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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家礼学伦理体系
礼最早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到西周，逐

渐发展为礼制，形成系统化的礼仪规范制度，对规

范当时社会秩序起到了较大作用。礼真正被统治

者作为治理国家需要而加以重视，则是在西汉初，

汉帝国形成并吸取秦亡教训之后。当时天下平定，

百废待兴，急需休养生息。礼学“仁”的思想反映了

当时社会基本经济关系，适应了社会需求，从而被

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并成功实施，延续至两千多年的

封建社会始终未曾动摇其统治地位。

儒家礼学不是简单的礼仪规范，而是一个集伦

理道德核心、原则和规范即礼义和具体实现细则即

礼仪相统一的知、行结合的伦理规范系统①。它是

以规范个体家庭进而到规范社会、天下，即“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逐层推进的系统。

首先，儒家礼学以“仁”为核心价值观念。“仁”，

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里仁》）。“仁”即“爱人”，

也就是说要爱每个人，把别人当作自己同类，为他

人着想。它的表现就是忠、恕。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说：“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同时，儒家所倡导

之爱是有差等之爱，是由对家庭内部亲人之爱推广

到对他人对社会万物之爱。孔子早就讲过“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孟子也说：“夫物之不齐，物之

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礼学正是以这种

有等级区分的爱为思想核心，构筑起一个温情脉脉

的封建伦理系统的。

其次，儒家礼学以三纲五常为基本道德原则构

建起一个以家庭规范为圆心，不断向外扩展的社会

伦理规范体系。“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三纲确立了封建社会基本的等级尊卑关

系，把封建君主立为社会之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

力，顺应了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要求，它

也确立了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礼学一切规范都在

此基础上产生。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它是调节社会

各种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仁”既是礼的核心又是

总的原则和价值目标，它要求人人怀有爱人之心，

彼此体谅保持和谐。它基本涵盖了五常及其他所

有的道德规范。“义”强调人行为的正当，对人有义，

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

义者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

货》）。作为原则和价值追求的“礼”指的是人的思

想言行要符合“礼”的要求，但不是注重繁文缛节。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孔子

还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

“智”，孟子讲：“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

即是指，人有辨是非之心，有良知良能。“信”，孔子

提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即指

一个人对人做事要诚信不妄言，要言行一致。

儒家礼学的具体内容即以三纲五常为原则从

家庭内部规范：父慈子孝、妇顺夫义、兄友弟恭扩展

到社会其他规范如：温、良、恭、简、让等，从而构成

一个庞大的伦理规范系统。

再次，儒家礼学通过接近法律效力的具体礼仪

规范约束人们的具体行为，将封建道德价值目标具

体化、可操作化。儒家礼学构建的庞杂道德礼仪规

范体系通过控制人们日常的生活细节而将抽象的

价值目标具体化而得以实现和巩固。记载儒家礼

学的主要典籍之一《周礼》主要记载了封建统治者

的行为规范。它通过各种礼节仪式中服饰、车旗、

器用等的礼数来强化封建等级制度，树立君王权

威。另一记载儒家礼学的典籍《仪礼》则主要记载

了冠、婚、丧、祭、饮、射、燕、聘、觐等礼仪的具体仪

式及要求。例如士冠礼，它会把不同的人当时穿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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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服饰，有几个过程，每个过程有几个步骤，说什么

做什么等等规定得一丝不苟，充分体现尊卑上下等

理念。其它礼仪也与此类似。通过行为强化认知，

各种礼仪通过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一种习惯、风俗，

从而无形中使封建道德礼俗获得人们高度认同并

得以贯彻。

由此可见，儒家礼学是一个具有严密结构的系

统。通过塑造道德理想、知行统一使个人提高德行

修养，达到善。通过使社会各等级各行业的人，各

安其位，各守其职，从而使封建社会秩序井然，上下

和谐，社会安定。

二 儒家礼学对封建伦理体系构建成功的原
因

儒家礼学对封建伦理体系构建的成功与它当

时的社会背景和自身严密的结构系统是分不开

的。它是多重原因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其一，儒家礼学符合当时的社会客观经济关系

和人们的利益诉求。物质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道德

则是利益的反映，道德的使命就是要调整人们的利

益关系。儒家礼学以“仁”为核心，强调德治，要求

统治者行仁政，反对暴政。这恰好迎合了当时社会

经历战乱，天下初定，人们热切盼望和平恢复经济

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时以宗法家长制为基础的封

建经济，社会内部本身存在严格的等级区分（这在

当时各阶层中本身具有高度认同感），君、臣、民等

不同地位的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各不相同，儒家

礼学庞大的规范体系恰好将客观存在的等级关系

理清理顺。这样儒家之礼符合当时调整社会经济

关系的要求，反映了当时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这

是它能成功推行的根本原因。

其二，儒家礼学以“人的自然情感”为生根点，

从而具有推行的心理基础而容易被人们接受认

同。人是一种情感和理性并存的存在。人最基本

的情感是对父母亲人的爱。儒家礼学就是由对父

母兄弟之爱扩展到对他人之爱即先有自爱，才有他

爱。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整个社会伦理规范

体系。从而使得封建的上下尊卑，等级区别等观念

有了人自然的情感基础，进而使封建伦理容易在社

会中获得人们的认同，为其成功推行打下坚实的心

理基础。儒家礼学以人的自然之情为生根点，从源

头上消除推行的障碍，使一切顺利成章。

其三，儒家礼学把家庭有序作为社会有序的基

础，重视家庭伦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人生

活首先的环境就是家庭环境，受到的首要影响就是

家庭影响。因而家庭的不健康会带来家庭成员的

不健康，家庭的不稳定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儒家

礼学对封建婚姻以及从上到下的家庭成员都有严

格的戒律和规范，使封建家庭俨然如一个等级森

严、架构稳固的社会机构坚不可摧。家庭有序成为

社会有序的重要保障。这是儒家礼学体系成功推

行的社会基础。

其四，礼学重视礼仪规范，使儒家倡导的礼义

有了可操作的实现手段。道德的本质在于它的实

践性，即道德用实践精神把握世界。反过来，实践

又能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因此“行”既成为道德

的目的又成为道德观念实现的手段。正如美国当

代著名伦理学家查尔斯·L斯蒂文森所言：“一个对

手段一无所知就去推荐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的人，

也许正在推荐一个无法达到的因而不切实际的目

的。”②儒家之礼，构建了庞大的礼仪规范体系，把

忠、孝、悌、温、良、恭、宽、让等礼义规范通过冠、婚、

丧、祭、饮、射、燕、聘、觐等具体礼仪规范具体化为

人们的行为而得以贯彻。同时，儒家还通过“出礼

入刑”将德法结合，以法强化礼，使各种礼义的实现

更为有效。儒家礼学最终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知

行结合。

当然儒家礼能成功贯彻还与历史传统、道德教

育等其他因素有重要关系，但笔者基于现实伦理体

系构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强调了以上几点。

认为它对当今伦理体系道德体系的构建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三 儒家礼学之成功对当代中国伦理道德体
系构建的启示

百年来，我国从全盘否定封建礼教，大量接受

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

社会伦理的大量宣传和被人们基本接受，再到今天

理性思考中国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重新理解目前

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主义伦理，经历了社会伦理道

德的几破几立。伦理观念的巨大转换，使得当今不

少中国人道德观念混杂与混乱。当前我国正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迫切需

要建立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伦理体系以更好推动

国家发展。儒家礼学的成功构建与实行对我国目

前的伦理构建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必须认真分析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各

方的利益诉求

儒家礼学成功的根本在于适应了当时的社会

经济关系，符合了当时各方人们的利益诉求。当代

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特别是目前甚至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都会存在着事实上的人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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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3卷

济收入、社会地位的差等现象。因此我们的伦理体

系构建必须认真分析这种特殊经济关系和不同群

体的利益诉求，要尽可能找到几者利益的交汇点，

获得各方认同。对于差等现象，必须进行合理的伦

理论证，使人们心理上接受认同，并建立与这种差

等现象相符合的伦理规范。目前我国的道德现状

是，传统的很多东西我们已经丢弃了，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道德由于现实生产力的约束我们又达

不到，从而使伦理道德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真空。因

此必须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才能构筑起符合时

代需要的社会主义伦理体系。

（二）把崇高的道德与人的自然情感结合

儒家礼学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基础构筑伦理规

范系统，这是其能够被人们接受的重要心理基础。

尽管它本身充满阶级性，但它确能以一种高尚的面

貌呈现从而得以有效贯彻。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全

盘照搬儒家伦理，但这起码说明人的自然之情对伦

理体系构建的重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我国伦

理体系构建中赋予人的阶级情感居多，而人的自然

情感较少。例如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中规定我国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道德

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

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

力点。虽然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要

求，总体讲符合我国的经济基础，但整体内容缺少

人的自然情感或者没有明确强调人的自然情感。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多种

个人利益的今天，这样的道德难免会在一定层次的

人身上缺少必要的自然过渡区，使其社会认同感下

降，从而影响我国伦理道德建设的效度。因此，我

国伦理体系的构建，应该广泛吸收儒家礼的合理精

神内核如“仁、孝、悌”等，并在充分考虑当代中国人

心理需求变化基础上构筑起一套符合人情的礼义

和礼仪，从而才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同。

（三）必须把家庭伦理建设作为社会伦理建设的重

要基点

儒家礼学从规范家庭的有序自然过渡到社会

的有序，是其能成功的重要因素。虽然时代已发生

巨大的改变，但是家庭对社会的作用是不会改变

的。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无序现象在相当程度上

与家庭的无序有直接关系。现今，家庭离婚率越来

越高，离婚家庭小孩得不到正常的关爱和照顾，心

理畸形发展；同时独身子女家庭溺爱小孩，使孩子

唯我独尊。无序的家庭环境成就无序的人及其无

序的行为。因此，中国伦理体系构建应把重构家庭

伦理作为构建社会伦理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虽然

当代我们的家庭不可能像封建社会一样等级森严

和专制，但我们却应该寻找一种使家庭和谐稳定的

新的有效途径。笔者认为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基

层组织的作用，建立起如何能使家庭美满幸福的基

本知识的普及与培训机构，使更多的夫妻更懂得如

何经营家庭。

（四）重视礼仪规范，以知行结合、德法结合为社会

主义伦理的有效实现手段，使社会伦理体系的构建

有一个稳固的落脚点

儒家礼学成功的关键在于知行结合。接近于

繁琐的生活细节规范使封建礼义得到成功推行。

我国从打倒孔家店开始，很多礼仪被视为封建残余

一并丢弃，旧的被破除，而新的未能建立，以至于道

德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说教。即使制定了礼仪规范

也没有真正被人们实行，这就使伦理道德作用大打

折扣。因此，我国伦理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

吸收中西方伦理规范体系中合理成分，结合当前国

情构筑一套符合当代需要的礼仪规范，让人们知道

做什么，如何做。笔者认为道德建设应该借鉴儒家

礼学从小孩抓起，在前面强化家庭伦理的基础上，

发挥幼儿院和小学等教育机构的作用，同时国家相

关部门强化监管，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将一些重要

的规范用法律加以强化。通过制度建设，教育执行

和执行监管保证社会主义伦理落到实处。

总之，儒家礼学从核心到原则规范到实现手段

是层层跟进彼此联系的一个有着严密逻辑结构的

系统，它对封建社会伦理体系的成功构建其到了重

要作用。我国目前也处于社会伦理体系的探索和

构建时期，我们应该在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礼

文化中充分吸取养料，构筑起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

切实可行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伦理规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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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Moral Judgment in Pursuing Personal Interests

XIANG Lin
（Political Science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The moral evaluation of personal interests pursuit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 in building moral system.
On the one hand，we have to choose persuasive evaluation criteria. 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aluation object——personal interests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social interests. Under
these two premises，through anglicizing“Simple pattern”and“Complex pattern”of personal interests，we can have a
correct moral judgement and appreciation.

Key words: Moral Ultimate Standard；Personal Interests；Interests of No Profit Group；Interests of Related
Benefit Group；Interests of Damage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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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System from the Confucian Ritual

LI Yan
（Political Colleg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Ritual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Confucianism. It takes“benevolence”as the core，“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five principles”as the basic principle，the natural emotion and family ethical as the base，combination of
knowing and doing as the mean. All of this helps to build up a huge ethical norm system. It not only makes people
identify and practice the feudal ethics，but als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order of feudal society. Although ritual
eventually becomes the tool of feudal society，it's very success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eudal ethics. What's more，
ritual has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system.

Key words: Confucianism；Ritual；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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