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谚语云：“不学礼无

以立。”礼作为一个人为人处世最基本的东西，能起

到内以修己、外以安人的作用，它是维系一个家庭、

家族、民族乃至国家稳定的重要精神纽带。但随着

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大力发展，以及“西学东进”的强

势影响，我国“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国人对于礼仪

文化的认识却渐趋淡漠。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古圣

先贤们所推崇的‘繁文缛节’与高效的市场经济的运

作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是过时的‘古董文化’”[1]5。中

国这个“曾经的‘礼仪之邦’，而如今传统礼仪几乎

荡然无存，礼教被彻底否定，失礼行为触目皆是”[2]76。

面对上述局面，有专家学者提出了“重建礼仪之邦”

之说，认为有必要“以此唤起一种自觉的意识，陶铸

一种自觉的行为；……来引导当代‘礼仪文化’的健

康发展，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3]。那么，可以通

过哪些途径来引导当代礼仪文化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

内蕴。谚语作为汉民族世代相传的语言形式之一，

自然就负荷着汉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我们

认为通过解读、传播汉语谚语是一个引导当代礼仪

文化健康发展的有益途径。首先，汉语谚语全方位

多角度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文化，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规范着人民群众的礼仪意识和礼仪行

为；其次，汉语谚语植根于民间，语言质朴、形式凝

练、声调和谐、易于民众的接受和传播；最后，谚语

等“大量民俗及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正在加速地退

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成为文化标本，失去了本

身具有的文化意义”[4]，而“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

是人类不可弥补的损失：人类因之永久失去一种不

可复得的语言样品，永久失去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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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永久失去一些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5]。正因

如此，我们不能听任礼仪文化的缺失、道德伦理的

失范以及汉语谚语的退位，而可以通过重新解读谚

语来透析其中包含的传统礼仪文化内涵。这样做

既有助于保护谚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形式，

使其继续发挥其璀璨的光芒，为更多的华夏子孙所

了解，并为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些

借鉴；又有助于推动当今社会精神文化的和谐发

展，进一步地协调、稳定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秩序，

营造出中国“礼仪之邦”的新风貌，从而提高国家软

实力。

一、从谚语透视礼仪文化核心内涵——敬人
与谦己

谚语常说“人将礼乐为先，树将花果为圆”。由

此可知，汉民族历来就重礼、守礼、讲礼，著名史学

家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之心就是‘礼’。”“它是整

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

的特殊性。”“礼”是社会习俗行为的准则、社会道德

风气的标准。正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所说：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但

有人却认为传统礼仪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过

时的“古董文化”。这种观点无疑带有片面性。诚

然，传统礼仪文化产生于阶级社会，它不可避免地

带有了封建阶级愚忠迷信的成分，如君权至上、贵

贱有别等消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礼仪文

化中也含有礼敬老人、尊人谦己等积极因素。凡事

利弊共存，当代人不能固守传统礼仪文化的一切，

但也不能摈弃一切的传统礼仪文化，应当以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待汉语谚语中传统的礼仪文

化。我们认为，传统礼仪文化中值得当代人学习的

精华内涵主要是：“敬人”与“谦己”。

常言道：“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有先“敬人”，

才能“被人敬”。“敬人”的同时就是“谦己”。“敬人”

与“谦己”体现了中国人对他人与自我的不同要求，

反映出汉民族对个人文明素养的追求，其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实现中国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因为“人

的‘尊严’是人格的支柱，只有人格尊严的觉醒，才

能使人意识到自己与动物的区别，从而使人更具人

性，才能把现存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转化为能持

久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6]在人际交往中，“敬人”

与“谦己”相辅相成，形成了传统礼仪文化的精华内

涵。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礼待人

“以礼待人”的处事原则自古有之。如《诗经·

鄘风·相鼠》里就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

仪，不死何为？……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

礼，胡不遄死？”接连的反问强有力地指出一个人如

果不懂“仪”和“礼”，就不配在人世间活着，强调了

“仪”与“礼”的重要性。正所谓“一道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

人皆为社会集体中的一分子，如能发自内心真诚地

“以礼待人”，必将产生良好的交际效果，集结丰富

的人脉资源。众人皆知“赵钱孙李虽强，还要拜周

吴郑王”、“在家让客三圈椅，出外方知少主人”、“在

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些谚语告诉人们在待客

礼节上要讲究礼数的周全，因为“人熟礼不熟”、“人

恶礼不恶”、“礼衰则客去”、“礼多人不怪”。在追求

待客礼数周全的同时，汉民族依循“人到礼到”、“礼

尚往来”的惯例，因为“人情一把锯，你一来，他一

去”，所以常常是“一礼还一拜”。其实，在这“你敬

人一尺，人敬你一丈”的背后就是追求人与人之间

和平共处的社交局面，从而达到“和气生百福”的共

同目的。

（二）尊人卑己

《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

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礼，则不

骄不淫；贫贱而知礼，则志不慑。”“自卑而尊人”中

的“卑”与“尊”是相对而言，指与人相处时，把自己

摆在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将对方放在一个相对

重要的位置，目的就是给予对方充分的尊重, 同时

得到对方的善意与尊重。正所谓“原谅别人，就是

善待自己，恭敬别人，就是庄严自己”。

“尊人卑己”的表现方式有很多，既有行为上的

（如座次的排列等），也有言语上的（如谦语“鄙人”

和敬语“您”等），当然含有“尊人卑己”的谚语也不

少。就拿湘南谚语“小鸡重贵客”、“酒水米饭任客

吃”来说，这两句谚语体现出了湘南人对“尊人卑

己”的诠释——“宁愿亏待自己，也要厚待客人”。

旧时，地处丘陵地带的湘南人在饥荒之年常以红薯

充饥，往往是“红薯半年粮”。可无论粮食如何短

缺，纯朴的湘南人也是“宁可节省自己，不可怠慢客

人”，往往倾其家中所有：“酒水米饭”任客吃，“杀了

小鸡”待贵客。而与之鲜明对比的则是：主人家的

碗里只有红薯与清汤。这样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因

卑以达尊”的交际目的。

（三）尊老敬老

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尊老敬老”是

传统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现代科技

的突飞猛进，“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却逐渐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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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已缺少应有的敬畏心。家中孩子不再敬畏

家长，校内学生不再敬畏老师，社会上后辈不再敬

畏前辈，人们已经“无法无天”了。古谚言：“头上三

尺有神灵”，告诫人应常怀敬畏之心，敬畏自然、敬

畏师长、敬畏长辈。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

正确看待老人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非常复杂的问

题。这里的“老”一是指父母；二是指其他老年人。

我们知道，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随着年纪的增长在逐

渐衰减，他们的思想观念、心态情趣与社会主流会

有所差异。有的人因嫌弃父母的年老多病，而抱怨

父母成为自己的包袱，对父母常常恶语相向甚至遗

弃。但是“家家有老人，人人有老时；我今不敬老，

老了谁敬我？”世间“人情莫亲于父子”，“他养你小，

你养他老”是子孙们义不容辞的义务。“人非禽兽，

孰能无情”？人们世代遵循着“人生百行，孝悌为

先”，“不孝漫烧千束纸，亏心空爇万炉香”。要知道

“金钱难买亲骨肉”、“不是黄泥不拦路，不是亲肉不

巴骨”。有的人看不起老年人，认为他们已老朽，对

社会已没有价值。但有时候“三斤子姜，当不得一

斤老姜”、“量米要老斗，做事靠老手”。相比其他年

龄阶段的人，老人们也拥有自身特有的优势，“老马

识路数，老人通世故”、“老人不讲古，后生会失谱”、

“老牛肉有嚼头，老人人有听头”、“老姜辣味大，老

人经验多”。人们“若要好，问三老”、“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因为“树老皱皮多，人老经验多”，

“而青年人所缺少的正是经验，取得经验则需较长

的时间”[7]。老人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将会让年青人

少走弯路、多干正事、多出成绩。而现代人对老人

“智慧”的忽略正是无知狂傲的表现。老人们通过

岁月历练出来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使得

“家有一老，如同捡到宝”、“家有一老，黄金活宝”。

我们认为：老人们既是一个家庭的“宝”，也是一个

社会的“宝”，老人的健康不仅是一个“小家”的幸

福，更是社会“大家”的幸福。

二、从谚语透视礼仪文化的社会功用——和
谐与复兴

古谚云：“礼之用，和为贵”，“礼”的根本功用在

于“和”，即“和谐”。“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礼仪文

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哲

学。无论“敬人”或“谦己”，都是希望能追求“和”。

因为“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从家

庭内部关系的处理到与人交往、合作的外部关系的

处理无不以“和谐”为准则。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构

建和谐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关系

的融洽与和谐，就是社会成员间要彼此尊重、互相

包容与互爱互助，以最终实现社会的“和合”[1]6。而

要实现社会的“和合”，最好的途径应当是“德治”加

“法治”，双管并下。《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由于“礼”及“礼仪”所具有的追求和谐和秩

序的价值内涵并凸显出其对治国安邦的特殊作用，

历代当政者、思想者和教育家都把礼仪教育作为道

德教育的基础加以重视[2]74。谚语说：“但存夫子三

分礼，不犯萧何六尺条”，对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

中国人而言，懂礼之人不会轻易去触犯法律。“礼”

能使民众产生羞耻之心，从而自觉遵守社会的规章

制度，不断提升自身道德修养，使社会呈现出长治

久安的和谐状态。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传

统礼仪文化受到了不公正的过度地抨击，尤其以

“文革”为甚，“打倒吃人的礼教”，“克己复礼就是复

辟万恶的奴隶制”之类几乎成为举国上下的“共

识”[8]。有人认为礼学的研究是纯学术的，对现实社

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是过了时的老古董[9]。于是，

我们既抛弃了“礼”的层面，又废除了“仪”的层面，

内心和行为上都很欠缺，于是行为失范和道德水准

下降，成为新的社会病[10]。传统礼仪文化已不再引

人关注，却任凭西方文化长驱直入。老人们常说

“开门揖盗太麻痹，引狼入室遭祸秧”、“请神容易送

神难”，这两则民间谚语用通俗的语言道出了丧失

传统礼仪约束的严重后果：任何事情如果疏于防范

就必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国一旦放任西方

文化对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就必将使中国的

传统礼文化出现异化或者断层，既影响年轻一代的

价值观和道德信仰，也将削弱汉民族精神文化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

当然，新时期的中国人也应辩证地对待传统礼

仪文化，谨防传统礼仪文化中的不良内涵在现实生

活中的留存和蔓延，从而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社

会政治生活中，就有人念念不忘“君教臣死，臣不死

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男人是一层天”（旧

指丈夫是妻子头上的天，妻子必须事事顺从丈夫，

不能违抗）之说，不断强调贵贱有别、男尊女卑的等

级观念。而这些从封建宗法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

衍生出来的糟粕内涵自然不合时宜，它根本“就不

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有的只

是对权力膜拜的官本位意识和惟命是从的绝对服

从意识”[11]。显而易见，传统礼仪文化中的一些糟

粕内涵与当今社会追求的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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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驰，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拦路

虎和绊脚石。因此，新时期的中国人面对传统礼仪

文化应采取扬弃的做法，发扬其先进、开明的一面，

摒弃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从而不断加强汉民族的

文化力量。

常言道：“凤爱碧梧鱼爱河，炎黄子孙爱中国”、

“没有皮，毛难生；没有国，家难存”、“河再长有源，

山再高离不开地面”，这些谚语都道出同一个真谛：

“民族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本”。“礼”对于巩固家族、

民族的团结、维系国家、社会的稳定有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化力量越弱，这个民族

的凝聚力就会越弱。若民族文化一旦消解，则民族

将走向消亡……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

《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

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必须扶

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

驱。”韩国有学者提出“文化领土论”的观点，认为在

未来的世纪里，传统意义上的国界在实际上将不复

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按照文化影响划分的领土。文

化影响有多大，实际领土就有多大[12]。

“前人不说古，后人冇得谱”，伴随着寻根意识

的觉醒，我们日益认识到“母语资源承载着民族的

思维脉络，体现着民族的思维逻辑和精神特征，折

射着民族的文化精神”[13]。

谚语作为礼仪文化载体之一，作为母语资源中

的一部分，用它短小凝炼、富有生活气息的形式传

承着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民族追求的传统礼仪文

化。正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

浪”一样，历史长河中的礼仪文化虽有糟粕的存

在，但其精华历经岁月洗刷仍是“时代的镜子”，其

合理内核仍能净化心灵、提升修养、和谐社会，我

们应“择其善者而从之”，以健康的心态去发扬和

传承传统的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载体。《国家“十

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文化是

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礼仪文化作为

精神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民族凝

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

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如近年兴

起的“国学热”在较大意义上就是对“礼”的呼唤与

回归。

“保家卫国，人人有责”，传承汉民族礼仪文化

的精神内涵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应尽的责任。因为

“礼”本是文明对野蛮的超越，“礼”就是让人有敬畏

心、有秩序、有规范。“‘礼’的过程本身具有至高无

上的作用，正是‘礼’本身直接塑造、培育着人，人们

在‘礼’中使自己自觉脱离动物界。所以，似乎是规

范日常生活的‘礼’，却具有神圣的意义和崇高的位

置。”[14]“隔山不隔水，隔水不隔心”，华夏民族传统礼

仪文化中的精髓不应因时代变迁而消失，不应因科

技进步而削弱。作为炎黄子孙，应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保持、继承、传播并发扬我国极富特色的母语

资源，通过传承礼仪文化的精髓去有效增强全球华

人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从而大幅度提升国家语言文

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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