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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Culture Dimensions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国人礼仪之变迁
彭  林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两大诉求，一

是物质，此为生存的基础，社会

发展当首先追求于此 ；二是精神，人类

有复杂的思维，有精神家园。精神如同

肉体，亦有饥渴。解决肉体饥渴，人方

能健康地活着 ；解决精神饥渴，人才能

有价值地活着，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

中国人很早就悟透了两者的关系，先贤

将道德、礼义、荣辱，看作是精神追求

的主轴。孔子说“富而好礼”，管子说“仓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

迁说“君子富，好行其德”，都是这个意

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礼仪由衰

而兴的变化，表明了古代贤哲所论完全

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似乎没有时间关注经济

之外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民众看到中国

经济与西方世界的巨大落差，加之民众

物质生活的匮乏，内心不免焦虑与失落。

于是，“发展”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目标，

出国潮、下海潮、炒股潮等，到处人头

涌动，票子、车子、房子，牵动着万户

千家。人们似乎没有时间关注经济之外

的事情。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但在众人眼里，“礼”不过是维护封建秩

序的工具，是地主、资产阶级虚伪无比

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虚头巴脑，无补

于事。

当时，海外的投资商、旅行者来华，

拥挤无序的人流与脏乱的市容，给他们

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北京市政府修

建的护城河，旨在为首都增添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可惜竣工不足一月，水面上

即漂浮着丢弃的快餐盒、塑料袋与各种

废物，变成令人恶心的水上垃圾带。各

行各业，谁都认为自己是最忙的人。“时

间就是金钱”，城内各汽车站，每逢车辆

进站，车尚未停稳，大家便跟着车子往

前跑，争先恐后地往上挤，谁也不顾身

边是否有老人与儿童。在购票、购物场所，

很少见到井然有序排队的场景，由此引

发争吵乃至殴斗的现象。随地吐痰，更

是不少国人的痼疾。毋庸置疑，经济贫

穷若此，而要民众讲究礼仪，是不现实的。

踏入新世纪人们日渐关注“礼仪”

2000 年，北京获得 2008 年夏季奥

运主办权，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因为这

是一个“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

中国”的绝佳机会。中国人渴望了解世界，

世界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冷静之

余，人们开始思考 ：潮水般来华的运动

员、记者、游客，将会看到一个怎样的

中国？中国将会给世界怎样的观感？大

家开始谈论以前讳莫如深的礼仪问题，

记得有一篇文章评论说，如今我们所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力增强之迅速，举世为之震惊；国际地位之跃升，

令人扬眉吐气 ；民众生活水平之变化，堪称日新月异。由此，举国上下自信心油然而生，开始寻找自己民族

的文化身份。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归犹如春回大地，生机昂然，社会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传统文化核

心的“礼”重新受到社会重视，审时度势，深入理论研究，古为今用，择善而从，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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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个“失范的社会”“无序的社

会”。礼是规范，失礼就是丧失了合理的

规范，人的言行也就没有了可以遵循的

标准。礼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合理的

秩序，失礼就是失序，失序的社会必然

乱象四起，给外界以负面的观感。而这

种负面的观感，会直接影响到国家与民

族的形象，进而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

交往，甚至影响到未来经济的发展。

为此，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解决礼仪

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

随地吐痰，二是上车不排队。笔者当年

从电视看到，有关部门以高价从海外进

口装有多台摄像机的汽车，每天在街头

巡行，遇有随地吐痰者，立即拍摄，然

后停车，令其交纳 50 元罚款。同时，为

了整治车站乱象，有关方面动员退休工

人到各汽车站点维持秩序。每当车辆进

站，他们便吹着哨子，挥动着小红旗，

要求乘客排队上车。

当时的社会风气，北京作为国际大

都市，包括礼仪在内，方方面面都要“与

国际接轨”，处处都要以西方文化为楷模，

与之取齐。职是之故，所有接待，以及

赛场、会场活动，一律使用西方礼仪。

在礼仪培训的手册中，有关方面编印的

家庭礼仪手册，介绍如何吃沙拉、如何

喝汤、如何吃牛排等的西方餐饮礼仪，

以便在外宾走访市民家庭时之用。

传统文化核心的“礼”受到社会重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和政府适时推

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尊”的战略

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土壤

与源泉，并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如中

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

唤醒了民众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温情

与敬意 ；各地传承家风家教、以及孝道

文化的各类活动，有力地激活了长期蕴

藉于民间的家国热情。

古人云 ：“礼者，履也。”礼既有理

论的维度，更有实践、履行的特点，礼

能否落实到生活层面，事关能否移风易

俗、推动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党代会、人代会上，

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向代表行鞠躬礼。

党政领导人在接见八路军老战士代表、

教师代表、医务工作者代表时，每每也

鞠躬致敬，既表达了人民政府对人民的

尊重，也传达了政府倡导传统礼仪的重

要信息，因意义非同一般，受到海内外

媒体热评。由于中央率先垂范，如今全

国各级党政机构开会，主持人、发言者

向台下听众行鞠躬礼，已然成为表达恭

敬心与自身修养不可或缺的礼节。这一

风气已经影响到民间。笔者多次参加民

间举办或者官民合办的文化活动，会务

人员大多身穿民族服装，恭行鞠躬、拱

手等传统礼仪，令人倍感亲切。在内地

与港台联合举办的活动中，彼此之间鞠

躬、拱手行礼，尤觉浓浓亲情在。

社会各界学习中华礼仪已经蔚然成风

近几年，社会各界学习中华礼仪的

呼声日益升高，笔者接到的讲授中华传

统礼仪的邀请，既有政府机关、高等学校，

也不乏公司企业、民间团体。值得一提

的是，许多曾经长期从事西式礼仪教学、

开始转而学习中华传统礼仪的教师，越

来越多。由于有中西的比较，他们对于

中华礼仪的深刻内涵体会尤深，学习热

情也更高。中小学系统的教师，普遍希

望通过传统礼仪教育，培养学生的文化

认同与民族情怀，成建制的中小学传统

礼仪培训班此起彼伏，有不断扩大之势。

民众自觉守礼的意识也普遍提高，

随地吐痰者不知不觉已大为减少 ；护城

河干净多了，水面上的垃圾明显减少 ；

车上礼让老人的乘客多了起来。笔者两

鬓斑白，多次遇到让座于我的乘客，感

觉温暖。至于排队上车，时下除了地铁，

北京人乘汽车，不再像以前那样蜂拥而

上，样子要比过去从容多了。在媒体上，

民众开始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谈举止是

否得体，评论的水平也大为提高。如著

名主持人董卿在采访一位双腿受伤、坐

在轮椅上的民警小哥时，没有如其他主

持人那样俯身“垂问”，而是单膝跪下，

与之问答，十分感人，网民点赞说“展

现出她高尚的情操和对英雄的无比尊

重”。董卿在《开学第一课》栏目采访

96 岁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时，3 分钟 3

次跪着与老人亲切对话，她对嘉宾的尊

重以及自谦敬人的良好教养，网上喝彩

声迭起，被誉为“跪出了最美的中华自

豪”！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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