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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思想以「仁」主之，仁之意，推而廣之即為「愛」；合而言之，即為「人

道」。精神之極致，則在服務、慈悲、欣賞、尊重與包容之性情的豁顯。 

    蓋以人如只為一個體，卻無對人性情的關懷，最終只是一孤立的小我，當無

法呈露對人的愛，換言之，亦無法得其始終的仁，則其人生存於天地之中，所得

僅為一渺小的個人，當無能昇華為人性高超的大我。 

    然而「我」之本身，其基本義，乃在兼具「理」與「實踐」之性。依前者言，

「理」即仁禮的發用；依後者言，「實踐」即禮儀通則的展露。以是知小我之「理」

與「實踐」，亦大我的體現；而此體現，一發為服務，一發為慈悲，再發為欣賞……

等等，皆仁體之存心與禮義的映現。是如本論文所講「冠」、「婚」之儀，即為「仁、

禮」的實踐，亦「通則」明達的顯用。而此顯用，即船山《禮記章句》所云的人

本之道；形之於美和〈新五倫〉，即為服務之樂，慈悲之善，尊重之敬欣賞之美

與包容之愛。此「樂、善、敬、美、愛」之徹底以行，人性至真至善之情乃能煥

其光澤而為君子、為賢者，徹上徹下，皆可通達。 

    至於仁禮的大我，其存之於心而映現於外，最終歸宿又在於「誠」。是「誠

之者，人之道」，於是知人道合誠，始終如一，其修齊治\平之境，乃焉然可期。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王船山王船山王船山王船山、、、、人道之誠人道之誠人道之誠人道之誠、、、、通則之儀通則之儀通則之儀通則之儀、、、、新五倫新五倫新五倫新五倫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王船山，即王夫之，明末清初學者。其治學以漢學為門戶，以北宋五子為堂

奧；治經以《易》致力最深，治史則每有特識，均足開拓學者心胸。 

之一。    所著甚多，曾藩曾重刻《船山遺書》於金陵書局，共五十八種，計二

百八十八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即其項目 

    《禮記章句》著作要旨，可於船山〈禮記章句序〉首段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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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易易易》》》》曰曰曰曰：『：『：『：『顯諸仁顯諸仁顯諸仁顯諸仁，，，，藏諸用藏諸用藏諸用藏諸用。』。』。』。』緣仁制禮緣仁制禮緣仁制禮緣仁制禮，，，，則則則則〈〈〈〈仁仁仁仁〉〉〉〉體也體也體也體也，〈，〈，〈，〈禮禮禮禮〉〉〉〉用也用也用也用也；；；；

仁以行禮仁以行禮仁以行禮仁以行禮，，，，則則則則〈〈〈〈禮禮禮禮〉〉〉〉體也體也體也體也，〈，〈，〈，〈仁仁仁仁〉〉〉〉用也用也用也用也。。。。體用之錯行而仁義之互藏體用之錯行而仁義之互藏體用之錯行而仁義之互藏體用之錯行而仁義之互藏，，，，其宅其宅其宅其宅

固矣固矣固矣固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仁而已矣仁而已矣仁而已矣仁而已矣；；；；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仁而已矣仁而已矣仁而已矣仁而已矣；；；；

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仁而已矣仁而已矣仁而已矣仁而已矣。。。。而禽獸之微明而禽獸之微明而禽獸之微明而禽獸之微明，，，，小人之夜氣小人之夜氣小人之夜氣小人之夜氣，，，，未嘗不存未嘗不存未嘗不存未嘗不存

焉焉焉焉；；；；唯其無禮也唯其無禮也唯其無禮也唯其無禮也，，，，故雖有存焉而不能顯故雖有存焉而不能顯故雖有存焉而不能顯故雖有存焉而不能顯，，，，雖有顯焉而無所藏雖有顯焉而無所藏雖有顯焉而無所藏雖有顯焉而無所藏。。。。故子曰故子曰故子曰故子曰：『：『：『：『復復復復

禮為仁禮為仁禮為仁禮為仁。』。』。』。』大哉禮乎大哉禮乎大哉禮乎大哉禮乎！！！！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顯也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顯也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顯也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顯也
1111」」」」    

。是「禮」者，「天道之所藏」，亦「人道之所顯」；天道隱於「禮」中，人道則

因「禮」以顯，而禮之顯，又因仁之推己行之久遠，是如船山所言，緣仁制禮，

則仁為體，禮為用；反之，以實踐言，仁以行禮，則禮為體，仁為用。乃知仁與

禮，禮與仁互為體用，終極則在人道精神的闡揚。 

    論及「人道」，有二層次，一為理性，一為儀節。理性層次，即仁體的推展，

亦「誠」道之展衍；儀節層次，即禮用的推廣，亦人生價值之呈現。合而言之，

即理與行的綜述，且為體與用一致的連結。故同為人，乃有君子、小人之別，而

小人之所以為小人，非其不存仁，唯在其無禮，是以如船山所言「雖有存焉而不

能顯，雖有顯焉而無所藏」，即在其存體而不顯用，有仁而無禮，故不免淪於小

人之流。然則如何而可由小人昇華君子？理由簡單，「復禮」即可。夫子所謂「復

禮為仁」，禮之出於誠，守禮言敬，規矩合宜，上下無措，則仁在其中，必而為

君子。是以論人道之理，禮之誠必為第一要件，「自誠明，自明誠」，則仁可期至。

再以生活儀節，為人與人間相處的架構，無架構，禮不得行，亦無社會秩序可言。

尤以冠婚喪祭為生活憑藉，其亦倫類的依繫，無禮為之，則冠昏喪祭失所憑依，

社會秩序即顛倒混淆而至於亂。是而談「禮之人道」，則禮之「誠」與禮之「儀

則」，皆所當列，而「誠」與「儀則」又為理與行的體用相合。至於美和科技大

學〈五倫〉所提：「服務」、「尊重」、「慈悲」、「欣賞」、「包容」，又為仁人之道的

體驗。「慈悲」與「包容」是寬和的心態；「服務」、「尊重」是對人的態度；而「欣

賞」是藝術的關懷，合而言之，即人道的映現。因之，以「誠」為體，以「儀則」

為用，以「服務」之五倫為前提，而以船山《禮記章句》作引證，體用相襯，人

道意涵於焉可見。 

二二二二、、、、    人道依禮人道依禮人道依禮人道依禮之誠之誠之誠之誠以行以行以行以行    

    人與禽獸有別，人知依禮行禮，禽獸則否，是「禮」者為人禽之所判別。禮

又存乎仁，為人者有仁心，依禮以行，其人必端莊正直，無有窒礙。於是依仁之

禮言，則其為人必存乎敬；以其存乎敬，則動中皆宜，即合《中庸》「踐形知性」

之謂。 

    云「踐形知性」者，《禮記‧曲禮》表現最是切當。〈曲禮〉云：「毋不敬，

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船山注謂： 

「「「「毋不敬毋不敬毋不敬毋不敬，，，，大小眾寡之不敢慢大小眾寡之不敢慢大小眾寡之不敢慢大小眾寡之不敢慢，，，，動而慎也動而慎也動而慎也動而慎也。。。。儼若思儼若思儼若思儼若思，，，，未有思而端嚴凝志若有未有思而端嚴凝志若有未有思而端嚴凝志若有未有思而端嚴凝志若有

所思所思所思所思，，，，靜而存也靜而存也靜而存也靜而存也。。。。安安安安，，，，審處其當也審處其當也審處其當也審處其當也。。。。循事察循事察循事察循事察，，，，必得其安必得其安必得其安必得其安，，，，而後定之以為辭而後定之以為辭而後定之以為辭而後定之以為辭

                                                 
1 王船山〈禮記章句序〉，《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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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說說，，，，言而信諸心也言而信諸心也言而信諸心也言而信諸心也。。。。
2222」」」」    

動而慎，靜而存，循事察理，得其所安，是為踐形；合「敬、思、安」三者，則

為「知性」。踐形知性，在正心修身，正心修身之本，又在於「誠」；是「誠」者，

為禮之質，因「誠」而踐形知性，道即不遠。茲再申說如下： 

    禮之所重在人，無「人」則禮無所立。禮之所發，在尊尊親親之義，而尊親

之義又造端於孝，此亦人禽之辨的根本。有如《中庸》所引孔子之言：「武王、

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船山注云： 

「「「「達達達達，，，，通也通也通也通也。。。。承上章承上章承上章承上章
3333言武王纘大王言武王纘大王言武王纘大王言武王纘大王、、、、王季王季王季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而周公成而周公成而周公成

文文文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4444」」」」    

是繼志述事為孝道之延續，亦禮之醇然，而其根抵又在源自祖先終始的誠敬。此

「誠」者，為心之所發，亦敬意之粹然展露，其體現者則在乎人，故船山言人道，

必先言禮，而其造端則在於「誠」。是「誠」為人道所本，人道亦依「誠」以行，

茲再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禮禮禮禮之之之之誠為人道所本誠為人道所本誠為人道所本誠為人道所本    

    儒家思想，括而言之，即人文哲學之綜述。人文之義，追本溯源，又自《易》、

《禮》而出。以《易》言，《易經》之卦涵三爻，乃即天地人三才，地居下，天

居上，人則處其中。雖天尊地卑為《易》之定位，然其位仍以中為主，是天地人

三才必以人為中心；而《禮記》之《記》，乃云人得天地秀氣而生，有人才能行

其教化；是《易》、《禮》之述，皆人文素養之表露。船山云：「天地之生，人為

貴，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故無速見之慧。物之始生也，形之發知皆疾於人，而其

終也鈍。人則具體而儲其用，形之發知，視物而不疾也，多矣，而其既也敏。孩

提始知孝，旋知愛親；長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也。君子善養之，

則耄期而受命。
5
」此「天地之生，人為貴。」數見於《易》、《禮》二書，船山

所承，即此思想。以天地之變化，在順乎自然，自然之道昭顯宇宙則待乎人為。

質言之，天地之豁顯，無人道即無由得行；而物之始，其形之發疾於人，其終也

乃鈍；若人則具體而藏用，形之發，非如物之疾，然其終也則敏於物，其較物為

高，是為貴，故能順乎自然而豁顯天意。再者：「天地之生，以人為始，故其弔

靈而聚美，首物以克家，明聰睿智，流動以入物之藏而顯天地之妙用，人實任之。

者，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者，亦人也，反本自立而體天地

                                                 
2 《禮記章句》卷一，頁 2。《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2。 
3 言武王、周公之繼志述事。孔子云：「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

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夫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朝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禮記

章句》卷三十一，頁 1274-1276。 
4 同上。 
5 《思問錄‧內篇》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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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則全乎人矣。
6
」天地生物，物類成長，賴乎人去成全。人者弔靈聚美，

首物克家，明聰睿智，入物之藏而顯天地妙用，是為天地之心。若聖人者亦常人，

然反本自立而體天地之生，是又為全人矣。如以「元亨利貞」表天地之完成，則

「仁義禮智」即人心的表露。而若人能盡己之心性，且能「體天地之生，贊天地

之化育」，反本自立，則人亦能臻至全人。 

    全人的條件，船山以「誠」視之，其謂：「自天生之而皆誠，自人成之而不

敢不明。
7
」又云：「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其見之誠。生於一

念之復，所賴於賢人君子者多矣。
8
」是而天生之，人成之，天人皆誠，互為合

諧，自然運轉，必為合律；然天只是理想，事之能否完成，則待人的努力。而人

者，能行其自由意志，如其意志堅實無礙，能完成一己的化育，即能盡一己的性；

盡一己的性，即能盡「明明德」的性，必如船山所言：「自天生之而皆誠，自人

成之而不敢不明」，此即禮合節度之謂。禮合節度，則凡事皆明，即為無礙；以

無礙的心推之於物，物亦顯其德澤，進之光輝照耀而欣欣向榮，即合《中庸》「盡

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之意，則必參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同其流。 

（（（（二二二二））））人道依人道依人道依人道依禮之禮之禮之禮之誠以行誠以行誠以行誠以行    

    船山之「誠」，為「實」之誠，但「實體」的誠，乃必得以人性為本，所謂

的「性」，即映現「己身」之謂。換言之，物皆依己性而有變易，而誠者，即存

於性之中。蓋以人之自身，一生常在變易，變易每隨境遇而轉，吉凶福災亦因人

而異，是為流轉，此流轉雖因人形氣而有不同，但根本規律其實不變，是所謂的

「自然」之道，這自然之道即是「天道」，如《中庸》所說：「誠者，天之道也。」

至於人者，雖為萬物之靈，仍隨物而變，順境而易，變易之道，即在盡人事的當

然。是「誠之者，人之道也」，此「誠之」者，乃在盡人性的真實，人性真實，

才能豁顯人的價值。但以人性雖真，如無克制能力，便易因外物之引而虛妄不真，

而為「私欲」之蔽。故「誠之者」，必在克其私欲，還其本來，亦即還其天理的

本然，但這不容易做到，乃因人皆平凡，為聖為賢者畢竟少數，是以要多克制，

克制之道，又來自教化，此即「自明誠謂之教」之意，如此，才稱「盡之」。船

山云： 

「「「「聖人之盡性聖人之盡性聖人之盡性聖人之盡性，，，，誠也誠也誠也誠也；；；；賢人之奉教賢人之奉教賢人之奉教賢人之奉教，，，，明也明也明也明也。。。。誠則明矣誠則明矣誠則明矣誠則明矣，，，，教斯立矣教斯立矣教斯立矣教斯立矣；；；；明則誠矣明則誠矣明則誠矣明則誠矣，，，，

性斯盡矣性斯盡矣性斯盡矣性斯盡矣。。。。……………………聖人之德聖人之德聖人之德聖人之德，，，，自誠而明自誠而明自誠而明自誠而明，，，，而所以然者而所以然者而所以然者而所以然者，，，，則天命之性則天命之性則天命之性則天命之性，，，，自誠明自誠明自誠明自誠明

也也也也；；；；賢人之學賢人之學賢人之學賢人之學，，，，自明而誠自明而誠自明而誠自明而誠，，，，而其能然者而其能然者而其能然者而其能然者，，，，惟聖人之教惟聖人之教惟聖人之教惟聖人之教，，，，自明誠也自明誠也自明誠也自明誠也。。。。
9999」」」」    

聖人之德所以「自誠而明」，在其修持圓熟，紀綱條理，昭晰不貳，得以列禮、

樂、刑、政，確然行於天下後世，使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能而盡其性。乃知聖人

有其誠必有其明，其盡性合天，本自然的發見；聖人之所明，賢人得之而可以誠；

「明」開於聖教，非教之但可以明而無當於誠，是賢人明聖人之所明，亦立聖人

                                                 
6 《周易外傳》卷二，〈復卦〉頁 12。 
7 《尚書引傳》卷一，〈堯典〉，頁 4。 
8 《周易外傳》卷二，〈復卦〉頁 14。 
9 《讀四書大全說》卷三，《中庸》第二十一章，頁 13。又《船山全書》第六冊，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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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誠；賢人之所以學聖人而幾於天者，用功資始即有以明。進而言之，聖人之

心清淨無欲，其性乃自誠而明；然人性易為私欲所蔽，即賢人亦不免於蔽，因之，

賢人必恪守聖人的教訓勉力於人性，才能自明以誠，而其誠之之道，又必依「禮」

以行。以「禮」者，誠於內而行於外，是以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進之從容中

道。 

   再者，誠亦為仁義禮的樞紐。既云「誠之者，人之道也。」 則誠之所至，在

立人之道；立人之道無他，在「仁」與「義」而已。仁義之用，源於禮之體，則

禮為仁義所會通，而天則因其自然品節以立人之道。如再析解，則仁之本，乃天

地生物之心，而得之以生；義之本，乃天地利物之理，而人得之以宜；禮之本，

乃天地秩物之文，而人得之以立。人之得以生，得以宜，得以立，皆在得天理之

自然，其彰顯明白者，端在於「誠」，是「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合仁義禮三者觀之，人道之大義乃寓乎其中。 

三三三三、、、、人禽辨人禽辨人禽辨人禽辨義以禮為義以禮為義以禮為義以禮為準準準準則則則則    

    禮之誠，推而廣之，為人道之極致。然在「禮」自身言，必於「理」之外，

又復具實踐之義。以禮之設，雖立規矩以維持社會秩序，但其內在之意，即在因

秩序的抒解而有人禽之別。蓋以人有知，禽獸亦有知；人有生之欲，禽獸亦有生

之欲；如其無異，則人與禽獸即無由判別，其謂「理」、謂「實踐」，乃至謂仁即

禮之道亦不必言說，故此禮者，所重乃即人禽的辨義，亦為「涵天理道德之實，

而直為人所以異於禽獸之符誌。
10
」此「實」者，必人所以異於禽獸的符誌，亦

人與禽獸的判別，此「判別」，一為以禮顯人與禽獸的分殊；一為以禮作人道本

質的維繫。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以禮顯人禽以禮顯人禽以禮顯人禽以禮顯人禽的分殊的分殊的分殊的分殊    

    禽獸有心能語，亦有生之欲，然無禮以規約，故其行流於泛濫；以其泛濫，

故無節制，是以無倫類亦無理則，故而殊別於人。《禮記‧曲禮上》云：「鸚鵡能

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船山注云： 

「「「「在野曰獸在野曰獸在野曰獸在野曰獸，，，，見獲曰禽見獲曰禽見獲曰禽見獲曰禽。《。《。《。《易易易易》：『》：『》：『》：『田無禽田無禽田無禽田無禽』，《』，《』，《』，《御法御法御法御法》：『》：『》：『》：『逐禽左逐禽左逐禽左逐禽左』，』，』，』，皆獸也皆獸也皆獸也皆獸也。。。。鹿鹿鹿鹿

牝曰麀牝曰麀牝曰麀牝曰麀。。。。作為者作為者作為者作為者，，，，因人心自有之制而品節之為章程也因人心自有之制而品節之為章程也因人心自有之制而品節之為章程也因人心自有之制而品節之為章程也。。。。天之生人天之生人天之生人天之生人，，，，甘食悅甘食悅甘食悅甘食悅

色色色色，，，，幾與物同幾與物同幾與物同幾與物同。。。。仁義智信之心仁義智信之心仁義智信之心仁義智信之心，，，，人得其全人得其全人得其全人得其全，，，，而物亦得一曲而物亦得一曲而物亦得一曲而物亦得一曲，，，，其為人所獨有其為人所獨有其為人所獨有其為人所獨有

而鳥獸之所必無者而鳥獸之所必無者而鳥獸之所必無者而鳥獸之所必無者，，，，禮而已矣禮而已矣禮而已矣禮而已矣。。。。故禮者故禮者故禮者故禮者，，，，人道也人道也人道也人道也，，，，禮隱於心而不能著禮隱於心而不能著禮隱於心而不能著禮隱於心而不能著，，，，則則則則

仁義智信之心雖或偶發仁義智信之心雖或偶發仁義智信之心雖或偶發仁義智信之心雖或偶發，，，，亦因天機之亦因天機之亦因天機之亦因天機之乍動乍動乍動乍動，，，，與虎狼之父子與虎狼之父子與虎狼之父子與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無蜂蟻之君臣無蜂蟻之君臣無蜂蟻之君臣無

別而道毀矣別而道毀矣別而道毀矣別而道毀矣。。。。君子遭時之不遇君子遭時之不遇君子遭時之不遇君子遭時之不遇，，，，禮教墮禮教墮禮教墮禮教墮，，，，文物圮文物圮文物圮文物圮，，，，人將胥淪於禽獸人將胥淪於禽獸人將胥淪於禽獸人將胥淪於禽獸，，，，如之如之如之如之

何其不懼也何其不懼也何其不懼也何其不懼也。。。。
11111111」」」」    

                                                 
10 曾昭旭《王船山哲學‧船山之經學》頁 124。 
11 《禮記章句》卷一，頁 7-8。《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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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以為人之為人，如無道德仁義之心，其亦同於禽獸之心。試想鸚鵡能言，猩

猩能語，所缺者乃在道德仁義之心，以其不知倫類的維繫，無法建立整體社會規

約的秩序。古聖人出，依道德仁義制定規範，此規範即踰越禽獸之上而為人遵循

的準則。若人遵循準則而行，則異於禽獸；反之，必與禽獸無別。故船山言禮，

開宗明義即指出：「禮者，人道也。」禮必與「仁義智信」之心相合，乃能發而

中節，而盡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否則，無此心，則虎狼相為父子，蜂蟻相為

君臣，如何能行其節，此即謂「人道毀矣」。 

    再者，如〈郊特牲〉所云：「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船山注云： 

「「「「執摯執摯執摯執摯，，，，謂親迎奠雁也謂親迎奠雁也謂親迎奠雁也謂親迎奠雁也。。。。敬敬敬敬，，，，慎也慎也慎也慎也。。。。章章章章，，，，明也明也明也明也。。。。禮以章之禮以章之禮以章之禮以章之，，，，非禮不合非禮不合非禮不合非禮不合，，，，則確則確則確則確

然一本而父子親矣然一本而父子親矣然一本而父子親矣然一本而父子親矣，，，，仁不昧而後義生仁不昧而後義生仁不昧而後義生仁不昧而後義生，，，，禮以行義者也禮以行義者也禮以行義者也禮以行義者也。。。。物物物物，，，，事也事也事也事也。。。。安安安安，，，，定定定定

也也也也。。。。無別無別無別無別，，，，則仁無自以生而義亦則仁無自以生而義亦則仁無自以生而義亦則仁無自以生而義亦不立矣不立矣不立矣不立矣，，，，不言禮者不言禮者不言禮者不言禮者，，，，禮者禽獸之所本無禮者禽獸之所本無禮者禽獸之所本無禮者禽獸之所本無，，，，

不待言也不待言也不待言也不待言也。。。。禽獸之道者禽獸之道者禽獸之道者禽獸之道者，，，，謂夷狄知有母而不知誰謂夷狄知有母而不知誰謂夷狄知有母而不知誰謂夷狄知有母而不知誰，，，，雖得天下雖得天下雖得天下雖得天下，，，，立法治民與立法治民與立法治民與立法治民與

禽獸同禽獸同禽獸同禽獸同。。。。
12121212」」」」    

「人不昧而後義生，禮以行義者也。」是仁義禮，禮義仁，彼此相輔，亦彼此相

成。言禮，則仁義生；非禮，則仁義亡。此人與禽獸之別幾希，此「希」者在乎

仁義之禮而已。故禮者，人之所本，尊禮則為人，非禮則入禽獸之流。是夷狄知

有母而不知其父，此之謂「亂」，亂者與禽獸何擇！ 

    又者，禮合文質，只重質而不文，則流於「野」，且而任質滅文，即落於夷

狄之道。〈禮記‧檀弓下〉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

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

者，有故興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船山注云： 

「「「「見見見見，，，，偶見之偶見之偶見之偶見之，，，，孺子母相失孺子母相失孺子母相失孺子母相失，，，，慕泣而踊慕泣而踊慕泣而踊慕泣而踊。。。。壹壹壹壹，，，，一向也一向也一向也一向也。。。。哀者有不必欲踊者矣哀者有不必欲踊者矣哀者有不必欲踊者矣哀者有不必欲踊者矣，，，，

故有子疑其賢故有子疑其賢故有子疑其賢故有子疑其賢。。。。其是其是其是其是，，，，猶言以此猶言以此猶言以此猶言以此。。。。微微微微，，，，猶約也猶約也猶約也猶約也，，，，情有甚而約之使勿過情有甚而約之使勿過情有甚而約之使勿過情有甚而約之使勿過也也也也。。。。

故者故者故者故者，，，，已然之謂已然之謂已然之謂已然之謂。。。。興興興興，，，，起起起起。。。。物物物物，，，，事也事也事也事也，，，，為人之所固有而已然者興起其為人之所固有而已然者興起其為人之所固有而已然者興起其為人之所固有而已然者興起其事以事以事以事以

著之也著之也著之也著之也。。。。踊生於哀之固有踊生於哀之固有踊生於哀之固有踊生於哀之固有，，，，以故興之也以故興之也以故興之也以故興之也，，，，踊而有節踊而有節踊而有節踊而有節，，，，則以微其情也則以微其情也則以微其情也則以微其情也。。。。直直直直，，，，

率也率也率也率也。。。。徑行徑行徑行徑行，，，，行不由道行不由道行不由道行不由道，，，，不興不微不興不微不興不微不興不微，，，，任情作輟任情作輟任情作輟任情作輟，，，，是徑行也是徑行也是徑行也是徑行也。。。。因哀者有不必因哀者有不必因哀者有不必因哀者有不必

欲踊者欲踊者欲踊者欲踊者，，，，遂任人之或踊或不踊遂任人之或踊或不踊遂任人之或踊或不踊遂任人之或踊或不踊，，，，而不以一成之節而不以一成之節而不以一成之節而不以一成之節，，，，任質滅文任質滅文任質滅文任質滅文，，，，戎狄之道也戎狄之道也戎狄之道也戎狄之道也

矣矣矣矣。。。。
13131313」」」」    

「以故興物」是藉外在事物引發心裏情感；「直情徑行」，是將情緒直率地表現在

行為上；以其「直率」，所以易失節制。而禮者，因節制而合矩度，若無矩度而

宣洩跳踊，情緒即為之失控，失控即謂之「野」，是謂「任質滅文」，此船山以為

與戎狄無異。 

    至於人道與禽獸的別異，所重在禮，要義則在教化的施行。在位者施其教化，

風行草偃，則霑育所及，民即向善。〈孔子閒居〉載：「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

                                                 
12 《禮記章句》卷十一，頁 37。《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657 
13 《禮記章句》卷四，頁 29-30。《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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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行於天下，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孔子以「五至三無」之治者，為民之父母。

若「五至」，即志之至，詩亦至；詩之至，禮亦至；禮之至，樂亦至；樂之至，

哀亦至，是哀樂相生。而所以如此，船山注云： 

「「「「人君以四海萬民為一體人君以四海萬民為一體人君以四海萬民為一體人君以四海萬民為一體，，，，經綸密運經綸密運經綸密運經綸密運，，，，邇不泄邇不泄邇不泄邇不泄，，，，遠不忘遠不忘遠不忘遠不忘，，，，志之至也志之至也志之至也志之至也。。。。乃於其乃於其乃於其乃於其

所志之中所志之中所志之中所志之中，，，，道全德備道全德備道全德備道全德備，，，，通乎情理而咸盡通乎情理而咸盡通乎情理而咸盡通乎情理而咸盡，，，，故自其得好惡之正者則至乎詩矣故自其得好惡之正者則至乎詩矣故自其得好惡之正者則至乎詩矣故自其得好惡之正者則至乎詩矣；；；；

自其盡節文之宜者則至乎禮矣自其盡節文之宜者則至乎禮矣自其盡節文之宜者則至乎禮矣自其盡節文之宜者則至乎禮矣；；；；自其調萬物之和者則至乎樂矣自其調萬物之和者則至乎樂矣自其調萬物之和者則至乎樂矣自其調萬物之和者則至乎樂矣；；；；自其極惻自其極惻自其極惻自其極惻

怛之隱者則至乎哀矣怛之隱者則至乎哀矣怛之隱者則至乎哀矣怛之隱者則至乎哀矣。。。。凡此四者之樂凡此四者之樂凡此四者之樂凡此四者之樂，，，，並行互致並行互致並行互致並行互致，，，，交攝於所志之中交攝於所志之中交攝於所志之中交攝於所志之中，，，，無不無不無不無不

盡善盡善盡善盡善。。。。凡先王敦詩陳禮作樂飾哀之大用傳凡先王敦詩陳禮作樂飾哀之大用傳凡先王敦詩陳禮作樂飾哀之大用傳凡先王敦詩陳禮作樂飾哀之大用傳為至教者為至教者為至教者為至教者，，，，其事雖賾其事雖賾其事雖賾其事雖賾，，，，而大本所而大本所而大本所而大本所

由和同敦化者皆自此而出由和同敦化者皆自此而出由和同敦化者皆自此而出由和同敦化者皆自此而出。。。。
14141414」」」」    

又云： 

「「「「樂非侈物樂非侈物樂非侈物樂非侈物，，，，則和樂之中則和樂之中則和樂之中則和樂之中，，，，惻怛不昧惻怛不昧惻怛不昧惻怛不昧，，，，或值其哀或值其哀或值其哀或值其哀，，，，哀可生而不相奪哀可生而不相奪哀可生而不相奪哀可生而不相奪也也也也；；；；哀非哀非哀非哀非

喪志喪志喪志喪志，，，，則悲戚之當則悲戚之當則悲戚之當則悲戚之當，，，，心理交得心理交得心理交得心理交得，，，，逮逮逮逮其其其其為樂為樂為樂為樂，，，，樂可生而不復滯也樂可生而不復滯也樂可生而不復滯也樂可生而不復滯也。。。。而詩與禮而詩與禮而詩與禮而詩與禮

之交成者愈可知矣之交成者愈可知矣之交成者愈可知矣之交成者愈可知矣。。。。
15151515」」」」    

是人與禽獸之分，在人之「敦詩陳禮作樂飾哀之大用傳為至教」，敦詩而陳禮，

陳禮而作樂，作樂而抒胸中所感所念，一發為喜樂，一發為惻怛，則情思有所寄；

意念有所託，其交於胸中者，即「函之為志而御氣以周乎群動天地之間」，此為

人之所本，若禽獸者，則萬萬不能。 

 

（（（（二二二二））））以禮作人道本質的維繫以禮作人道本質的維繫以禮作人道本質的維繫以禮作人道本質的維繫    

    人道以禮作人禽的辨義，亦以禮作人與人間的維繫，是禮者為「人道」之所

本。以仁之禮言，為人者，存乎敬；為敬者，即存乎禮；為禮者，亦必為仁者。

是仁者人也，盡人之義，即盡人道，此即《中庸》「踐形知性」之謂。 

    此「踐形知性」，《禮記‧曲禮》表現極為切當。〈曲禮〉云：「毋不敬，儼若

思，安定辭，安民哉！」船山注云： 

「「「「毋不敬毋不敬毋不敬毋不敬，，，，大小眾寡之不敢慢大小眾寡之不敢慢大小眾寡之不敢慢大小眾寡之不敢慢，，，，動而慎也動而慎也動而慎也動而慎也。。。。儼若思儼若思儼若思儼若思，，，，未有思而端嚴凝志未有思而端嚴凝志未有思而端嚴凝志未有思而端嚴凝志。。。。若若若若

有所思有所思有所思有所思，，，，靜而存也靜而存也靜而存也靜而存也。。。。安安安安，，，，審處其當也審處其當也審處其當也審處其當也。。。。循事察循事察循事察循事察，，，，必得其安必得其安必得其安必得其安，，，，而後定之以為而後定之以為而後定之以為而後定之以為

辭說辭說辭說辭說，，，，言而信諸心也言而信諸心也言而信諸心也言而信諸心也。。。。
16161616」」」」    

動而慎，循事察理，得其所安，是為踐形；合「敬、思、安」三者，則為知性。

踐形知性在正心修身，正心修身之本，即在於禮。故「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

修言道，禮之質也。」船山注云： 

「「「「道道道道，，，，順也順也順也順也。。。。能修其道以踐其言能修其道以踐其言能修其道以踐其言能修其道以踐其言，，，，則行修矣則行修矣則行修矣則行修矣。。。。所言者皆可修之於身所言者皆可修之於身所言者皆可修之於身所言者皆可修之於身，，，，則言順則言順則言順則言順

矣矣矣矣。。。。
17171717」」」」    

                                                 
14 《禮記章句》卷二十九，頁 2。《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204。 
15 同上。 
16 《禮記章句》卷一，頁 2。《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2 
17 《禮記章句》卷一，頁 5。《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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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謂順，謂君子不不可對人言者，君子不不可言，言必忠信；言忠信，行篤敬，

則無處不可去，其道乃能行，是以謂「行修言道，禮之質也。」易言之，禮之質

即行修言道；修為踐形，言道為知性：禮者，乃在其中。 

    〈曲禮〉又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

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背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船山注云： 

「「「「在理曰道在理曰道在理曰道在理曰道，，，，在心曰德在心曰德在心曰德在心曰德。。。。仁者仁者仁者仁者，，，，愛之體愛之體愛之體愛之體；；；；義者義者義者義者，，，，心之制心之制心之制心之制。。。。禮以顯其用禮以顯其用禮以顯其用禮以顯其用，，，，而道而道而道而道

德仁義乃成乎事矣德仁義乃成乎事矣德仁義乃成乎事矣德仁義乃成乎事矣。。。。設科以督正之曰教設科以督正之曰教設科以督正之曰教設科以督正之曰教，，，，啟釋其所未通曰訓啟釋其所未通曰訓啟釋其所未通曰訓啟釋其所未通曰訓，，，，教訓斯民以教訓斯民以教訓斯民以教訓斯民以

正俗者正俗者正俗者正俗者，，，，以為善去惡為大綱以為善去惡為大綱以為善去惡為大綱以為善去惡為大綱，，，，而非示之以禮而非示之以禮而非示之以禮而非示之以禮，，，，則不能隨事而授之秩敘則不能隨事而授之秩敘則不能隨事而授之秩敘則不能隨事而授之秩敘，，，，以以以以

備乎善也備乎善也備乎善也備乎善也。。。。上上上上，，，，官長官長官長官長。。。。下下下下，，，，貳屬貳屬貳屬貳屬。。。。游學曰宦游學曰宦游學曰宦游學曰宦，，，，親者親者親者親者，，，，親其師友親其師友親其師友親其師友。。。。班朝班朝班朝班朝，，，，序序序序

朝朝朝朝。。。。禱禱禱禱，，，，祈也祈也祈也祈也。。。。祠祠祠祠，，，，辭也辭也辭也辭也，，，，謂告祭也謂告祭也謂告祭也謂告祭也。。。。地祇曰祭地祇曰祭地祇曰祭地祇曰祭，，，，天神曰祀天神曰祀天神曰祀天神曰祀。。。。供供供供，，，，薦薦薦薦。。。。給給給給，，，，

備物備物備物備物。。。。謂宗廟饋食之祭謂宗廟饋食之祭謂宗廟饋食之祭謂宗廟饋食之祭。。。。誠誠誠誠，，，，盡其心也盡其心也盡其心也盡其心也。。。。莊莊莊莊，，，，飭其事也飭其事也飭其事也飭其事也。。。。恭恭恭恭，，，，神之神之神之神之肅也肅也肅也肅也。。。。

敬敬敬敬，，，，心之慎也心之慎也心之慎也心之慎也。。。。樽樽樽樽，，，，酌也酌也酌也酌也。。。。節節節節，，，，制也制也制也制也。。。。退退退退，，，，自抑也自抑也自抑也自抑也。。。。讓讓讓讓，，，，遜於人也遜於人也遜於人也遜於人也。。。。禮著禮著禮著禮著

於儀文度數於儀文度數於儀文度數於儀文度數，，，，而非有恭敬之心而非有恭敬之心而非有恭敬之心而非有恭敬之心，，，，樽節之度樽節之度樽節之度樽節之度，，，，退讓之容退讓之容退讓之容退讓之容，，，，則禮意不願則禮意不願則禮意不願則禮意不願。。。。君子君子君子君子

禮之無往不重而必著明其大用禮之無往不重而必著明其大用禮之無往不重而必著明其大用禮之無往不重而必著明其大用，，，，使人皆喻其生心而不容己使人皆喻其生心而不容己使人皆喻其生心而不容己使人皆喻其生心而不容己，，，，故內外交敬故內外交敬故內外交敬故內外交敬，，，，

俾禮意因儀文以著俾禮意因儀文以著俾禮意因儀文以著俾禮意因儀文以著，，，，而禮達乎天下矣而禮達乎天下矣而禮達乎天下矣而禮達乎天下矣。。。。
18181818」」」」    

禮著於儀文度數，儀文度數因禮以行。然禮之行，必其人有恭敬的心，樽節之度，

與退讓之容，禮才能顯。無其恭敬，無其樽節，亦無其退讓，要禮有所行，畢竟

困難。而禮之要，在顯其用，雖有仁心，禮無所用，仁心亦無由發展，此謂「道

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成。」乃至分爭辨訟五倫關係宦學事師、

班朝治軍、蒞官、禱祠祭祀，等等，皆禮之為，亦禮之用。必有其用之理，有其

用之義，為人之道，才能彰顯，踐形知性的境域才能伸延，是「禮」為人道本質，

當無疑議。 

    至於美和「五倫」，所謂「服務」等，雖以「事務」為說，不論如何，皆重

儀文度數，所設「就學方案」、「性別平等」、「生涯規畫」等舉措，亦以禮為前提，

而按步驟施行，使事務順利推展，究其源頭，當為禮儀節度之延伸。 

 

四四四四、、、、人道人道人道人道以以以以禮儀通則禮儀通則禮儀通則禮儀通則為要為要為要為要    

    禮之義，在言理；禮之行，在踐履。是禮為理，亦可為節文；而禮之極致，

乃在人倫洽適，規矩切當。 

《管子》云：「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

理也。
19
」故禮之有理，在有其節文，節，蓋即人行為之規範，人依規範而行，

即能始終規矩不踰越法度。朱子亦云：「禮謂之天理之節，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

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個天理之節，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

                                                 
18 《禮記章句》卷一，頁 56-7《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6-17。 
19 《管子‧心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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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之節文。
20
」朱子之意同於管子，在禮者為一天理，此天理落實為人事，即

使教有規矩，凡事合於憑據，人倫庶物安適安和洽釋，是謂「合宜」。 

由是知「禮」者，一為理的踐履，一為理的節文。踐履在純然之敦篤，節文

在文飾之整飭。二者皆在合規律無偏倚歪邪。人而如此，則修身必明，推而行之，

則家齊國治天下太平，此《禮記正義‧序》「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之謂。

而禮之行，理想極致乃在天地人倫的諧合，由此諧合而天地位萬物育，干戈不起，

太平恆久之治即能齊至，是人道中禮之為用乃為大。 

 人道中禮之用所以為大，在與社會化生活關係最密切。蓋無社會化的生活，

即無所謂的踐履；無所謂的踐履，當亦無所謂的禮，畢竟社會化的生活乃是禮之

道德屬性的本源。換言之，有社會化的生活，方能推而至於鄰里鄉黨。進一步說，

家庭中任一分子都扮演著社會化的角色，這角色地位延伸領域甚廣，使單一變多

元，使家庭變為鄰里鄉黨。 

再者，禮所表現者，亦為宗教的屬性。所展露者，即人類原初的理性生活及

情感生活，其轉為道德屬性，即使人之理性內化而為具約束力的心靈要求或良

知，此心靈要求或良知則併於既定的社會組織及結構中發揮其效用。是「禮」之

用即人類在道德及宗教層面上，由內在而推向外在力量的鼓動。 

然只言道德及宗教屬性，於禮的踐履性仍顯不足，須得透過具體的禮儀活

動，禮的功能才能得真正的體現，蓋以無禮儀活動，禮不過一虛文，亦無所謂「節

文」可言。譬〈經解〉所云：「以奉宗庙，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

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鄰里，則長幼有序。」進而言之，禮之「通則」

涵蓋「冠、昏、喪、祭、射、燕、鄉飲酒、朝聘」等儀節皆可說為道德倫理而設，

所具社會化、宗教化乃至政治化的意蘊亦在此。今如以〈經解〉所言：「朝覲之

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

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

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做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且而「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

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

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

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行，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

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由上之二段詳觀，知道德理性之社會化、倫理之道，

皆以禮行之，其彬彬之善世代相傳，允為不衰。是以「冠、昏、喪、祭、射、燕、

鄉飲酒朝聘」等禮儀涵蓋的道德教化之功能即充分顯現，人際和諧的社會生存原

則亦聯繫不變。
21
準此體現與不變的條件，合而言之，即禮儀的「通則」，此通則

亦即船山「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中國，君子之所以君子，蓋將舍是而無以

為「立人之本」之意。 

至於「冠、昏、喪、祭、射、燕、鄉飲酒、朝聘」中，「喪、祭」儀則包涵

                                                 
20 《朱子語類》卷 42，頁 1709。 
21 參見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卷，頁 3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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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廣，限於篇幅，暫不舉列；而「射、燕、鄉飲酒、朝聘」之禮，或有未宜，故

亦不列，今所談者，則惟「冠、昏」之儀，以二者為人道所本，本立而道生，是

以先敘。 

（（（（一一一一））））冠禮之儀冠禮之儀冠禮之儀冠禮之儀    

    語及「冠禮」，所重在其「義」，《禮記》云冠禮，皆以「冠義」目之他若「燕

射、鄉飲酒、朝聘」之禮，亦以「義」稱之。故云「冠禮」，乃就「冠義」而說。

船山對「冠義」言之殊少，僅謂「《儀禮》之今存者有〈士冠禮〉，而此以言其義

也。古大夫冠禮，天子、諸侯之冠見於《大戴記‧公符篇》，亦可以此義通之。
22
」

以為《儀禮》〈士冠禮〉已載此禮，於義理抒解即可。然如就道德層面觀之，則

冠禮仍有值稱說處。 

    蓋以冠禮為一成人禮，其對社會化教育當有一階段性標誌，如〈冠義〉首段

結語：「冠者，禮之始也。」又第三段結語：「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則「成

人禮」其源當出於原始部落時期，其為長者對部落成員實行教育達一定階段所進

行的施禮活動。意謂男女青年到成熟期，數年之間，須通過部落所規定的各種程

序及儀式，並接受一系列訓練和考驗，目的在使即將成部落成員的男女青年具備

必須的知識，且有相當的技能以面對困難與危險的能力。
23
因此，可以說設計成

年禮的儀式，其意在使單一的個人成為「完全的人」，並能執行部落活動的職能。

由是亦知「冠禮」也者，其實是通過加冠儀式，確認青年人所具備的成人地位與

身份而舉行的禮儀活動由《儀禮》〈士冠禮〉記錄的加冠儀式內觀之，其內容已

改變早期原始社會成人禮教的集體儀式與內容考驗等形式，而以加冠戴冕等象徵

儀節作為禮儀的展示、最簡單者，如為成人者取字，拜見家長、兄弟、親屬及地

方官紳賓客等等，顯現群聚社的時代特徵。 

    依據「禮」的規定，男女青年至二十即須舉行「冠禮」之儀。其程序在受禮

者須分別加戴不同形式的三禮冠，即「緇皮冠」、「皮弁」、「爵弁」，三者各自表

達不同的象徵意義。《儀禮》〈士冠禮〉載：「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

則緇之。」所謂「齊則緇之」，係指行齋戒禮而戴，所存者即古禮，所用者即「玄

冠」，有「委貌」、「章甫」、「毋追」等名稱。此〈士冠禮〉載「委貌，周道也；

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

章，明也。甫，或為父。
24
」學者楊寬亦云： 

「「「「行冠禮時行冠禮時行冠禮時行冠禮時，，，，男子取男子取男子取男子取『『『『字字字字』』』』的方式是的方式是的方式是的方式是『『『『伯某父伯某父伯某父伯某父』』』』或或或或『『『『仲某父仲某父仲某父仲某父』』』』等等等等，，，，用來表示用來表示用來表示用來表示

具有男性成員的權利的具有男性成員的權利的具有男性成員的權利的具有男性成員的權利的。。。。而且而且而且而且『『『『章甫章甫章甫章甫』』』』成為西周成為西周成為西周成為西周、、、、春秋時宋人禮帽的通用春秋時宋人禮帽的通用春秋時宋人禮帽的通用春秋時宋人禮帽的通用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至於至於至於至於『『『『委貌委貌委貌委貌』』』』和和和和『『『『玄端玄端玄端玄端』』』』禮服合稱禮服合稱禮服合稱禮服合稱『『『『端委端委端委端委』』』』或或或或『『『『委端委端委端委端』』』』的禮服的禮服的禮服的禮服，，，，又又又又

是春秋時代貴族常用於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的是春秋時代貴族常用於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的是春秋時代貴族常用於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的是春秋時代貴族常用於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的。。。。例如晉文公接受周襄公的冊例如晉文公接受周襄公的冊例如晉文公接受周襄公的冊例如晉文公接受周襄公的冊

命命命命，，，，即是即是即是即是『『『『端委以人端委以人端委以人端委以人』（《』（《』（《』（《國語國語國語國語‧‧‧‧周頌上周頌上周頌上周頌上）。）。）。）。『『『『陽谷之會陽谷之會陽谷之會陽谷之會，，，，桓公委端桓公委端桓公委端桓公委端，，，，搢笏而搢笏而搢笏而搢笏而

                                                 
22 《禮記章句》卷四十三，頁 1，《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505。 
23 參見林耀華主編《原始社會史》頁 387。（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24 《十三經注疏‧儀禮》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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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諸侯朝諸侯朝諸侯朝諸侯。』（。』（。』（。』（春秋穀梁傳春秋穀梁傳春秋穀梁傳春秋穀梁傳‧‧‧‧僖公年僖公年僖公年僖公年））））劉定公對趙文子說劉定公對趙文子說劉定公對趙文子說劉定公對趙文子說：『：『：『：『吾與子弁冕端委吾與子弁冕端委吾與子弁冕端委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以治以治以治民民民民，，，，臨諸侯臨諸侯臨諸侯臨諸侯。』（。』（。』（。』（左傳左傳左傳左傳‧‧‧‧昭公元年昭公元年昭公元年昭公元年））））子貢說子貢說子貢說子貢說：『：『：『：『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大伯端委以治周禮。』。』。』。』

（（（（左傳左傳左傳左傳‧‧‧‧哀公七年哀公七年哀公七年哀公七年））））董班于說董班于說董班于說董班于說：『：『：『：『及臣及臣及臣及臣    長也長也長也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端委韠帶以隨宰人端委韠帶以隨宰人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貳民無貳民無貳民無貳

心心心心。』（。』（。』（。』（國語國語國語國語‧‧‧‧晉語九晉語九晉語九晉語九））））見見見見，『，『，『，『冠禮冠禮冠禮冠禮』』』』的所以加冠的所以加冠的所以加冠的所以加冠，，，，無非表示授予貴族無非表示授予貴族無非表示授予貴族無非表示授予貴族『『『『治治治治

人人人人』』』』的特權的特權的特權的特權，，，，表示從此可表示從此可表示從此可表示從此可『『『『以治民以治民以治民以治民』』』』和和和和『『『『以治周禮以治周禮以治周禮以治周禮』』』』了了了了。。。。
25252525」」」」    

    至於「冠禮」第三次加戴的「爵弁」，卻是一種祭服。如〈雜記〉所云：「大

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白虎通‧紼冕篇》

亦云：「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則行冠禮加戴爵弁，其意除成人之

禮外，又具備參與宗廟祭典的資格與權利。顯然由《左傳‧成公十三年》所云：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觀之，則「冠禮」所行，不僅為成人之禮，亦兼具戎事

與祭事的權利和義務。由是更知成人禮者，一則獲取成人身份，一則相應得取權

利地位與責任義務，則自能對其行使其成人禮儀及道德標準的要求。必若〈冠義〉

所云：「成人之者，將責成人之禮焉也者，將責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行

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信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

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之。」則冠禮之義，盡在於斯。 

    成人之禮，將責「為人弟」、「為人少」，溯諸美和護理系每年舉辦的「加冠

禮」何嘗不如是。其加冠禮為五專二三年級學生，借燭光映照，魚貫入會場，之

後，由系主任等一一為參與者戴冠或鑲上髮飾，典禮簡單隆重，而為學生者，逐

一表其謝師之禮，上者慈愛、尊重與關懷，下者竭其虔敬的心，在行禮的過程中，

預見日後努力的方向與欣賞的人生，這樣由為人弟、為人少的情節，發而為對尊

尊長的禮敬，此以實踐印證理念，無疑即五倫最佳的典範。 

（（（（二二二二））））昏禮之儀昏禮之儀昏禮之儀昏禮之儀    

    昏禮之義，順冠禮而來，以成熟的人自有建立家庭繁衍後代的必要。《禮記‧    

內則》云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

故。《左傳‧襄公九年》載「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即如《周禮‧

大宗伯》亦多以「昏冠」並稱，如「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之謂，亦知冠昏禮為

維繫宗法家族重要的一環。 

    冠婚之義雖緊要，在船山《禮記章句》的〈昏義〉所言則簡。其云： 

「「「「昏昏昏昏，，，，陰禮也陰禮也陰禮也陰禮也，，，，其事用夕其事用夕其事用夕其事用夕，，，，故曰故曰故曰故曰『『『『昏昏昏昏』，』，』，』，明其義而推廣之明其義而推廣之明其義而推廣之明其義而推廣之。。。。其言天子其言天子其言天子其言天子、、、、諸侯諸侯諸侯諸侯

之昏禮之昏禮之昏禮之昏禮，，，，與與與與〈〈〈〈哀公問哀公問哀公問哀公問〉〉〉〉互相發明互相發明互相發明互相發明，，，，考之亦可以備古禮之亡考之亦可以備古禮之亡考之亦可以備古禮之亡考之亦可以備古禮之亡。。。。
26262626」」」」    

謂考之可以備亡失的古禮，所指當為周之宗法社會，以其時所推行乃一夫一妻多

妾制，此制如〈昏義〉所云，是能「合二姓之好」，然後「上以事宗廟，而下以

繼后世也。」「事宗廟」之舉，周時已行之有年，船山以「備古禮」言之，所期

乃在認清周時的婚姻制度，惟以所言稍簡，仍待乎推闡。 

                                                 
25 楊寬《古史新探》〈冠禮〉新探。（北京，中華書局 1956 年）。又姜廣輝《中國經學思想史》

頁 305 引。 
26 《禮記章句》卷四十四，頁 1，《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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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再以「合二姓之好」言，則成年男女結合，乃為經婚禮儀式公開化、合理

化及合道德化。而公開、合法且合道德的婚姻必為家庭建立及存續的前提。事實

上，人類社會之所以維繫不墜，其源乃在血緣與婚姻的接連，使不同族屬通過聯

姻以保持相互穩定關係而世代通好；同樣的，各族屬血延續亦通過異姓聯姻而綿

延不斷。且若此社會進入宗法時代，血緣與婚姻之紐帶即更受重視，因而產生更

嚴格的戒律與禁忌，即所謂「同姓不婚」、「男女有別」二者，後者甚至影響社會

生活的若干層面。此即《禮記‧郊特性》所載「夫昏禮，萬姓之始也。取於異姓，

所以附遠厚別也。」〈坊記〉亦載「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大傳〉亦載「繫

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婚姻制

度自昔即受重視其來以有自。至於何以「同姓不婚」，之所以限制，乃在強調父

系的血緣關係，對母系血緣如表兄弟姊妹等婚姻交通者，則未嘗限制。綜合言之，

無論環境如何變易，婚姻的聯繫始終為人類社會化生活的必要條件，畢竟其澈底

保持傳統宗教信仰及實現種族繁衍的意義與價值。 

    其次，再就「男女有別」之影響社會生活層面說：謂「男女有別」，有如船

山所說：「男女之別，謂各有匹偶，異於禽獸之無則也。
27
」男女各有匹偶，即有

其結合；有其結合，即有其約束，不致若禽獸之離亂，故而與其說是對男女青年

行為的約束，不若說是強調社會中男女兩姓因不同角色所承擔的不同責任與義

務。其在婚姻的體現，即因男女結合而預示其人將分別擔負家族中的責任與義

務。如《禮記‧郊特牲》所載男子「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內則〉亦載

女子將「事舅姑，如事父母。」明白表示男女青年婚後即將各自承擔起社會及家

族的責任與義務，以是在教育本質上，男女之教即有差異，此當作為「男女有別」

的註腳。 

    再以古代男女婚嫁年齡，說亦紛紜。一說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周禮‧

地官‧媒氏》即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內則》亦載：「三

十而有室，始理男室。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又「女十有五而筓，二十而嫁，

有故，二十三而嫁。」《大戴禮‧本命篇》亦載：「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

此外，《白虎通義‧嫁娶篇》亦以生理及陰陽奇偶證成其說，謂「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

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

萬物也。」《白虎通義》是參合《易》及〈陰陽〉之述，雖為讖緯之說，仍有可

參之處。
28
至於男女婚姻年齡而外，結婚儀式亦甚緊要。云既「合二姓之好」，基

於男女二方「親之」、「敬之」的道德意義，婚禮的禮儀程式皆經由「納采」始，

而由「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成婚」等階段完成，此階段

於《儀禮‧士昏禮》載之已詳，限於篇幅，不擬贅敘，然亦知古人對婚禮的重視。

揆之於今，雖禮儀形式有所簡化，但對禮制隆盛之慶賀，基本仍未改易。如美和

                                                 
27 《禮記章句》卷四十四，頁 3，《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1511。 
28 參見錢玄《三禮通論》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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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系年年舉辦新娘采妝，而以「欣賞」角度賞鑑婚禮之美，其情其景無非「五

倫」的闡揚，且讓婚禮形式由二姓的結合，而彼此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所謂的

「美」不言可喻，乃知婚禮為由「儀」而重「義」，禮之大用，於斯可見。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相較起來，人道之義，即涵服務、慈悲、欣賞、尊重與包容。合而言之，即

是出自仁心的「愛」，此愛非小愛，而是對人類關懷的愛。進一層說，此愛之我，

並非小我之我，而是大我之我。而我者，有其理性，亦有其實踐性。 

就理性言，是仁禮之理；就實踐性言，是禮儀通則的展現。因此禮儀不僅分

出人禽之別，亦表現人在天地間的莊嚴性，此莊嚴性一則表示大我的體現，一則

展示人間的關注，故服務是一禮，慈悲等等亦是一禮，發為冠婚之儀亦為一禮，

則人人之間，以仁存心，以禮相待，干戈即不至，禍亂必不生，和平即可瞬焉以

至。然此為理想，亦至高美境，須大慧大悲者始能臻至，亦惟其不能臻至，所以

奉行其節而心嚮往，亦不能言其為非。誠如船山《禮記章句序》所云：「《記》之

與禮相倚以顯天下之仁，其於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君子之所以為

君子，蓋將舍是而無以為立人之本。」是合仁禮之道，併之以義、智信等美德，

付諸實踐之行，使服務得樂，慈悲得善，尊重得敬，欣賞得美，包容得愛，則人

道之途，於焉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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