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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的理想国:礼记》过去是读书人必须要读的一部经书，《儒家的理想国:礼记》中除了许多礼意
的说明、礼事的记载外，还有更多有关正常生活必须知道的规矩，一般做人做事的原则，以及立身行
世的人格修养等宝贵的资料。这些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生活体验的累积，也是适合我们中国社会状
况和人文历史的文化遗产。时至今日，礼的形式当然会有很多改变，但是内涵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应
该具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儒家的理想国:礼记》利用平浅通俗的文字、趣味故事的转述，加上必要的分析说明，让人人都能从
《礼记》中重新体认这些宝贵的文化精华。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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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何（1932—2003），文学博士。曾任台湾师大国文系主任、国文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考试院
考试委员。著有《古礼今谈》、《春秋吉礼考辨》、《中国训诂学》、《春秋谷梁传传授源流考》、
《新释春秋谷梁传》、《十三经著述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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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孔子主持射礼 有一次，孔子在矍相地方的一块空地上主持射礼。当时四面来参观的人像城
墙一样厚，围得水泄不通。行过了乡饮酒礼之后，原先担任司正职务的人转任司马，准备马上要进行
射礼的时候，孔子命令担任司射的子路手里拿着弓箭走出来，邀请围观的群众来参观射礼。子路大声
宣布说： “凡是打过败仗的将军，自己国家已经灭亡的大夫，硬要过继给别人做后嗣以贪图别人家财
的人，不可以进来；其余的请进入场内。” 这一宣布之后，大约走掉了一半儿，进场的有一半人。孔
子又叫公罔之裘和序点举起酒杯，宣布规则。公罔之裘先举杯说： “有没有二三十岁左右，而能懂得
孝顺父母，敬爱兄弟的？有没有六七十岁以上，平时爱好礼义，不受时下风俗影响，能以品德修养，
终其一生的？如果有的话，请到这边的来宾席位上来。” 于是又走了一半儿，只有一半的人到来宾席
位上去。 接着序点又举杯，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有没有年纪轻轻的，而能爱好学习而从不厌倦，
爱好礼义而永远不改的？有没有年长的如八十、九十，甚至百岁的，素来奉行正道，从不胡作非为的
？如果有的话，再请上一步，到这边的贵宾席位上来。” 真正够资格的，已没有多少位了。 原文 孔
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
，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公罔之裘扬觯
而语曰：“幼壮孝弟，耄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
点又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有存者。”（《射义
》） 解说 古代有乡饮酒礼，大约在春、秋农事忙完了之后，由地方长官出面，集会本乡本区的人民
，聚在一起喝喝酒，叙叙家常，主要目的是在敦亲睦邻。但是由于在集会的时候，必须遵守尊卑长幼
的次序，譬如六十岁的老人家坐在席位上，五十岁的人就只有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的份儿，因此可以
说这是古代最具有教育价值的一种社交活动。在乡饮酒礼之后，年轻人在一起，总会有些竞技的余兴
节目，那就是乡射礼了。乡射，当然是一种射箭比赛，但是从他们的动作技术、姿势仪态等的表现上
，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道德修养、人品气度。那时候还没有科举考试的制度，往往就是利用这种方式
和场合来选取国家需要的人才。所以虽然是一种竞技比赛的节目，在进行的过程中却是非常的严肃认
真，而在观礼席上的来宾也必须是经过选择的。从子路、公罔之裘、序点宣布的条件看来，并不是任
何人都可以进入场地，也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资格登上宾位。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在公罔之裘等宣布
进入宾位的条件里，只说到二三十岁和六十岁以上的人，不提三十以上、六十以下的人，因为这段年
龄的也正是壮年人，壮年人当然是参与比赛，先后登上射位，所以不在被邀请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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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的理想国:礼记》编辑推荐：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50余位台湾名家解读，
好评最多的传统文化大众读本。余秋雨作序，于丹、王刚、梁晓声、张颐武等10多位文化名人倾力推
荐。台湾人从小读到大，畅销海内外30年！影响海内外的国学启蒙读物，辐射五大洲华人圈！60余位
国学大师倾力协作，25万册古书遴选精华。强大写作阵容，力推中华传统经典；时代华语图书重金重
磅独家引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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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
，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
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
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余秋雨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
香火于天下。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
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
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主编寄语这可以说是一套青春版的，通俗版的国学的，国粹的著作。我
们经常问这样一个问题，都问了好几年了，也挺酸的——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我是
谁？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从哪儿来？这下可真把我问住了，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呢，从这套书里面也许
就能答案。——王刚 著名演员、“天下收藏”主持人孔子、老子、庄子等古代思想家的遗产，是我们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经典。我们了解史性文化的经典，可以发现古代人，近代人，现代人和当代人之间
文化基因的“形成，嬗变，解构，再形成，再嬗变，再解构的过程。”——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这套
书在台湾有深厚的根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非常深湛，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十分可靠的，所谓
把中国的文化尽收眼底。通过一套书可以让你充分掌握中华文化原典的全部内容。——张颐武 著名文
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选择在这个时候问世，我想他起码
给我们这个浮躁和喧嚣的社会带来了几点好处。以文明，化育人心，生生不息。在当下，让文明和我
们每个人的心灵发生关联。所以我说，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出台，是功不可没的。——于丹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人问我，能不能推荐一套经典书籍。在这里，我隆
重推荐《中国历代经典宝库》，走进经典，品味人生。希望大家关注《中国历代经典宝库》，在阅读
中找到人生的答案，在阅读中找到那份心安。——延参法师 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传统文化对于我们
人生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套书能把传统文化做通俗化的处理，做了很多解释和翻译的工作。所以
这对年轻人接触传统文化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很愿意向大家推荐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这套书
充分考虑到年轻人的需求，拉近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解玺璋 著名文化学者一个对自己前途
充满信心的民族，一定会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充满自信。《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丛书正是这样一套
提升我们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前途自信的读物。这一套能为我们年轻人打底子的书，这套书能够凝
聚起我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王泉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
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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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现在的中国该复礼啦

2、讲解的还算可以，对于以前不了解<礼记>的朋友来说，看以当做休闲一读，但是抱有更深层次的
目的的朋友，不建议品读。四个字来概括：浅显易懂。
3、做人之难，难于把握分寸，礼就是指导。
4、值得一看
5、书的内容还行，有白话文和文言文对照，不过要是有注音就好了，书中的文言文有好些字都不认
识呀，惭愧惭愧。
6、傲慢残忍，每一页都十分恶心。
7、完美的社会
8、无语。
9、简洁好懂，感觉收获比很多艰深晦涩的书要多啊，不过正如余秋雨在序上说的，这是给小朋友看
的书。不过也许是台大的文学院院长深入浅出也未可知，毕竟我就大概扫描了一下，不好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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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四书五经当中，再也没有哪本书具有《礼记》这样独一无二的重要性。《礼记》本身很特殊—
—表面看，它记载了孔子及其门人如何处理迎来送往、丧葬嫁娶诸般日常礼仪，实则是孔子为其门徒
编撰的一门学问。因为先秦时期的儒家，除了化德仁民，立志恢复先古仁政，还涉及一个谋生的问题
。孔子自己一生穷困，连死后入葬的费用、购买坟茔的费用都是子贡资助，他生前已经清楚的意识到
，儒生必须先解决生活这个立身大事。晚年组织几个得力弟子编撰《礼记》，目的是给弟子和后世的
儒生开辟一条谋生之道。《礼记》问世之后，只在儒生之间传授，因为里面的各种仪式完全按照上古
尧舜时期的准则进行，所以儒生开始成为民间祭礼上的司仪，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主持人。这是一个自
先秦至晚清都具有独特地位的职业，非儒生不能为也。每个被人请去担当此任的儒生，都按照孔子为
他们制定的规矩依礼行事，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礼记》发挥最大作用的一次是汉朝鼎定
。刘邦击败项羽夺得天下，成为皇帝，即天子位时必须行大礼。但是由于天下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
国家大半人口不是死于征战，就是死于杀戮，知识界更是一片速杀。谁来主持登基大典？谁懂全套登
基礼仪？让刘邦非常苦恼。这时候，一个名叫叔孙通的儒生站了出来，他穿着儒服，带领三十多位有
名望的儒生和一百多名学生，在郊野演练登基礼仪给刘邦看。刘邦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服从叔孙通的
安排。从此后，中国封建历史历代王朝的登基、坐朝、进退、朝觐等各种仪式都固定下来，统称“朝
仪”。
2、近来对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系列非常感兴趣，感觉这是当代人接触国学经典的最好入门指南。昨天
刚刚读完的《儒家的理想国：礼记》尤为如此。儒家经典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
庸》，其中后两部都是《礼记》中的章节单独成篇，而五经中，《礼记》单独为一经。可见《礼记》
一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作为《礼记》原文来说，因为是讲解春秋之前礼法规矩的书籍
，枯燥严肃，而且很多文字难以理解，台湾师大国文系主任、国文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周何博士
撰写的这本《儒家的理想国：礼记》，是他用现代白话把这本儒家经典重新解释，依然保留原有的韵
味，只通俗不媚俗，更不恶俗，这一点上比那些XX讲坛的国内专家教授强上许多。这本书里，除了许
多礼仪、礼意的说明、礼事的记载外，还有不少日常生活上必须要知道的规矩，一般做人做事的原则
，以及立身行事的人格修养等内容，不仅是我国先人的智慧结晶，生活积累，也是我们宝贵遗产。以
往一直说移风易俗，现代社会受西方文明影响，很多过去的礼节在现在可能根本行不通，因此认为没
有看这本书的必要。而真正读完这本书以后，发现自己以前浅薄的有些可笑。这些礼节的由来，如何
权，如何变，如何坚守，其实都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传统和智慧。礼不可废，并不是说理不可变。礼的
权变和心的感受古人对丧礼尤其重视，着墨也最多，当今社会因为社会组织结构和科技的变化，导致
对于丧礼的变化应该是最大的，因为一是现在火化制度过去周礼上是没有的，二是过去的诸多宗族亲
属，现在也少了很多。三是形式和时间上变化同样巨大、礼记里面说的丧礼需要服丧三年，至少25个
月，现在肯定没有人这么做了，但是礼记里面所说的，内心挂念逝去的亲人，因此心中常常缅怀他们
，这个心丧之礼往往还在。我们从《礼记》中能学到的主要是两个东西：一是从心的角度去客观的看
待演变。二是从心的角度去认知自己的情感。古代的丧礼，对什么年龄、什么地位的人适用什么礼节
都有严格规定，但这种规定也会因为不同的具体情况而权变。过去不满20岁的孩子去世叫“殇”，他
的葬礼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礼记上就记载了一个为国家牺牲的少年战士汪琦按照成人办理丧事的，
孔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可见即便是古代，礼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而
是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做适当的处置。这种处置强调的适当，也就是礼记中一再强调的“中庸”。我们
说现在很多礼节都“一切从简”了，但是依然有“土豪”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的，这种情况，也是古人
所不赞同的，所谓过尤不及，正是这个道理。虽然过去礼节很繁复，所费不菲，但孔子也提倡心意的
表达而不是好富奢靡。他对生前只能煮豆喝粥，死后缺少棺椁的穷人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
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合理与否关键在于心意的表达是否诚敬，而不是在
贫富。由此可以看出，礼制虽然代有因革，很多制度随着时代推移，不再适用，但其内涵及适合民情
需要的基本精神，却是始终不变的。传统、传承的内涵周博士这本书并不是把《礼记》按照原有篇幅
一一翻译点评的，而是根据《小戴礼记》的主要内容，把原文的四十九篇分成了四个部分:礼事：根据
春秋时代的关于礼节的故事记载管中规豹于当时的礼制礼意：将古代冠礼（成人礼）、婚礼、丧礼、
祭礼的形式和内涵进行详尽的讲解品德修养：把《礼记》中《中庸》、《大学》、《儒行》中记载的
关于儒者的行为规范进行详细介绍。生活规范：对日常生活中的规矩进行详细规范在礼意章节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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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礼和冠礼的介绍尤为详细，不是简单的介绍程序，而是详解其内涵。这里不是我们现在弄几身
汉服秀，或者举办传统婚礼，坐坐花轿掀掀盖头的热闹，而是通过对每个仪式的详细讲解，说明这个
仪式是为了什么，赋予了什么希望。我在复习司法考试的时候把古代婚姻六礼背的滚瓜烂熟，但读过
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古人婚礼经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是让自己
和旁人深切体会到婚礼的严肃性和责任感，同时营造家庭和睦，夫妻合作无间的氛围。记得很早以前
看过刘墉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起西式婚礼的因由:曾参加一个朋友女儿的婚礼。向来豪爽不羁，爱开黄
腔的老友，挽着女儿走过红地毯，送到男孩子的身边。当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女孩子的眼里滚下泪
水。回头，她的老父，也湿了眼眶。跟洋人比起来，中国人闹洞房，要厉害得多。吃苹果、捡豆子、
衔酒杯，甚至像《喜宴》电影里的“两人在被窝里脱衣服扔出来。”只是洋人婚礼，有个最狠的节目
，外表很美，却蚀到骨子里。杯觥交错，歌声舞影，在新婚欢乐的最高潮，音乐声起，宾客一起鼓掌
欢呼。新郎放下新娘的手，新娘走到中央，老父放下老妻，缓步走向自己的女儿，拥抱、起舞。《爹
地的小女儿》《Daddy，s Little Girl》），这人人 都熟悉的歌，群众一起轻轻地唱。我常暗暗祈祷，将
来女儿不要嫁给洋人。即便嫁，婚礼时也千万别奏这首曲子 。我知道，当音乐声起，女儿握住我的手
，我的老泪，会像断线珠子般滚下。 。。。。殊不知，中国古代婚礼也是如此：“亲迎”，是新郎亲
自到女家迎接新娘，一是代表男方采取主动，二是新郎由女方父母手中将新娘接过来，同样含有接受
托付终身的意义。三是新娘这一天必须离开生活多年的家，和最亲密的家人告别，心理总会有惶恐不
安的感觉，需要新郎从她离家那一刻起，一直伴随身边，细心体贴照顾，慢慢适应。看似封建古板的
教条礼制，实际蕴含了丰富的智慧和人文精神。我眼中这本书的意义过犹不及、美轮美奂、知耻后勇
、诚不我欺，一张一弛等成语由来均是来自这本《礼记》，但我想这本书在历史上最大的价值似乎不
在于此，而在于教育。一方面是传统教育《礼记》中冠礼、祭礼，更重要的在于其尊敬祖先，重在传
承。我们文化伦理上“敬鬼神而远之”，而更加诚敬的对待自己的祖先，并非是一切托付给祖上，以
便“大树底下好乘凉”。冠礼和祭礼的祭祀，是通过一系列仪式化的东西，传递责任感。尊敬祖先而
不渝，所以其价值依然是存在着的祖先是已成过去的生命和生活，尊重祖先其实就是尊重历史：强调
尊祖崇宗，也就是提倡历史教育。过去没有历史教育这种名称。这种教育的实质，却一向都是由尊祖
观念的推广，予以广泛地实施中国传统的礼教，也包含着历史教育的任务。尤其是这种薪尽火传的责
任教育，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项目．上一代生命之命之火燃烧将尽，下一代有责任应该把火种接过来
，继续燃烧自己，以照亮下一代，这就是薪尽火传。前几天看到有微博大V哀叹我们现在是一个充满
“巨婴”的国度，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和这种传统的中断是息息相关的，在历史传统和文化传
承上面，我们比不上海峡对面的台湾，他们对“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认同感，远大于我们，文化和历
史责任感也超过我们。另一方面是幼儿教育西方虽然现在发达，但在中世纪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文化上
千年，这本《礼记》功不可没，因为西方人对于儿童教育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才开始探索，而我们两
千年前的《礼记》中，对男女幼童何时进行何等教育，如何以身作则便已经介绍的很完善了。因此，
这本书作为教育学著作，又被统治阶级视为经典，对于我们历朝历代蒙学教育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虽然现在不能一味的提倡国学、甚至局限在蒙学，以教小孩背诵三字经当成灵丹妙药，但是重视
传承，注意言传身教，将是我们薪火相传，不断成长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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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儒家的理想国》的笔记-第1页

        哈哈，我在读，还没笔记的，慢慢写吧！

2、《儒家的理想国》的笔记-第5页

        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
。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3、《儒家的理想国》的笔记-第20页

        心之为物,虽然拘束于一身之内,却是深思则穷八荒之玄通。

4、《儒家的理想国》的笔记-第17页

        《易经》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活着,最可贵的莫过于生命了。

5、《儒家的理想国》的笔记-第4页

        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
埋头去玩弄一砖石,一花一鸟。

6、《儒家的理想国》的笔记-第34页

        礼的内涵又兼有名分和秩序的观念。名分和,序观念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国家组织、社会制度的张本,
因此凡是尊卑等级、设官分职观象授时、体国经野等事项,都归属于礼的范畴。

7、《儒家的理想国》的笔记-第4页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还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
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
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
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
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
择、判断。

8、《儒家的理想国》的笔记-第18页

        然百年之后,大家模模糊糊明白了:一味破除传统迎不来现代还当追根溯源,方可展望前路,并蓄兼收
。忘却自己的主体性,便会如古人所言“散漫而无所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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