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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

政要人物推动下, 在5礼制草案6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5中华民国礼制6。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

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 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

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 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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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肇始以后, 中国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

期, 也是中西文化既激烈冲突碰撞又日益吸收融合的时期,

在这种古今混乱、中外分襟的情况下, 礼制也是中西杂糅, 新

旧并存, 人们无所适从。国民政府认识到 /制礼乃经国之大

业, 正俗之宏图, ,非创制革新礼俗, 不足以重新建立社会

之体系 0 [ 1] , 鉴于礼制的重要作用和当时的社会现实, 于

1943年 10月, 发起 /制礼 0问题的讨论,蒋介石指定戴季陶

负责制礼的事宜。11月, 戴季陶召集有关人员在重庆北碚

温泉 (简称北泉 )举行礼制讨论会, 制定了5中华民国礼制6。

会后, 为 5中华民国礼制6免遭散失, 将其收入会议的记

录 ) ) ) 5北泉议礼录6中, 并出版发行。

一  北泉议礼的背景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戎马倥偬中, 为什么制定礼制?

制礼的过程是怎样的? 这次制礼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这些

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有必要对北泉议礼

及其成果5中华民国礼制6进行深入的研究。国民政府为什

么在抗日战争中还关注礼仪的制定呢? 这有着深刻的背景。

(一 )当时社会的需要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

共和国,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受革命的影响,人们的

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封建

社会中维护君主权力和森严等级制度的一套礼仪已不能满

足当时社会的需要, 尤其是那些落后的繁文缛节, 新的社会

制度和价值体系是无法接纳的,进行废除或改革势在必行。

孙中山极为重视礼俗的革故鼎新, 曾言: /社会之良否,

系乎礼俗之隆污。故弊礼恶俗, 亟须厘正, 以固社会根基 0,

并主张 /大集群儒, 制礼作乐0 [ 2]。民国初期, 顺应政治制度

转变的需要,政府在改革旧礼制、树立新风尚方面采取了一

些重要的举措, 从废除叩拜、/大老爷0等称呼, 公布新服制

开始,颁布了一系列政令, 使中国的礼仪面貌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奠定了现代礼仪的基础。但从民国初建到 1943年,

政府制定的礼制具有实用性、单项性、规模小的特点, 没有制

定公布完整的、系统的礼节作为政府和民众生活的指导。

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 是否需要制定完整的、系统的礼

仪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呢? 如果现实需要, 则有制定礼仪的必

要性,如果不需要, 再大张旗鼓的进行制礼活动, 则是做无用

功,毫无意义。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制定礼节指导人们

的行为是有一定必要性的。曾有人指出: /民国肇建,倏逾卅

载,婚丧礼节, 迄未颁定,民间无所适从, 各地自为风气, 或仍

沿前清旧规,或醉心欧美习尚, 纷然杂出, 似非端正国本之

道。0 [ 3]新生活运动时, 有资料指出: /吾国旧日一般习尚礼

俗,奢侈靡丽之风特甚,即以婚丧之事而论, 其义原在尽礼,

而过去国人每多大事铺张, 炫耀示阔, 至其他各种坏习惯更

勿论矣。其影响个人之事业与国家社会之前途实非浅

焉! 0 [ 4]这说明当时人们没有合适的礼仪可以遵循。5礼器6

上说: /礼,时为大。05乐记6曾指出: /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0。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生活的需要, 对礼仪因革损

益,以适应发展变化的民国社会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以婚礼而论,民国时期,有的地方沿用旧式婚礼, 按照纳



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的程序进行, 有的是按

照新式婚礼的程序进行, 有些地方则是新旧参用, 没有一定

的仪式可以直接套用。 1934年, 华阳县的婚礼多是照旧式

程序进行, /近时, 又有行文明结婚式之新礼者, 其仪式或有

临时酌定。0 [5]新旧参用式婚礼既采纳了新式婚礼的仪式,

又保留了新郎、新妇祀祖及行见家族礼等旧式婚礼的内容。

进入民国以后, 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 经过

有识之士的提倡, 开明者的践行, 婚姻自主权开始 /下移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0的权威有一定程度的松动, 婚姻当事

人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但在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包办婚姻的现

象, 有些人结婚还是为了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0的传

宗接代目的, 毫无个人幸福可言。例如: /山西临汾两姓缔

姻, 大都由媒妁居中,取得双方家长同意。0 [ 6]迷信、议财、包

办婚姻等现象都应加以改革,使其向民主、科学、自由的方向

发展。风俗习惯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特点,使之自然的发

生变化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于弊风陋俗, 政府应该运用必要

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并配合宣传教育等其它手段,加以

干预, 移风易俗,使之向良风美俗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制

定婚礼, 对当时婚礼中的不合理现象加以规范、指导。

不只是民间的礼仪新旧参用,不合时宜, 需加以改革, 就

是国民政府所行的一些礼节也不是完全适宜。戴季陶指出:

/十余年来,党国各种仪节, 虽略而未备,其有行十余年,明知

其中有不安者在, 然未尝有人提及应如何改良。0 [7] 296并进

一步指出: /现行各种对于先圣先贤先烈之纪念,其仪节颇有

使吾人感觉不安者。0在纪念孔子时, 将孙中山遗像供于上而

将孔子像供于下; 陈英士、朱执信、邓仲元等人纪念日时, 也

是将孙中山遗像供于上,而将所祭人物的遗像供于下。假如

孙中山和陈英士、朱执信、邓仲元等人在世时, 如此排位纪

念, 他们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古云,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以其生时所不必不肯之事, 而行于祭时, 恐神之未必来格来

享也。此所宜注意者也。0 [ 7] 296

从民间社会的礼俗到国民政府举行的各种仪式,都缺乏

适宜的礼节, 使社会凸显出无序性和混乱性, 为了改变这种

凌乱的社会状态, 亟须政府在各个方面加以规范, 以树立良

好的社会形象。

(二 )政治活动的需要和政要人物的推动

礼制讨论会的召开, 5中华民国礼制6的制定, 与当时领

袖人物的关注和国民党开展的政治运动是分不开的,领袖人

物主要指蒋介石、戴季陶, 政治运动主要就是 20世纪 30年

代开展的新生活运动。戴季陶十分关注礼制问题,他在南京

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指出: /余深感礼乐之制, 为建国要

务0 [ 7] 265。他认为礼有重要的作用, 可以: /节人类之性情,

定社会之伦纪, 立国家之体制。然后靡者使振,污者使隆, 而

乱者使归于治。0无礼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治身斯须忘

礼, 则暴嫚入之。治国一朝失礼, 则荒乱及之。0 [ 7] 267 1934

年, 他在考试院明志楼前建 /问礼亭0, 并在其碑后题词 /礼

以节众, 乐以和众,建国育民始于是, 复兴文化在于是,愿与

同志共勉之。0 [7] 265 1936年 5月, 戴季陶率领中国体育代表

团赴德国参加第 11届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 并顺便参观访

问了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瑞士、捷克、奥地利、意大利等

十几个国家,沿途经过的名都大邑,都曾逗留, 对于各个国家

的政教风俗,有所了解。通过在欧洲的参观访问, 他产生的

最大感想是: /欧洲诸国的祭与宴,礼乐悉备, 而旧教与歌剧,

其礼乐尤其隆重而且优美, 深觉其形式虽不同于中国, 而其

义与家传礼经之义, 没有多少相违。0 [ 8]欧洲之行的所见所

闻,更使他感到制礼的紧迫性,多次向蒋介石申明礼制的重

要。正是由于他对礼仪关注,在 1943年制礼问题提出之后,

蒋介石指定他负责此事。戴季陶对这件事认真负责, 在主持

考试院繁忙的工作之外, 阅读了 /三礼0及汉四史等书, 经常

通信与周钟岳、贾景德、陈立夫等人商议有关事宜, 他对制定

5中华民国礼制6的体例、内容都有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从小受到儒家理论的熏陶, 其伦理观是以封建伦

理道德为圭臬,在对国民进行思想控制的过程中, 他逐步形

成了以推崇 /四维0、/八德 0为基本特征的伦理观, 提倡恢复

固有的民族道德,即恢复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0这些德性,强

调用 /礼义廉耻0四维来统摄其它各种德目。

1934年 2月 19日,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数

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并发表5新生活

运动之要义6的演讲, 阐明新生活运动是以 /礼义廉耻 0为中

心准则,要求国民将此中心准则贯彻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衣食

住行四个方面, 根除国民生活中 /污秽0 /浪漫0 /颓唐 0 /懒

惰0的毛病, 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实在、守秩序

的 /文明0生活, 实现国民生活的 /艺术化 0、/生产化0、/军

事化0。 /礼义廉耻0中是以礼为首要, 蒋介石曾说: 我们再

看这礼义廉耻之中,哪一件最重要呢? 我们看这四个字排列

的顺序,就可以知道第一要紧的, 就是 /礼0。既然 /礼 0是第

一要紧的,就要制定一定的礼仪, 使人们遵循, 这样, 人们才

可以依乎 /礼0而生活, 才可能有 /规规矩矩的态度0。正是

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和维护统治需要, 他在民国礼制新旧混

乱的时候, /殷切0关注礼仪的制定工作, 多次指示制定礼

仪,这才有了礼制讨论会的召开和5中华民国礼制6的制定。

二  北泉议礼活动

笔者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 5中华民国礼制6并不是

在 1943年北碚温泉召开的礼制讨论会上开始形成的, 它是

在 1932年内政部、教育部共同制定的5礼制草案 6的基础上

经过反复修改、讨论又加以补充的结果, 有一个前后相继的

动态过程。

(一 ) 5礼制草案6的初定

1932年 9月, 内政部、教育部会同制定了 5礼制草案 6,

包括礼制原则、婚礼草案、丧礼草案、祭礼草案、相见礼草案

等内容,此草案先后几次呈行政院, 使之再转呈国民政府进

行审核并颁行,但因草案内问题较多,都未能施行, 经过三四

次修改后,写订成册。 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后, 蒋介石命令

制礼的事情缓期议定,因此被搁置下来。直到 1941年冬,第

三次全国内政会议上, 礼俗司认为 /婚丧礼节, 关系重

要0 [9] ,将5礼制草案6提出重新加以讨论, 但与会代表众议

纷纭,莫衷一是, 最后通过的一致决议是将 5礼制草案6按原

定条例试行, 在推行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修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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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1942年 2月, 蒋介石命令立即颁定礼制, 指定内政部、

教育部、考试院三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当时内政部将5礼制草

案6重新加以增删后形成5内政部拟礼制草案稿6, 并于 8月

呈递行政院, 请求先将草案试行, 行政院对此没有明确的表

示同意。在 1943年 8月 16日的纪念周上, 蒋介石又指示各

种礼节应该从速拟订。内政部长周钟岳 8月 25向蒋介石递

了呈文, 内写 /本部早经拟订礼制草案呈院奉核定颁行,拟请

指定人员审议以期实施0等语 ,并附送礼制草案及服制条例

草案。蒋介石阅览两草案之后,对5礼制草案6的评价是 /大

体似尚妥适0,并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此后的礼制谈话会

和礼制讨论会都是以此草案为基础,进一步扩充完善。

(二 )礼制谈话会

上文阐述的5礼制草案6, 因为内容不够完善, 存在较多

问题, 一直被搁置了十一年未能解决。蒋介石注意到 /民国

风俗以及礼制罔不紊乱,婚丧喜庆无所适从 0 [ 10], 命令有关

院部, 在 1943年内必须完成有关婚丧喜庆的礼仪 ,使民间参

照遵行, 虽然礼仪一时不能臻至完善, 但是有胜于无,并且指

示实行分工原则, 在教育部成立国立礼乐馆, 为审议制定机

构, 以内政部为行政执行机关。

1943年 8月 27日开始, 教育部在国立礼乐馆举行为期

两天的礼制谈话会, 主要是审议5礼制草案6,主席为国立礼

乐馆馆长顾毓琇, 记录人为陆兰秀, 出席人员有杨仲子、林

彬、刘盥训、王德溥、孔令燦、陈石珍、赵乃传、闻钧天、王近

信、宋湜、包惠僧、朱家让、刘季洪、卢前、郑颖孙、陈可忠、陈

礼江、王汝昌、章益、陈念中等。此次会议有一个详细的记录

即5国立礼乐馆礼制谈话会记录6。

从会议记录看, 会议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与会

人员就制定礼仪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提出建议, 主要讨论

的问题有: 关于5礼制草案6制定的原则、礼与乐的关系、礼

与俗的关系等; 后一阶段是对 5礼制草案6的内容逐条加以

讨论、研究,主要工作是:对不当的用词加以斟酌, 调整原来

行礼仪式的顺序, 根据当时习惯更改原条文并根据社会的变

化增加新条文。

经过这次讨论修改, 5礼制草案6更加完善, 上了一个新

台阶, 为后来礼制讨论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但也不可否认,

在此次的讨论中, 又增加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字词或条文。

(三 )礼制讨论会

1943年 9月,蒋介石在 /总裁申支电令 0中指出,礼制服

制是 /全民族精神习尚所关,必须精思博思, 如吾兄者 (指戴

季陶 )主持审议,即请召集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国民政府典

礼局长、内政部礼俗司长及有关部会负责人员, 参照上意 (即

蒋介石对5礼制草案6提出的两点修改意见 ), 再加切实会商

审核, 于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完成修正草案。0 [ 11]即指定戴季

陶负责制礼事宜, 并限期完成。当时, 中央全会参政会接连

开会, 陈立夫出巡未归,当陈归来,国民党中央又是各项会议

典礼连续不断, 直到 10月 25日, 戴季陶才约集内政部、教育

部、铨叙部主管和考试院秘书作初步的意见交换。此次小范

围内的集会认为, 礼制不外吉凶军宾嘉五礼, 军礼宾礼部分

已有基础, 所急于制定的是政府学校及一切公教人员学生所

奉行的各种公私生活仪制,并且决定再次开会拟订礼制必须

加请军政外交机关主官, 共同研究决定大体方针。

1943年 11月,戴季陶约集内政、外交、教育、宣传、礼俗

司、文官处、铨叙部等各部门人员和各界名流专家, 在重庆北

碚温泉召开礼制讨论会, 与会人员有中央党部委员丁惟汾、

副秘书长狄君武、内政部长周钟岳、教育部长陈立夫、国立礼

乐馆馆长顾毓琇、铨叙部长贾景德、外交部次长胡世泽、典礼

局局长田士捷、考试院秘书长史尚宽、秘书陈百稼、军事委员

会委员周亚卫、宣传部主任秘书章渊若、礼俗司司长闻钧天、

帮办李安、甄核司司长陈曼若、社会教育司司长刘季洪、教育

部秘书段天炯、国立礼乐馆礼制组主任卢前, 各界名流专家

有柳诒徵、汪东、靳志、罗香林, 甘晓林负责记录工作。可谓

是各界名流济济一堂, /一时耆彦多与其会0 [ 12]正如卢前所

说: /北泉之会,实开国盛事。0 [13]

此次会议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 按照吉、嘉、军、宾、

凶五礼分类讨论,吉礼和凶礼列为第一组,由陈立夫负责,嘉

礼和宾礼列为第二组, 由贾景德负责, 军礼采用的是军事委

员会颁布的陆军礼节,此次会议没有设组讨论制定。会后各

组分别将议论的初稿整理成篇, 最后由顾毓琇汇编为 5北泉

议礼录6, 5中华民国礼制6包含在其中。1944年春国民党中

央忙于各种会议,也无暇顾及礼制问题, 没有对初稿进行商

讨。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 教育部将印行的5北泉

议礼录6呈请国民党中央审核颁定。顾毓琇对此次讨论会评

价很高,他说: /是会也, 重立纲目,始定民国礼制之基。0 [ 12]

三  5中华民国礼制6的局限性及进步性

5中华民国礼制6改变 5礼制草案6中婚、丧、祭、相见四

种礼仪的分类方法, 并对其内容加以扩充, 采用篇章节目的

形式,按照吉嘉军宾凶五礼分为五篇。在具体的内容之前有

总纲,规定了制礼的最高原则、基本信条及礼制的作用。第

一篇吉礼,分祭祀和纪念两章,其根据是: /凡治人之道, 莫急

于礼,礼有五经, 莫急于祭, 盖吉礼之原始于敬天, 尊祖, 崇

德,报功, 示不忘其本初。故君子之教也, 必由其本顺之至

也,其见之行事, 不离郊祭,奉之以物, 道之以礼, 安之以乐,

参之以时,致其诚信与忠敬之义也, 兹篇酌此意, 分祭祀、纪

念二章0 [14] 4。祭祀分为国祭、公祭、家祭三节, /凡列于国家

祀典者为国祭,仅由地方举行者为公祭, 人民祭其祖先为家

祭。0 [ 14] 4关于纪念, 5中华民国礼制6认为其意义 /同于祭祀

之报本反始不忘其初 0, /今宜举行纪念, 广事宣传, 使民共

晓,不必托之祭祀, 而于义则一, 0所以也将纪念归于吉礼篇

中,包括国父纪念、革命先烈纪念日和其他纪念三节内容。

第二篇为嘉礼,共包括崇敬、庆祝、就职、觐谒、荣典、飨燕、抚

幼、婚礼、学礼、考试、集会十一章内容,并且各有其制定的目

的: /崇敬以教忠,庆祝以笃爱, 抚幼以教慈,学礼以重道。婚

礼为人伦之始,集会以群育为归,就职以综名实, 考试以慎选

举,荣典以奖功勋, 觐谒以致尊让, 飨燕以著和宁, 凡皆礼之

用也。0 [ 14] 13第三篇为军礼, 前已阐明礼制讨论会上, 军礼没

有专门设组,采用军政部颁定的陆军礼节条文, 而海军空军

礼节、授旗凯旋仪式等还未拟订,所以5中华民国礼制6只把

陆军礼节的纲要列举出来, 没有具体的内容。第四篇为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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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主要包括国际仪节、官吏仪节、学校礼节、国民仪节四章

内容。国际仪节采用的是 1943年 8月按照行政院训令刊行

的外交礼节, 5中华民国礼制6中没有转录其内容, 只列其纲

要。第五篇凶礼 , 分丧礼、恤荒二章, 丧礼一章包括通用丧

礼、特典、追悼会等内容。恤荒就是对发生灾荒地方的存恤,

地方发生灾荒时, 由上一级长官前往慰问,受灾害的人民应

通过停止庆祝、娱乐、宴飨等方式表示哀恤, 邻近灾荒的地

方, 宜率先表示哀恤,并征集财物,予以救济及慰问。

5中华民国礼制6的内容由于受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

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有迷信、繁琐、不合时

宜的弊端。祭祀礼节中规定用上香, /香 0这种物体点燃后

能升腾起缕缕烟雾, 起到传达讯息的作用,能引起先人的注

意, 达到世人与先人灵魂的沟通,这是一种迷信的表现。在

丧礼中, 按当时法律规定已经取消的立丧主还继续使用。其

次等级思想严重。民国初建时, 已废除跪拜礼,行鞠躬礼, 这

是一大进步, 只有在重要场合行三鞠躬礼,平时交际规定是

一鞠躬, 5中华民国礼制6将鞠躬礼又按等级不同而分三鞠

躬、一鞠躬、互行一鞠躬, 这是等级思想的一种表现。

虽然5中华民国礼制6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它还是有

其进步性的, 有很多地方是值得肯定的。首先对礼仪名目、

仪节进行简化。吉礼取消了以往的祭天、地、天神、朝日、夕

月等各种自然之神, 主要是祭对中华民族有重大贡献或德高

望重的人物, 以发扬他们的精神,有 /崇功报德之义0。其次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次制礼的指导思想指出 /中华民国之

礼制, 自有中华民国伟大历史为之根基。且中华日益进步,

世界亦趋大同, 则今兹礼制不可离中国固有之道德精神, 然

亦绝不止于因循习惯; 不当背现代世界文明国家之共同趋

向, 然亦有独立创进之精神。0 [ 14] 1在礼书中规定纪念的仪

节, 以重发明创始之功,而不将其归之于祭祀则属首例。

最后是吸收了西方的礼仪, 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

5中华民国礼制6正式将握手礼这种西式的相见礼仪载入官

吏仪节。婚礼仪节吸取了西式婚礼中的证婚人、介绍人、主

婚人、傧相、读结婚证书、交换饰物、训词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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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ng the R itual in BeiQuan and Its Achievem ents

) ) ) Ceremony of the Repub lic of Ch ina

KAN Yu- x iang

(Wuhan B io engineer ing Insititute, Wuhan 430415, Ch ina)

Abstrac t:  In 1943, Jitao Dai he ld a sym posium about etiquette at the ChongQ ing Be ibe iSpring, and Ce rem ony o f the Republic

o f Ch inaw as form ulated, and its background, fo rmu la tion process, m a in contents, progresses and lim itations are discussed and ana-

lyzed in this paper. On the background o f the dem and of soc iety and politica l activ ity and the push ing o f high- rank ing o ffic ials 'pe r-

son, and based on R itua ls of sta te D raft, and afte r a con fe rence of the r itua ls and discussing the r itua l in Be iQuan, Ce rem ony of the

Republic o f Ch inaw as form ulated, and itsm a in contents are the five cerem on ies o f auspic ious, fine, m ilita ry, guest, inauspicious. Fo r

a var ie ty o f reasons at that tim e, inev itab ly, som e lim itation ex ists, for examp le, superstition, tediousness, behind the tim e and ideo lo-

gy o f hierarchy and so on. But the prog resses is indispensable, such as, simp lify ing ceremony and etiquette in the content, and hav ing

ce rtain innova tion, and abso rb ing western etique tte, and acting on inte 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hav ing strong system aticness and sense

o f order.

K ey words:  the Repub lic of Ch ina;  d iscussing the ritual in B eiQuan;  Ce rem ony o f the Repub lic of Ch ina;  Jitao D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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