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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礼”的社会建构

高和荣,范玉显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　“礼”是构成传统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前提与纽带,具有规范性、差异性、公

平性以及有序性等特征,成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须臾不可分离之物.它把人教化成社会

的人并结成家庭宗族、群体组织乃至民族国家,从而形成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差序格局

式的社会规范及制度体系,推动着社会治理与社会变迁.借鉴“礼”的思想,就是要树立差异

性公平的社会建设理念,切实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实现身心、人我、天人之间的和谐,采取

多元整合的社会建设策略以及循序渐进的社会建设路径,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与蓝图

设计、规范体系与整合手段的有机统一,扎实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实践,为形成中国社

会学话语体系提供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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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经常与“仁”一起使用.“仁”注重内心修养,而“礼”侧重外在规

制,“没有仁,礼就徒具形式;没有礼,仁就无所依托.”[１]同时,“礼”还具有形式与内容、思想与行动相

统一的特性,构成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纽带,这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

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礼”的社会性内涵

　　“礼”是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的反映及规定,是人独立于动物界所特有的规定性.人类可以没有

民族、国家,但绝对不能没有“礼”,否则就无法组成相互依存的社会.按照荀子的理解,“礼”涉及“养”
和“别”两个方面[２]３４６Ｇ３４９.“养”就是要养人的口、鼻、目、耳、体,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做到“养人之欲,给
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２]３４６.更为重要的是,“礼”还可以养信、养
威、养安、养生、养财、养情,成为人克服私己,维护社会运转的手段;“别”就是要求人们的生活与行为

符合其身份和地位,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亲疏远近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结构,做到“贵贱有

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２]３４７,天地万物、人间万事运行不悖、顺畅有序.即便像二程、朱
熹等进行的由礼入理、以理释礼、理一分殊探析,及至清朝学者的以礼代理之争,“礼”的基本内涵始终

如一.总的来讲,“礼”具有四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
第一,规范性.“礼”是一种规范准则.无论是对人的治情节欲,还是行为规范、礼节仪式,无一不

体现礼的规范性,因此,“礼”经常成为一种社会评判标准.荀子说:“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

丈检式也”[２]１４５Ｇ１４６,就是说礼制是君主为臣子制定的治人的法度.«春秋»中到处可见“礼也”、“有礼”
与“非礼也”的判断.当然,“礼”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不仅能够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体现在它

对人们的心理调节方面.“礼”的规范性集中表现在制度、仪式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与“乐”
经常并用构筑起一整套社会规范,形成“家国一体”的制度体系.«尚书大传»和«礼记明堂位»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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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周公“制礼作乐”以规范人们行动一事.按照杨朝明的看法,周公制的“礼”包括礼义、礼仪、礼节、
礼俗及刑法等层面[３],以规范人们的行动.“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
礼之大体也.”[４]１６２０这是说“礼”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社会制度.“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

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４]１４００这里讲的就

是“礼”实际上已成为约束人情、节制人欲的社会规范,通过社会规范性的“礼”,人们在整个社会层面

上实现了整合.
第二,差异性.“礼”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荀子致士篇»就认为“礼”是

维系君臣地位差异的“节之准也”[２]２６２,«左传庄公十八年»也提到“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

数”[５]２５９,朱熹曾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６]５１“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

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６]１其次,“礼”的差异性

表现为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序,要求对不同对象要施行不同的“礼”,做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
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以便将差异化的个体整合为社会整体,使各层级、各群体之间形成相互

依存的共生互惠关系,逐渐形塑出那种以“石头扔到水里产生的波纹为中心”的分层化社会结构.最

后,它表现为社会运行的差别.“礼”的差异性既是社会运行的原则,又是社会运行的结果,要因人因

事、因时因地、因情因实而宜,做到“称”其名、“称”其数.孔子就说过“礼不同、不丰、不杀”[４]７３２,“先王

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４]７３４Ｇ７３５通过这种差异性的“礼”塑造出“小康”、“大同”以及

“大顺”等三种礼乐有序的社会形态[４]６５６Ｇ６６１,７１１.
第三,公平性.“礼”的公平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的公平,而是那种因人而异、按礼分配、“各得其

分”的差异性公平.它规定了不同层级的人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社会规范,不同层级的人

获得与其身份及地位相称的生活资料及消费资料,这就是“礼”所定的“名分”.因此,这样的公平自然

就是一种相对的公平,体现为“礼”的相对性,是一种“上下相安”、差序关系的公平.不同人有不同的

“礼”,有不同的礼仪用度规定,做到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有相称、各得其所.孔子曾说“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７]２２１.朱熹认为这个“均”就是“各得其分”,这个“安”实际上就是“上下相

安”.[６]１７０这与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异曲同工.各得其分则各得其所,则上下相安无事

而天下咸宁,整个社会就会达到一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公平状态.
第四,有序性.有序是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理想性追求,实现社会的有序首先要求社会规范及社会

制度的恒常.«礼记曲礼上»提到,包括道德仁义、教训正俗、分争辨讼、定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宦学

事师、班朝治军、涖官行法、祷祠祭祀、供给鬼神等[４]１４,都是缺礼不成、无礼不行的;“礼者,天地之序

也”[４]１０９０,不依“礼”行事必定导致社会的混乱与失序乃至民族国家的消亡.不仅如此,“礼”的有序性

还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礼”是针对“礼崩乐坏”局面而被孔子所提倡的,重建社会秩序就成了

“礼”的重要使命.在这种情形下,“礼”、“乐”并用也就成为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手段.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４]１３“民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

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４]１３７３同

时,“礼”的有序性也体现为社会治理的永续性.“礼”不是某个社会阶段特有的行为规范,而是永恒存

在的.即便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也不是说“礼”“乐”本身不存在了,只是说“礼”受到了损坏,“礼”的
规范社会运行功能有所减损,所以他提出要“失求诸野”、“克己复礼”以实现“仁”,促进社会的永续

发展.
“礼”的上述四种特性相互关联.其中,规范性是因人而异的差异性,只有各得其分的规范才是公

平的;公平性是有序性的必要条件,社会秩序则随时而化、因时而变,从而生产生生不息的社会.

　　二、“礼”对社会的建构

　　“礼”作为一种思想不仅存在于典籍中,而且深深地扎根于日常生活,成为人们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须臾不可离之物,它既中和个人身心情欲,又教化社会及传承文化;既规范人际交往与社会互动,
又促进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既注重秩序与礼制,又强调进步及礼治.成为社会治理与社会运行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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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而构造出具有“礼”的特性的社会结构.
第一,“礼”将人教化成社会的人.“礼”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要学习的内容,是人安身立命时需

要学习的知识和规范,甚至成为法律、律令的总纲,由此成为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礼记祭统»云:
“凡治之人道,莫急于礼”[４]１３４５,“礼者人之规范,守礼所以立身也”[８].“«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

也,故学至乎«礼»而至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２]１２.“礼”也是社会教化的手段.“六经”与“六艺”
中都有如何施礼的介绍,如“祭礼”要对祖先歌功颂德并体现出慎终追远的情感,“婚礼”表达生殖崇

拜、人口繁衍与社会延续的重要意义,“冠礼”则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等不同人群区别开来.不仅如

此,“礼”调节个人的情感、情绪与欲望.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认为,人的七情六欲必须要借

助于“礼”加以整治,否则就会影响身体健康及道德品性.“发乎情,止于礼义”[９],有“礼”才可以使

“情”得到合理的宣泄及必要的规制.«礼记曲礼上»说“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

极礼从宜,使从俗”[４]８Ｇ１１.可见“敖”、“欲”、“志”、“乐”均需有度,而“礼”则能够治情节欲,让人保

持情绪与心态的中正平和,使人摆脱动物本性,让人变为社会的人.另外,“礼”还强化了人际交往与

社会互动,促进人际关系和谐.«论语学而»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７]１０,荀子说得非常明确:“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
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故文饰、声乐、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其立哭泣哀戚

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２]３６３Ｇ３６４通过生活常识、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等三种途径,“礼”将
自然的人教化为“使人成为人”的那种社会的人.

第二,构造出特定的社会群体与组织.传统社会通过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礼仪及活动建立起各

种各样的“群”,如家庭、宗族、行会等组织.比如,“礼”规定了家庭中夫妻、父子之间的伦理及社会关

系,成为维系家庭这一社会组织的文化纽带,让家庭组织得以稳固地延续下去.«周易»说:“有天地然

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

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１０]这就是说,家庭中的男女、夫妇关系是人类第一位的社会关

系,男女合婚标示着家族联姻,有了夫妇关系才能演化出其他各种人际关系.与家庭相关的另一个重

要的社会设置就是家族或宗族,它是通过血缘关系演绎而来的社会组织,使得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取

得一致并长盛不衰,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曾说过中国社会组织“以家族为单位,
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然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１１]对

君王而言,建立宫室前要先建立宗庙,“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

疏多少之数.”[４]１３００“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４]１３４４古人对宗庙、宗法的尊崇备至也是“礼”的表

现,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４]１３４５通过祭礼来表达孝顺恭敬之情、慎终追远之义,从而维护了宗法

体制,增强了血缘群体、社会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礼”还建构了政治组织.«周礼»对中央和地方

组织进行了详细描述,勾画出完整的组织体系,对后世政权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隋代“三省六

部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开元六典»、«开宝通礼»、«大明集礼»也是以«周礼»为
模型.由此可见,借助于“礼”更好地稳固家庭、凝聚宗族、规范社会组织、构筑政权组织,形成了完整

的社会架构.
第三,建立起完整的社会规范与制度体系.“礼”本身具有规范性,它内涵着一套道德规范、社会

制度体系,指导、约制和调节人的社会行为.其中,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对上至

国家法度、政治体制、外交礼仪,下至言行举止、饮食起居、婚丧礼仪等,都做了详尽而权威的记载和解

释.比如,«礼记»包括了用品、祭祀等方面的规定、程序及说明,«仪礼»就有冠、婚、丧、祭、乡、射、朝、
聘等规范,而«周礼»则记载了宗法、畿服、爵谥和礼乐等名物制度和礼节规定,涉及授田制、军制、分封

制、乡遂制、度量衡、货币制,涵盖了社会组织、商业、教育、祭祀、法律、风俗等领域[１２],以此规范人们

的行为.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７]１５７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认为

“礼”是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人不可逾礼而行或僭礼而为.在李觏看来,“礼”是“圣人之法

制”[１３],它构成施政、立教、治国、安民、修己、育人的准绳和根据[１４].不仅如此,“礼”还体现为政治和

文化制度,«左传»就讲“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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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姑慈、妇听,礼也.”[５]１４７９«左传»甚至用“礼”还是“非礼”作为事物得失、国家兴亡的评判标准.«周
礼地官司徒»提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１５]２２３«国语楚语»也说

“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古之制也”[１６],“礼”成了区分文明与野蛮、华夏与蛮夷的

标准.
第四,建构了差序的社会结构体系.一方面,“礼”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社会身份,不同的

人遵循不同的“礼”数,每个人都被要求定位好自己的位置与角色,由此形成“群”“己”之分.比如,男
女成年时要举行“冠礼”“笄礼”,这不仅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界分仪式,而且是男女能否婚嫁的年龄

界分,标志着人的社会地位、身份与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礼”促进了社会分工.从横向上看,«周
礼»规定,天官主管宫廷(治官),地官主管民政(教官),春官主管宗族(礼官),夏官主管军事(政官),秋
官主管刑罚(刑官),冬官主管营造与职业分工,这“六官”各司其职、共同管理社会事务,让人们各得其

分[１５]１０５５Ｇ１０６３;从纵向上看,“礼”维护了稳固的纵向结构,不同阶层、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军事、文化、
生活等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使得“名分”、“礼制”、“器物”、“礼仪”等各有其俗、各有其礼.比如,逸礼

«王度记»就对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都做出了规定,“天子驾六,诸侯驾

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１７],«礼记王制»也对公、侯、伯、子、男等五种爵位在吃穿住用、行
走坐卧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形成了尊卑有序的社会分层图景.同时,“礼”保证了社会流动.无论是横

向的还是纵向的社会分层,都包含着社会流动.某种程度上讲,“礼”是社会变迁的动力,阶层名分是

否合理、阶层流动是否顺畅由“礼”来维系和决定,它对阶层流动起着促进或阻滞作用.
第五,“礼”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首先,“复礼”是解决“礼崩乐坏”的最好办法,是社会治乱的

调节器,国家有“礼”则治、无“礼”则乱,人没有“礼”就像禽兽,不仅手足无措、是己非人,而且交相非、
互争利,导致天下大乱.«墨子»说过:“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

礼,是以天下乱焉.”[１８].于是,“礼”就可以成为君王治理国家的手段,“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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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５.其次,“礼”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因为“礼”所处的社会环境以

及人事地时等时空条件在不断地变动.“礼贵随时,事须沿革”[２０]７４７,“虽古今异时,文质异礼,而右礼

之情,与问礼之本者,莫不通其变,酌而行之.”[２０]８５６再次,“礼”不仅被作为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而且

还作为祖宗成法或祖制留存后世的内容,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依据.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公羊三

世说”、“小康论”还是“大同论”以至“天下为公论”等,“礼”都蕴含在其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礼”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和启示

　　坚持融会贯通,善于从古今中外汲取资源是历代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礼”是维系传统社会运

行的重要范畴,古人以“礼”为纽带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铸造出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和特有的人文特质,奠定了各族人民行为规范的基础,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今天的

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第一,树立差异性公平的社会建设理念.“礼”所蕴含的“差异化公平”思想与孟子的“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涵义相通,是一种“各得其分”、“各得其所”、“各司其职”的公平观,这对于贫富悬殊较为明

显的当代中国开展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要求我们承认各个群体的力量有大小,各阶层

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各民族的生活习惯有所差异,针对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治理手段与建设方

略,以便最大限度地得到人们的认同.另一方面,承认“礼”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它拒斥“公平”和“均
等”,二者统一于它所规定的“名分”,坚守中庸避免过犹不及.对过剩者而言“礼”的公平性要求“锄
强”、“平抑”,对匮乏者来说它要求“扶弱”、“补足”,以便实现有差别的统一与均等.通过树立差异化

公平建设理念,最大限度地整合起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发展水平以及承担着不同发展任务的地区,推
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共生.

第二,规范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性是“礼”的有序性基础,有序性成为“礼”的规范性目标,两者形

成一种动态稳定的社会秩序.“礼”的这一特性要求我们制定各项完备的制度,让社会成员能够自觉

２３１



第１期 高和荣 等:论“礼”的社会建构 　

地“循礼而行”,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同时,“礼”的规范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制度设置,它总会随着

情况的变动“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形成恪守规制与相时而动相统一的社会规范,而不是虚幻地建

构并死守一个固定的社会规范与社会准则.同时,“礼”是社会矛盾冲突最好的协调方式.“礼”注重

天人合一与家国同构,注重差序格局与修齐治平,“礼”调整了身心、人我、天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实现

了天人和谐,中国传统中各种礼仪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成为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世界上从来

还没有哪个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２１].
第三,采取多元整合的社会建设策略.多元整合与中庸调和相统一是“礼”在社会建设中的策略

选择.传统文化的“礼”充盈在天地之间、社会及人性之中,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造就了人和社会本

身.社会运行顺畅,“礼”就能塑造出引领时代的文化精神;一旦运行乖舛,“礼”则会败坏人文道德.
这就要求我们在个人修行上注重礼德并行,社会治理上礼法并用,社会制度上礼乐并举,实现柔与刚、
内与外、己与群,养与节、分与和,身与家、家和国的统一,从而既保留自身本性又成就对方、既实现自

身和谐又造就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在策略上要坚持中庸调和,抛弃那种非此即彼、要么全盘否定要么

照搬照抄的社会建设策略,充分发掘古礼文化、礼乐文化的积极功能,积聚“礼”的正能量,做到古为今

用、趋利避害.
第四,选择循序渐进的社会建设路径.全面认识“礼”的思想及其社会实践功效,并不是要让今日

社会回到那种德化天下、隆礼重法的“先秦时代”,而是要从中汲取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社会治理思想,
回应当前社会建设的难题,描绘出社会建设的理想蓝图,探索切实可行的社会建设指标及其评估体

系,形成明确预期的社会建设目标,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治世Ｇ衰世Ｇ乱世”的歪路,更不走

改旗易帜的邪路,目标实现过程要循序渐进,努力塑造良性运行机制和合理的社会结构体系,扎实推

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全面建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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