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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素称礼乐文明，“礼”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
几千年来，礼文化已深深融入炎黄子孙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本书运用文本诠释学、现代仪式学、耗散结构理论和社会史等方法，对古代礼文化中蕴涵的元典精神
、和谐理念进行了挖掘和梳理，对起伏跌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致和之道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以全球化的视野和与时俱进的致思路径，对礼文化之和谐理念、致和之道进行了解构、重构和现代转
换，对中华民族从“静态和谐”到“动态和谐”、从“协和万邦”到“和谐世界”的发展轨迹进行了
回顾和前瞻。
旨在通过文化自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文化软实力提升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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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自慧，女，1966年生，河南南阳人。
哲学学士、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教授。
199l－2003年任教于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现任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礼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与思政
学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礼文化、伦理学。
近年来，荣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和多项省部级课题，出版专著《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人际关系与沟通艺术》、《个人形象
与求职艺术》；独立发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近四十篇，其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近二
十篇，并有多篇被《新华文摘》摘录、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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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礼”与中华文明
　二、礼文化与中国社会
　　（一）“礼”是华夏文明的标志
　　（二）“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
　　（三）“礼”是人人遵守的社会规则，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
　三、“礼仪之邦”的理性之光：“中和”情结与“和谐”梦想
　　（一）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
　　（二）理性是“礼”的灵魂
　四、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三）创新之处
　
第一章 礼文化元典与“元典精神”
　一、“礼”与“仪”的滥觞
　二、礼文化元典与“元典精神”
　　（一）重人远神的入世情怀
　　（二）以礼乐教化天下的人文精神
　　（三）尊礼尚施、礼宜乐和的家国同构理念
　　（四）常与变、因与革的变易精神
　　（五）过犹不及、允执其中的中庸精神
　三、礼文化“元典精神”的普世性与合理性
　　（一）礼文化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理性
　　（二）礼文化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
　　（三）礼文化倡导积极入世、勇于担当、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
　　（四）礼文化与诸子学说相比更具普世性与合理性
　本章结语
　
第二章 礼文化之核心命题——克己复礼
　一、关于“克己复礼”千年辩争的回顾
　　（一）从汉至清，争论的重点——“克己”的真义
　　（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辩争的核心——“复礼”的真义
　二、“复礼”的真正意蕴与周礼的精神实质
　　（一）“复礼”的真正意蕴
　　（二）周礼的精神实质
　三、“克己复礼为仁”的因果必然性与普世价值
　　（一）孔子为什么要“克己复礼”
　　（二）“克己复礼为仁”的因果必然性
　　（三）“克已复礼为仁”的普世价值
　本章结语
　
第三章 古代礼文化之和谐理念
　一、礼之用，和为贵
　　（一）“和”是儒家礼乐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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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礼治的目标是“万物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二、敬让谦恭
　　（一）“敬”——礼之本也
　　（二）“让”——礼之质也
　三、崇德尚义
　　（一）“崇德”是中华民族的特征
　　（二）“尚义”是礼仪之邦的传统
　四、忠恕诚信
　　（一）忠恕乃做人之道与人际关系和谐之秘诀
　　（二）诚信乃天地之道与国家兴旺发达之法宝
　五、礼宜乐和
　　（一）周公制礼作乐旨在构建礼宜乐和的太平之世
　　（二）“礼”、“乐”的异质互补与社会和谐
　六、中和位育
　　（一）“中和位育”代表了儒家文化的精髓
　⋯⋯
第四章 古代礼文化的“致和之道”（上）修身与齐家的秘诀——《仪礼》、《孝经》中蕴涵的“致和
之道”
第五章 古代礼文化的“致和之道”（中）治国的秘笈——《周礼》、《礼记》中蕴涵的“致和之道”
第六章 古代礼文化的“致和之道”（下）“平天下”的真义——《周易》、《荀子》中蕴涵的“致和
之道”
第七章 古代礼文化“致和之道”的现代转换
第八章 礼文化和谐理念的与时俱进及当代和谐社会构建
结语：礼?秩序?和谐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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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和谐社会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与外界既有能量交换又有物质交换。
负熵流是系统有序演化的重要保障，是自然界中一切生态系统进化的动力。
而只有开放系统才能引入促使系统有序发展的负熵流，从而使系统由杂乱无序的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
，形成耗散结构。
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例如，在中国封闭保守的古代社会，宗法等级制牢牢地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
这种封闭的超稳定结构持续数千年，社会系统内部的正熵越来越大，从外部引入的负熵几乎为零，导
致中国社会时常处于低速发展或停滞落后的无序状态。
而开放性社会则迥然不同。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封闭的自然经济体系，拓宽
了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科技、文化、信息等交流的渠道，逐步形成了走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
开放性社会，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使在封闭社会中长期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
了空前解放，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喷涌而出，这一切为社会有序化程度的提高与发展创造了
良好条件。
当然，开放只是实现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开放后还必须引进负熵流，遏止正熵流。
因为，负熵流能促进社会进步，使系统更加有序；正熵流则阻碍社会发展，导致系统无序。
如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大量鸦片进入，白银滚滚外流，这种被迫开放引入的是正熵流，它加速了社会
的动乱和系统的无序。
而今天主动打开国门，实施开放政策的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大量吸纳资金、技术、先进
的管理经验和优秀的思想文化等负熵流。
这些负熵流增强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促进了社会巨系统的有序发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社会是一个能够通过物质和能量的新陈代谢从环境中不断汲取负熵的社
会。
　　其二，和谐社会是远离平衡态的有序结构。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
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当参数的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从外界引
入负熵流来抵消自身的熵产生，就可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这种结构是稳定的，不会因外界的扰动而变化，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动态系统。
要实现社会系统的有序发展，也必须使之远离平衡态；如果它处在平衡态或近平衡态，即使从外界引
进负熵流，也不能产生新的有序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封闭保守而无法引入负熵流，从而形成了处于平衡态或近平衡态的社会系统，造成
了社会周期性政治振荡和停滞陸的经济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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