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讲 

社交礼仪概述

礼仪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内在精神文明素养的展现。礼

仪作为律己、敬人的行为规范，让我们的社会生活更有秩序、人际关系更加和

谐。学习礼仪是提高个人素质和单位形象的必要条件，也是安身立命之本。

不学礼，无以立。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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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礼仪的起源和发展

在社会发展中，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须建立起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礼仪就是

为了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人们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

为人类文明的产物，礼仪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地发生变化。总体来看，人们追求真善美

的愿望是一致的，其基本礼仪已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

相异，世界各国各民族有着各自独特的礼仪规范。

1.1.1 中国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自古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中华民族的礼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

到高级、从零散到完备的逐步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华礼仪在周朝以前是以祭祀的形式

存在。到了公元前 700 年左右，才形成一整套完整礼仪制度，即大家熟知的“周礼”。

中华礼仪在其传承沿袭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革，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礼仪的萌芽时期（公元前 5万年—公元前 22世纪）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愚昧无知，人们面对天灾束手无策，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

举行祭祀活动企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为祈祷而举行的仪式是古代礼仪的萌芽，正所

谓“礼立于敬而源于祭”。原始社会所形成的礼仪简单，不具有阶级性。中国礼仪最早

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经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期，距今约 1.8 万年前，生活在北京周

口店的山顶洞人，用穿孔的兽齿和石珠作为装饰品来打扮自己，在去世的族人身旁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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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礼仪。在半

坡遗址中，发现了生活在距今约 5000 年前的半坡村人的公共墓地，墓地中坑位排列有

序，死者的身份也有所区别，有戴殉葬品的仰身葬，也有无殉葬品的俯身葬等。仰韶

文化时期的其他遗址表明，当时形成了区别尊卑等级、男女有别的礼制——长辈坐上

席、晚辈坐下席，男子坐左边、女子坐右边。此外，还有婚嫁礼仪、祭典仪式及日常

交往礼节。

2. 礼仪的形成时期（公元前 21世纪—公元前 771 年）

随着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生产产品出现了剩余，并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原始社会解体，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原始的宗教礼仪发展成符合

奴隶社会政治需要的礼制，礼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这个阶段，中国第一次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国家礼仪与制度。

许多基本礼仪在商末周初已基本形成，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经》和在周朝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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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的《诗经》，是记载礼仪内容的代表作。周朝对礼仪颇多建树，确立尊老爱幼等

礼仪，相见礼和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也成为定

式。在西周，贵族佩戴成组饰玉成为风气，青铜礼器成为个人身份的象征。西周的礼

乐制度将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情操等统统纳入一个尊卑有序的模式中。西周礼是用

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的典章制度，而西周乐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

宫、商、角、徵、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磬、钟、柷。按

礼，天子的舞用“八佾”（“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天子祭

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如果卿大夫这样“僭

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主要用来

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

《周礼》又名《周官》，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

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

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周礼》是一部通

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现存 5 篇，第 6 篇用《考工记》弥补，详细介绍了六

类官名及其职权。六官分别称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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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吉礼、凶礼、宾礼、

军礼和嘉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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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周礼》拓本

3. 礼仪的发展、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末期，诸侯纷起争霸，周王朝岌岌可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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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在此期间，以孔子、孟子、

荀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对礼仪的起源、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一次全面而深

刻地论述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划分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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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把“礼”看成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基础。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质

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倡导“仁者爱人”，相互关心，彼此

尊重，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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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礼》《礼记》合称“三礼”，

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礼仪著作。这三本著作是汉代以后的 2000 多年历史中制定

礼仪制度的模本。

孟子把“礼”看作人的善性的发端之一，将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王

道”“仁政”学说和“民贵君轻”学说，主张“以德服人”“舍身而取义”。

荀子主张“隆礼”“重法”，提倡礼法并重。“礼者，人道之极也。”他把“礼”作

为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看作做人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理想。“礼”既是目标、理想，又

是行为过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只有尊崇礼，且法制完

备，国家才能安宁。

西周春秋时期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

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

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

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

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

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

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礼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

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与族权。

4. 礼仪的强化时期（公元前 221—公元 1911 年）

在我国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特征。不过这个时期的礼仪文化始终是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主要工具，大致分为

涉及国家政治的礼制和家庭伦理两类，其核心思想是尊君抑臣、尊夫抑妇、尊父抑子、

尊神抑人。这一时期的礼仪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主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封建

社会的礼仪妨碍人类个性自由发展，阻挠人类平等交往，成为禁锢思想自由的精神 
枷锁。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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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余年封建体制的 
基础。

西汉初期，叔孙通协助汉高祖刘邦制定了朝礼之仪，突出发展了礼的仪式和礼节。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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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儒家礼仪具体概括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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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讲述古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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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曲礼》；有谈论古代饮食、居住进化概况的《礼运》；有记录家庭礼仪的《内则》；

有记载服饰制度的《玉澡》；有论述师生关系的《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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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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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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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和

朱熹为其主要代表。“二程”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间。”“礼即

是理也。”朱熹进一步指出：“仁莫大于父子，义莫以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

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间。”朱熹的论述使“二程”的“天理”说更加严密、

精致。这个时期家庭礼仪研究硕果累累，以司马光的《四书集注》和朱熹的《朱子家礼》

最为著名。

明代时，交友之礼更加完善，而忠、孝、节、义等礼仪则日趋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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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政治腐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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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近现代礼仪的发展（1912—1978 年）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华民国政府破旧立新，主张用民权代替军权，

用自由、平等取代宗法等级制度；普及教育，废除祭孔读经；改易陋俗，剪辫子、禁

缠足等，从而正式拉开了现代礼仪的序幕。符合时代要求的传统礼仪被继承、完善和

流传，那些繁文缛节逐渐被抛弃。同时，国际上通用的礼仪形式开始被民众所接受，

像握手礼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普及于民间。

新中国成立后，摒弃了昔日束缚人们的神权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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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信义、

以诚相待、尊老爱幼、先人后己、礼尚往来等良好的传统礼仪则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6. 当代礼仪的发展（1978 年至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日趋频繁。西方一些礼

仪传入我国，同我们的传统礼仪相结合，构成了社会主义礼仪的基本框架。随着社会

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多，礼仪的内容、形式都在不断变革，现代礼仪

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1981 年 2 月 25 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 
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

1996 年 10 月 10 日，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开办市民学校，学习礼仪知识，推

行文明礼貌用语，积极树立行业新风，开展“18 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制定市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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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200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倡导“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

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中做一个好成员；提倡在重要场所和重大活动中升国旗、唱国

歌、开展入队、入团、入党宣誓，成人仪式以及各种形式的重礼节、讲礼貌、告别不

文明言行等活动，引导公民增强礼仪、礼节、礼貌意识，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

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

我们认识到，在古代，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

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在近

现代，礼仪的范畴逐渐缩小，礼仪与政治体制、法律典章、行政区划、伦理道德等基

本分离。当代礼仪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去掉了繁文缛节、复杂琐碎的内容，

明确了当代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吸收了许多反映时代风貌、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新

形式，更加简明、实用、新颖、灵活。

1.1.2 西方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爱琴海地区和希腊是亚欧大陆西方古典文明的发源地。约从公元前 6000 年起，爱

琴海居民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此后，相继产生了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公元前 11
世纪，古希腊进入因《荷马史诗》而得名的荷马时代，在史诗中有关于礼仪的描述。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率先提出了“美德即是一种和谐与秩序”的观点。苏格拉底

认为，培植人的道德观念是哲学的目标之一。他不但教导人们要待人以礼，而且在生

活中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柏拉图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指出理想的四大道德目标为智

慧、勇敢、节制、公正。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类由于志趣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

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就会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

公元 1 世纪末至 5 世纪，是罗马帝国统治西欧时期。这个时期，教育理论家昆体

良指出，一个人的道德、礼仪教育应从幼儿期开始。诗人奥维德则告诫，青年朋友不

要贪杯，用餐不可狼吞虎咽。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开始进入封建化过程。中世纪欧洲以土地关

系为纽带，形成封建等级制，制定了严格而烦琐的贵族礼仪、宫廷礼仪等。诗集《埃

达》详尽地描述了当时用餐的规矩、嘉宾贵客居上座、举杯祝酒有讲究……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加斯梯良著作的《朝臣》，论述了从政的成功之道

和礼仪规范及其重要性；尼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礼貌》，着重论述了个人礼仪

和进餐礼仪等，提醒人们讲究道德、清洁卫生和外表美。思想家培根说：“一个人若有



8

社交礼仪

好的仪容，那对他的名声大有裨益，并且正如女王伊莎贝拉所说，那就‘好像一封永

久的推荐书一样’。”

17—18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随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确立和发展，资

本主义社会的礼仪逐渐取代封建社会的礼仪。这个时期的约翰 · 洛克编撰的《教育漫

话》，系统、深入地叙述了礼仪的地位、作用以及礼仪教育的意义和方法。1716 年，德

国学者腼南杰斯撰写出版礼仪专著《论接待权贵和女士的礼仪，兼论女士如何对男士

保持雍容态度》。英国政治家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在其名著《教子书》中指出：“世界最低

微、最贫穷的人都期待从一个绅士身上看到良好的教养，他们有此权利，因为他们在

本性上是和你相等的，并不因为教育和财富的缘故而比你低劣。同他们说话时，要非

常谦虚、温和，否则，他们会以为你骄傲而憎恨你。”

在现代社会，不少西方学者出版了有关礼仪的书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学者

埃尔西 · 伯奇 · 唐纳德编的《现代西方礼仪》、法国学者让 · 赛尔著的《西方礼节与习 
俗》、美国礼仪专家伊丽莎白 · 波斯特编的《西方礼仪集萃》、德国作家卡尔 · 斯莫卡尔

著的《请注意您的风度》以及美国教育家卡耐基编辑的“成功之路丛书”等。

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都强调，进行社会交往的行为要讲文明、懂礼貌。

可是，由于东西方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观念的不同，中西礼仪在实际操作

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我们尊称上了岁数的长者为“老先生”“老师傅”“老

大爷”“老奶奶”等，而在西方国家，用“老”字称呼上了岁数的人以表敬意，会适得

其反。因为西方人认为“老”意味着“精力不济，走下坡路”。在后面我们会专门介绍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独具特色的礼仪。

1.2 礼仪的概念和特征

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

礼仪是一个人的品行修养、文明素养和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也反映一个国家社会文

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体现的是对人对己的尊重。

1.2.1 礼仪的概念

礼的繁体字“禮”，左边代表神，右边是向神进贡的祭物。因此，汉代学者许慎

著《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早期礼仪是从祭祀起源，是原始社

会宗教信仰的产物，也是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我国，“礼仪”一词，最早

见于《诗经》。中国古代的“礼”和“仪”是不同的概念。“礼”是指表示敬意的仪式、

规则制度和社会意识观念；而“仪”则是指仪容仪表和法度标准。礼仪后来演绎为一

整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现代社会“礼仪”一词有了更加广泛的含义，是与人交往的

程序、方式以及实施交往行为时的外在表现方面的规范，其内容包括仪表仪态、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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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行礼仪式、行为规范、交往程序、礼宾次序、道德规范等。

仪表是指人的外表，如容貌、服饰、表情、姿态等。

礼貌是指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表示敬重、友好的行为规范。讲礼貌应做到彬

彬有礼、落落大方、诚恳和善。

礼节是指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待人接物的形式和规则。礼节是礼貌在语言、行为、

仪态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比如，见到长辈要问安行礼 ；得到帮助要说“谢谢”；与人告

别要挥手致意等。

仪式是指在一定场合举行的具有专门程序的活动，如开业典礼、迎送仪式等。

礼仪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是人际交往中约

定俗成的以示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是一种人际交往艺术或方式。从传播的角度来

看，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大致可分为政务礼仪、商务礼仪、服

务礼仪、社交礼仪、涉外礼仪五大分支。

1.2.2 礼仪的特征

礼仪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普遍认同性

礼仪无处不在，礼仪无时不在。受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礼仪文化。尽管如此，不少礼仪是全世界通用的，具有全

人类的共同性。例如，尊老爱幼、礼貌待客、礼尚往来、遵时守约等被人们广泛认同，

是世界通用的基本礼仪，全人类、各民族所共同遵循的礼仪准则。

2. 动态发展性

礼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动态发展的。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中，礼仪为人们逐渐

确立或约定俗成。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礼仪通常会长期沿袭，经久不衰。像尊老敬贤、

父慈子孝、礼尚往来等礼仪，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一代代传承下来，而强

调男权、君权等封建糟粕的礼仪则被抛弃。社会在不断进步，礼仪也在不断更新。随

着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各国各民族的礼仪文化相互渗透。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

华礼仪在保持传统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礼仪，发生了更文明、更简洁、更实

用的变化。例如，当代在正式社交场合下，人们遵循国际惯例，习惯穿西装出席，以

示尊重。

3. 行为规范性

礼仪是约定俗成的一种自尊、敬人的惯用形式，规定了人们在各种交际场合待人

接物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性是一种“通用语言”，约束着人们在交际场合

的言谈话语、行为举止，使之合乎成规，也是衡量他人、判断自己是否自律、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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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尺度。若是不遵守行为准则，另起炉灶，自搞一套，或是只遵守个人适应的部

分，而舍弃个人不适应的部分，都难以为交往对象所接受、所理解。

4. 显在差异性

礼仪的运用因时间、地点或对象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性首先表现为民族

差异性。不同民族的生活环境、历史背景造就了各民族礼仪各具特色、缤彩纷呈。各

民族的习俗礼仪都凝结着本民族、本地区人民的文化情结，人们严格遵循，苦心维护，

难以改变。比如同是见面礼，有的是握手，有的是拥抱，有的是亲面……其次表现为

个性差异。每个人因其地位、性别、资质等因素的不同，在使用同样的礼仪时会表现

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比如同是出席宴会，男士和女士仪表仪态、举止风格表现各异。

再次表现为时代差异性。礼仪总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体现着

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因而不同时代的礼仪存在差异。最后表现为等级差异性。不同

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士礼宾待遇是不同的。日常生活中，用长幼之分、男女之别来规

范每个人的受尊重程度；官方交往中，依据职务或社会地位的高低确定礼宾次序和礼

宾待遇，礼节上做到相互对等、礼尚往来。

1.3 礼仪的基本原则

礼仪主要起规范作用，规范则有标准的尺度，礼仪水平的高低，则反映出个体或

群体的修养和境界。礼仪原则可大致概括为尊重、自律、适度和真诚。

1.3.1 尊重原则

古人云：“敬人者，人恒敬之。”尊重是礼仪的核心，在社会交往中既要自尊又要尊

敬他人。自尊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做到自强不息，修养身心，才能赢得他

人的尊重。而尊敬他人就是要以礼相待，尊重他人的人格。在平等基础上达到双方交

往的目的，对任何交往对象都必须一视同仁，尊重彼此的习俗，遵循入乡随俗、入国

问禁的古训，切不可自恃清高，自以为是。在与人交往时，互尊互敬，互谦互让，使

用礼貌语言，遵循行为规范，才能保持和谐愉快的关系。

1.3.2 自律原则

礼仪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有着广泛的约束力。礼仪的实施靠

每个人自觉、自愿地遵守，规范自己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言行举止。不注意礼仪的人

会遭到公众的批评和谴责，处处碰壁；而注重礼仪之人会处处受人尊敬，一帆风顺。

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要知礼守礼，对照礼仪这面“镜子”严格要求自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