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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1992年从河南大学历史系调入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在其后的几年间，因忙于教学与
科研，与历史系老师的交往并不多。
2001年，系、所合并，这才与原历史系的老师有了较多的接触，也正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青年教师戴
庞海君，而且我们还讲的是同一门课--《中国历史文选》。
不过除了工作上的接触之外，交往也不太多。
2002年，庞海君考上了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化史，而侧重于中国古代礼文化的基础文
献“三礼”学的研究，这以后我们的联系才多起来。
　　“三礼”是指成书于先秦的《仪礼》、《周礼》与成书于汉代的《礼记》。
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礼”学曾是热门显学，研究者众多，“三礼”的各个学派都有比较明确
的师承关系。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撰“三礼”义疏，完成了对自汉以来的《礼经》学的总结工作。
当时，朝廷上下还有一大批包括魏征、房玄龄等在内的礼学专家。
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
”又说：“大历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名其家学。
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
”①不过，从总体上看，唐代研习“三礼”的学者有限，《仪礼》和《周礼》之学的研究更不景气。
《旧唐书·杨场传》载，开元十六年国子祭酒杨场上奏说：“《周礼》、《仪礼》及《公羊》、《谷
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
”可见，唐代“三礼”学中的《周礼》和《仪礼》二学已经衰微。
宋代情况略有改观。
元朝罕有研究《仪礼》的学者。
明代《仪礼》几成绝学。
《周礼》的命运与《仪礼》相似。
清朝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学者们埋头于故纸堆，孜孜以求，因而朴学大盛，“三礼”学也蓬勃
发展，并迅速进入极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礼学名家和专著，如胡培翠《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
集解》、孙诒让《周礼正义》、秦蕙田《五礼通考》、黄以周《礼书通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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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冠礼，是“三礼”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汉代流行的四种本子的《仪礼》中，无一例外地都以《
士冠礼》作为第一篇。
在《礼记》中也有阐释冠礼功能与意义的专篇。
冠礼，就是给步人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的礼仪；在女子则称为笄礼。
冠、笄之礼实际上就是古代华夏族人的成年礼，在先秦两汉曾有繁复的仪节，备受世人重视。
但南北朝以后，由于社会的巨变、外族文化的传人以及古代礼书文字晦涩难懂等原因，冠礼的命运与
《仪礼》一样，逐渐被政府和学者们所冷落，也逐渐被社会所淡忘，真正实施的人甚少，即使行之，
也是草草了事。
正如韩昌黎所说：“其行于今者盖寡”，“考于今，诚无所用之”。
柳宗元在《与韦中立书》中也说：“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
数百年来，人不复行。
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
既成礼，明日造朝，到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日：‘某子冠毕。
’应之者咸怃然。
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日：‘何预我邪?’廷中皆大笑。
”宋元明时期，研习冠礼的学者廖廖无几，尽管也有司马光、朱熹等学者力倡恢复，却收效甚微。
清代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近代则复陷于冷寂。
从20世纪初至今，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只有江绍原《中国古代成人礼》、杨宽《“冠礼”新探》、钱
玄《三礼通论》中的冠礼部分等，数量十分有限，迄今海内外尚未见专门研究冠礼的专著问世。
今戴庞海博士将其毕业论文《先秦冠礼研究》修改、补充、完善已毕，书稿即将付梓，请序于余，余
嘉其志，欣然应允，写下了以上的话，并希望庞海君以后能在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探索研究方面取得
更多、更优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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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礼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从那时起，每个社会、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礼制，这些礼制
既有从前代继承下来的，也有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的变化而新增加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礼
从宜”①。
三代时期也不能例外，它们都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礼仪制度，同时又有新的发展。
也就是说，夏礼、殷礼、周礼一脉相承，但又有所损益和发展，其中周礼是在夏礼、殷礼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最为全面和典型。
正如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②这是孔子对三代礼制进行比较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孔子的思想中，对于“礼”的阐述是重要内容。
他自青年时代就推崇周礼，30岁以后还曾到处考察三代礼制，最后得出结论：继承并发展了夏礼、殷
礼的周礼最丰富多彩，应当发扬，故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载！
吾从周。
”③为此，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
　　礼，最初是用来祈福祛灾的，后来才用于治国。
在夏、商、周三代，礼实际上是一代王朝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王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维系等级
制社会政治秩序的准则、制度或规程。
也就是说，那时以及后来中国的礼，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与文化的体系，该体系涵盖了政治、法
律、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
礼或礼制体现在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旅、婚冠等方面的礼仪上，这些礼仪是统治者在因袭前
人的基础上，再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需求而制定的。
如商代人在子虚乌有的鬼神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毕恭毕敬，但仍不免于灭亡。
周人从商朝灭亡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在事神敬天之外，还要注意人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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