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馆藏专题文献调研专辑

馆藏历代礼制文献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赵大莹 

《论语》云：“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本文

从学术界应用关照出发，对馆藏历代礼制文献进行分类概述，按专题统计相关文

献的馆藏量，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完善目录信息，为后续相关工作提供可资利用

的目录与文献。  

一、礼制文献整理的必要性 

  中华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价值。“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礼乐制度”、“礼法体制”构成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和规范的重要内容。《周礼》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

以佐王治邦国……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儒家经典“三

礼”中的《仪礼》，便是礼典之祖。历代礼制文献的制定，大多参照《仪礼》，

对后世影响至深。 

  儒家之礼，涵盖国家治理与个人生活诸方面，如冠礼在明成人之责；婚礼在

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丧礼在慎终追远，明死生之义；祭礼使民诚信忠敬，

其中祭天为报本返始，祭祖为追养继孝，祭百神为崇德报功；朝觐之礼在明君臣

之义；聘问之礼使诸侯相互尊敬；乡饮酒礼明长幼之序；射礼以活动观察德行。 

  从礼到礼典、礼制、礼书的发展过程，昭示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

神圣性，以及社会管理方面的强制性和引导性内容。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五经”正式形成；东汉末年产生“三《礼》”概念。隋初修订礼仪，以“安上

治人”“弘风训俗”。唐朝的“五经”体系扩展为九种文本，“三礼”构成“礼

经”的概念。宋代出现本经概念，指唐代形成的九经，同时《大学》《中庸》逐

渐从《礼记》中独立。元明清三代，《礼记》成为礼经，《周礼》《仪礼》则被

排除在科举考试“五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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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治理层面，唐朝将礼法结合，先后推出《贞观礼》《显庆礼》和《开

元礼》，以及贞元《郊祀录》，对朝仪规制、君臣礼仪方面做了集中讨论，特别

是对皇帝、皇室、三品以上、四品五品、六品以下各阶层的礼仪都有所规范。 

  唐末五代的敕令文献中，开始有以丧葬礼仪为重点内容的仪礼下移，尤其是

利用书仪文范，将上层礼制向下推移，在民间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典范和推广作

用。至宋代则开始形成士庶通礼，包括《政和五礼新仪》所规定的“礼下庶人”

的冠、婚、丧仪内容，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反映出宋代的“祖宗之

法”体系下的国家治理策略，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内容，是明清时期的乡

约家风文献的源头，对今天礼仪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仅如此，不同文

明间的理解与尊重，都需要互相学习、合理对话、平等交往，礼学与礼制资源的

研究和转化，可为此提供普世价值，必要性不言而喻。  

二、“三礼”、国家礼典与民间礼书：既有研究取向 

  目前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礼学礼经、国家礼典与礼制、民间礼书

研究等方面。 

  先秦六经有《礼》（即《礼记》），汉代立五经博士于学官有《礼》（《礼

经》或《士礼》），至唐代定“九经”已包括“三礼”，即由汉人整理之先秦礼

书《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作为理学经典，受到历朝统治者和学者

的追摹与重视。自汉初叔孙通定“朝仪”与武帝时立《礼》经与学官，历朝整理

研究《礼》经均与王朝治礼施政立教紧密相连。 

  学界研究成果来看，在“三礼”文献的考释、版本鉴别方面，既有学术成果

已经有相当积累，“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

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

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例如整体研究礼学的高明《礼学新探》1、周何

《礼学概论》2、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3、彭林《三礼研究入门》4；综论性

研究有王谔《三礼研究论著提要》5、潘斌《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1等。此外

1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1963 年。 
2 台北：三民书局，1998 年。 
3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4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5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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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邱衍文《中国上古礼制考辨》2，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3，潘斌《宋

代“三礼”诠释研究》4，《宋代<礼记>学研究》5，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6，

林存阳《清初三礼学》7，李江辉《晚清江浙礼学研究》8等不同时代三礼学研究

著作。喻克明讨论《<三礼目录>的文献价值》9，等等。

  汉代理学经学化，魏晋隋唐历代都有修旧礼、构新礼之事，国家礼典纂修成

为重要的帝国礼教内容。宋代礼学昌明，更是使礼从上层礼学走向下层的礼书，

再至辽金元三代，修礼之风仍然坚持，明清两朝，礼书修纂规模更为宏大，对政

治运作、国民文化心理塑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国家礼典的《大唐开元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礼阁新

编》《太常新礼》《阁门仪制》《大金集礼》《太常集礼》《续编集礼》《洪武

礼法》《明集礼》《礼制集要》《嘉庆祀典》《郊社通典》《大清通礼》《皇朝

礼典》，以及对士庶阶层推移礼制的《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孝慈录》《圣

谕广训》等，渊承古礼，注重现实。 

  对于传统礼制的研究，以上海师范大学汤勤福教授主持的《中国礼制变迁及

其现代价值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了重要的研究突破。一方面，新

的分期视野对整体认识各阶段文献有所启发；另一方面，对各阶段文献数量分布

统计也有所帮助。例如，元明清时期，集权礼制逐渐衰落，明代“三礼”研究作

品大多为研究者所鄙弃；清代校订“礼经”再度兴起，特别是清代乾嘉考据影响

下，注释“三礼”文献的著作数量颇巨，蔚为大观。 

相关礼典与礼制的研究，包括陈戍国《中国礼制史》10，任爽《唐代礼制研

究》11等，是较早的按朝代讨论礼制的专著。吴丽娱关于书仪、礼制与礼俗的上

行下效等问题研究有《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12、《敦煌书仪与礼法》13和

1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 
3 北京：人们出版社，2002 年。 
4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 
5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年。 
6 台北：编译馆，1999 年。 
7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8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 
9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52—53 页。 
10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1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2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13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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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之间》1；将礼仪与礼制建设、礼书编纂、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有《终极之

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2，《礼与中国古代社 会》3等。从国家礼制下行展开的

研究，有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4等。 

三、文献与目录：馆藏整理调研项目的建议 

  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对历史

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

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之“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任务。道德规范相

关的礼学与礼制文献，可以目录、解题、文献汇编三种形式，加以整理和揭示： 

  首先，为学界提供一个便用而准确的专题分类目录，以贯通的文献整体展现

礼制文献相关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 

  编制一个完整的馆藏礼学与礼制文献书目。依据史志目录线索，主要收集专

书，再视历史影响和流传情况择取部分篇章。可按朝代为主要分期，将同一时期

形成的文献及其后代辑本依次著录。例如《周礼》的汉代的多种考释著作及其传

本情况，汉代以郑玄《周礼注》为最早，其他多散佚，只能靠清人辑本比照。可

以国图藏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郑玄《周礼注》为基础，后人辑本系后。 

  例如，编制《馆藏历代礼学与礼制文献目录》时，按照“三礼”及三礼研究

文献、中古以降国家礼制文献、家礼文献三大板块，分类制作相关目录，以反映

不同类型文献的重要版本和贯通的知识体系。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主要包括天子侯国建制、礼乐兵刑、

赋役财用、冠昏乡射、朝聘丧祭、服饰器物、宫室车马、工艺匠作等，自汉代以

降，不断研究，迭经清乾嘉考据而步入繁荣。《三礼》文献的考释、著录、版本

鉴别、研究评论、汇集刊印等。 

  国家礼制文献，以《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中兴礼书》《太常因革

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大清通礼》为主，不另辑正史

1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年。 
2 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3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4 上海：上海书店，2008 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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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志。家礼文献，以《颜氏家训》《司马氏书仪》《温公家范》《朱子家礼》

《孝慈录》《圣谕广训》《袁氏世范》《郑氏规范》等为主，注重是明清家礼文

献的搜集和整理。 

  第二，为学界继续整理校勘中国传统礼制文献提供重要的参考。 

  在编撰《馆藏珍贵礼学与礼制文献解题》时，甄选重要版本和代表性礼制文

献，以提要方式进行解说，并配卷端或收藏印记、题跋叶书影，以利比较研究。

提要式的解说内容，可以为相关古籍的整理校勘选择底本提供有力支持，避免近、

便获取文献方式导致的整理校勘误区。同时仔细梳理、挖掘传统礼制文献中所蕴

含的治国理政、道德建设内容，解题撰写可以与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相契合，使之

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为学界提供一份有价值的礼制文献汇编。 

    根据调研结果，考虑出版《国与家：馆藏唐宋礼制文献汇编》，汇集馆藏唐

宋时期礼制文献，影印出版。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最为发达的时期，官

修礼典与私家仪注皆有，承上启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也可以根据学界需要，

有重点地整理出版礼图文献。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可以另行出版。 

   上述成果做好数据和文本的规范化处理，可以为未来设计“中华传统礼制数

据库”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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