑法、外交等；冬官主管土木建筑等。  

春官主管的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是周朝礼仪

制度的重要方面。吉礼，指祭祀的典礼；凶礼，主要指丧葬礼仪；宾

礼，指诸侯对天子的朝觐及诸侯之间的会盟等礼节；军礼，主要包括

阅兵、出师等仪式；嘉礼，包括冠礼、婚礼、乡饮酒礼等。由此可见，

许多基本礼仪在商末周初已基本形成。此外，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

经》和在周代大体定型的《诗经》，也有一些涉及礼仪的内容。 

在西周，青铜礼器是个人身份的表征。礼器的多寡代表身份地位

高低，形制的大小显示权力等级。当时，贵族佩带成组饰玉为风气。

而相见礼和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等“六

礼”）成为定式，流行民间。此外，尊老爱幼等礼仪，也已明显确立。  

四、礼仪的发展、变革时期（公元前 770 年－公前 221 年，东周时期）  

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

迁洛邑，史称东周。承继西周的东周王朝已无力全面恪守传统礼制，

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在此期

间，相继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巨人，发展和革新了礼仪理

论。  



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年）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

育家，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他删《诗》、

《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历史文化的整理

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订的《仪礼》，详细记录了战国以前贵

族生活的各种礼节仪式。《仪礼》与前述《周礼》和孔门后学编的《礼

记》，合称“三礼”，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礼仪著作  

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要求人们用

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倡导的“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

间要有同情心，要互相关心，彼此尊重。总之，孔子较系统地阐述了

礼及礼仪的本质与功能，把礼仪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孟子（约公元前 372—公元前 289 年）是战国时期儒家主要代表

人物。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

“王道”、“仁政”的学说和民贵君轻说，主张“以德服人”在道德修

养方面，他主张”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讲究“修身”

和培养“浩然之气”等。  

荀子（约公元前 298—公元前 238 年）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

他主张“隆礼”、“重法”，提倡礼法并重。他说：“礼者，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荀子指出：“礼

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

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荀子还提出，不



仅要有礼治，还要有法治。只有尊崇礼，法制完备，国家才能安宁。

荀子重视客观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倡导学而至善。  

五、礼仪的强化时期（公元前 221 年－公元 1796 年）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最终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书同文”、

“车同轨”、“行同伦”。秦朝制定的集权制度，成为后来延续两千余

年的封建体制的基础。  

西汉初期，叔孙通协助汉高帝刘邦制定了朝礼之仪，突出发展了

礼的仪式和礼节。而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 179—公元前 104年），

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

天子”的“天人感应”之说。（《汉书·董仲舒传》）他把儒家礼仪具

体概况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礼教成为定制。  

汉代时，孔门后学编撰的《礼记》问世。《礼记》共计 49 篇，包

罗宏富。其中，有讲述古代风俗的《曲礼》（第 1 篇）；有谈论古代饮

食居住进化概况的《礼运》（第 9 篇）；有记录家庭礼仪的《内则》（第

12 篇）；有记载服饰制度的《玉澡》（第 13 篇）；有论述师生关系的

《学记》（第 18篇）；还有教导人们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即“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第 42篇）等。总之，《礼记》

堪称集上古礼仪之大成，上承奴隶社会、下启封建社会的礼仪汇集，

是封建时代礼仪的主要源泉。  



盛唐时期，《礼记》由“记”上升为“经”，成为“礼经”三书之

一（另外两本为《周礼》和《仪礼》）。（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  

宋代时，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道学、佛学思想的理学，

程颐兄弟和朱熹为其主要代表。二程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无所逃于天的间。”（《二程遗书》卷五）“礼即是理也。”（《二程遗书》

卷二十五）朱熹进一步指出，“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

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间。”（《朱子文

集·未垂拱奏礼·二》）朱熹的论述使二程“天理”说更加严密、精

致。  

家庭礼仪研究硕果累累，是宋代礼仪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在大量

家庭礼仪著作中，以撰《资治通鉴》而名垂青史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公元 1019—1086年）的《涑水家仪》和以《四书集注》名扬天下

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公元 1130—1200年）的《朱子家礼》最著名。

明代时，交友之礼更加完善，而忠、孝、节、义等礼仪日趋繁多。 

六、 礼仪的衰落时期（公元 1796－1911 年）  

满族入关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礼制，并且使其复杂化，导致一

些礼仪显得虚浮、烦琐。例如清代的品官相见礼，当品级低者向品级

高者行拜礼时，动辄一跪三叩，重则三跪九叩。清代后期，清王朝政

权腐败，民不聊生。古代礼仪盛极而衰。而伴随着西学东渐，一些西

方礼仪传入中国，北洋新军时期的陆军便采用西方军队的举手礼等，

以代替不合时宜的打千礼等。  

七、 现代礼仪时期（公元 1911－1949年，民国时期）  



1911年末，清王朝土崩瓦解，当时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先生（公

元 1866—1925 年）火速赶回祖国，于 1912 年 1月 1 日在南京就任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和战友们破旧立新，用民权代替君权，

用自由、平等取代宗法等级制；普及教育，废除祭孔读经；改易陋俗，

剪辫子、禁缠足等，从而正式拉开现代礼仪的帷幕。（中山装）民国

期间，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握手礼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普及民

间。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解放区，重视文化

教育事业及移风易俗，进而谱写了现代礼仪的新篇章。  

八、当代礼仪时期（1949 年－至今）  

1949年 10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礼仪建设

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礼仪的发展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  

1、礼仪革新阶段（1949——1966 年）  

1949年至 1966年，是中国当代礼仪发展史上的革新阶段。此间，

摒弃了昔日束缚人们的“神权天命”、“愚忠愚孝”以及严重束缚妇女

的“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确立了同志式的合作互助关系和男女平

等的新型社会关系，而尊老爱幼、讲究信义、以诚待人、先人后己、

礼尚往来等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精华，则得到继承和发扬。  

2、礼仪退化阶段（1966——1976）  

1966年至 1976年，中国进行了“文化大革命”。 江青等人批孔、

批"克己复礼"，是出于批"周公"的罪恶目的，完全没有学术依据可言。



十年动乱使国家遭受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也给礼仪带来一场“浩

劫”。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仪，被当作“封资修”货色扫进垃圾堆。礼

仪受到摧残，社会风气逆转。  

3、礼仪复兴阶段（1977年－至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

大地，中国的礼仪建设进入新的全面复兴时期。从推行文明礼貌用语

到积极树立行业新风，         从开展“18 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

到制定市民文明公约，各行各业的礼仪规范纷纷出台，岗位培训、礼

仪教育日趋红火，讲文明、重礼貌蔚然成风。《公共关系报》、《现代

交际》等一批涉及礼仪的报刊应运而出，《中国应用礼仪大全》、《称

谓大辞典》、《外国习俗与礼仪》等介绍、研究礼仪的图书、辞典、教

材不断问世。广阔的华夏大地上再度兴起礼仪文化热，具有优良文化

传统的中华民族又掀起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高潮。  

中国礼仪的起源与发展就大致分这 8个阶段，每历经一个阶段无

不包含着曲折和艰辛！希望全民团结起再接再厉来维护我中华的礼仪

文化，使我们这个礼仪大国的名号流传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