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规范·德性·德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规范·德性·德行>>

13位ISBN编号：9787100067171

10位ISBN编号：7100067170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俞世伟，白燕 著

页数：2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规范·德性·德行>>

内容概要

人总是用自己的视域来融合外在的视域，欲其所思，欲其所行。
但他的所欲又受到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规定，这种社会地位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体现着一种制
度规范。
人们所有的社会行为都要受到规范的影响和制约。
所不同的是，技术规范以生产要素的内在特性对人提出规范要求，而社会规范却总以保证社会公正、
和谐而对人们提出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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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图腾、禁忌联系在一起的，是原始人的礼仪。
礼仪作为原始社会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最经常地表现在人们要越过禁忌的约束，达到某种目的
的活动中。
在原始人中间，像氏族的头人，祭司这样一些人，往往是不受一定禁忌制约的，他们可以接触那些对
普通人来说是禁忌的人、事物等等。
但一般来说，头人或祭司也非天生就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往往是在经过一定的礼仪之后，才被认为
得到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准允，不会因某一禁忌的事而罹祸于自己氏族。
在许多原始氏族中，如果整个氏族要做一件犯忌的事，一般也有特定的礼仪活动相伴随，以此代表氏
族的某种敬神祀鬼的真诚情感，从而求得避邪驱恶的法力或法术。
我国向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历来崇尚礼仪，如我国有丰富的饮食礼仪，春秋战国时代“食不语，寝
不言”，“虽蔬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以及民间的婚丧礼仪，接人待物礼仪等等都是以说明礼仪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所起的巨大作用。
　　礼仪在本质上是一种习俗，不过这种习俗由于人们经常重复，天长日久，就流化为社会风俗。
风俗也是人类早年一种极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它已经不是某种个别的习惯或一时性的礼仪，而是无数
代人的相互承接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风气，并对某一社会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发生影响。
例如我国至今很多风俗都是过去风俗的延续，如贴春联、门神的习俗，是战国时百姓在门旁挂“桃梗
（桃木刻的木偶）”演变来的，为了驱邪恶，保平安；清明节的习俗——祭祖、踏青，相传是汉元帝
为追念前将军萧望之，故有“便祭其冢”之举，直至隋唐，清明祭奠形成俗例，并见之官方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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