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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项目内容

 1.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2.中国礼仪与西方礼仪

 3.旅游服务礼仪及功能

◆项目内容

了解中国古代礼仪的

演变阶段；掌握礼仪的基

本概念；掌握礼仪的作用

与准则。认识礼仪在旅游

◆项目重点
1.礼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2.东西方礼仪的不同特点和差异 

3.旅游服务礼仪的概念

4.旅游服务礼仪应遵循的原则

5.旅游服务人员的基本素质

认识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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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作为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如同其他诸如文字、绘画等文化表现形式一

样，是人类不断摆脱愚昧、野蛮、落后，逐渐走向开化、进步和文明的标志。礼仪的

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零散到完整的渐进过程。揭示

礼仪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礼仪的本质，全方位地了解礼仪

文化，并通过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扬弃，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现代礼仪实践。

  案例引入

孔融让梨

孔融（153－208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建

安七子之一，他的文学创作深受魏文帝曹丕的推崇。据史书记载，孔融幼时不但非

常聪明，而且是一个注重兄弟之礼、互助友爱的典型。

孔融四岁的时候，常常和哥哥一块吃梨。每次，孔融总是拿一个最小的梨子。

有一次，爸爸看见了，问道：“你为什么总是拿小的而不拿大的呢？”孔融说：

“我是弟弟，年龄最小，应该吃小的，大的还是让给哥哥吃吧！”

┃思考讨论┃

孔融让梨的故事流传千载，成为礼仪、团结、友爱的典范。我们一起学习中国

古代的礼仪。

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礼仪传统源远流长。你还知道哪些中华文明礼仪的

典故？

礼仪作为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如同其他诸如文字、绘画等文化表现形式一

样，是人类不断摆脱愚昧、野蛮、落后，逐渐走向开化、进步和文明的标志。礼仪的 

礼仪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礼仪的本质，全方位地了解礼仪

文化，并通过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扬弃，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现代礼仪实践。

一、礼仪的起源

根据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人类礼仪的产生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源于原始的宗教祭祀

任务一    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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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辞海》解释：“礼”的本意为敬神。从繁体字“禮”的结构来看，左边是

“示”字，意为祭祀敬神，右边是祭物，表示把盛满祭物的祭具摆放在祭台上，献给

神灵以求福佑。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处于原始、蒙昧的

状态，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涝海啸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从而对自

然界产生神秘感和恐惧敬畏感，形成了对大自然的崇拜，并按人的形象想象出各种神

灵作为崇拜的偶像。同时，由于对自身的梦幻现象无法解释，原始人产生了“灵魂不

死”的观念，进而产生了对民族祖先的崇拜。对自然力量和民族祖先的崇拜一直是原

始社会最主要的两个崇拜对象。对两者的崇拜，主要是以祭祀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

祭祀活动，表达人类对神和祖先的信仰、崇拜，期望人类的虔诚能感化、影响神灵和

祖先，从而得到力和保护。在他们祭祀天地神明，保佑风调雨顺，祭祀祖先，保佑多

赐福少降灾的过程中，原始的“礼仪”就同时产生了。

（二）源于协调人类的相互关系和约定俗成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与太自然抗争的同时，人类的内部关系，如人与人、部

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人类面临的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群体生活

中，男女有别、老少各异，扶老携幼、爱护弱小既是一种天然的人伦秩序，又是一种

需要保证和维护的秩序。可以说维持群体生活的自然人伦秩序是礼仪产生的最原始动

力。在此基础上，礼仪扩大到人际关系的其他方面。

另外，礼仪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往往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

中，在社会生活中共同认定而形成，并被大家一致遵守和沿用的，所以礼仪是约定

俗成的。

二、礼仪的演变与发展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礼仪也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不

断变革的漫长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时期的礼仪有着十分显著的特征。

（一）原始社会的礼仪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还处于蒙昧的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人际关系十分简单，

礼仪也非常简朴。由于没有同大自然抗争的力量，科学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对大自然

和人自身的认识十分有限，对于很多现象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因此对大自然的崇

拜，图腾崇拜，祭天敬神成为原始社会礼仪的主要内容。同时，由于原始社会只有等

级而没有阶级，如老幼、首领与成员等，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民主的、有等级

的，这个时期的礼仪，也反映了民主、平等、等级的观念。原始社会的礼仪对于教育

社会成员，维护社会秩序，规范生产和生活起到了相当于法律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礼

仪，原始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二）奴隶社会的礼仪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逐步解体，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社会也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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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阶级的烙印。奴隶主为了维护其统治，将原始社会的祭祀礼仪发展成为符合奴隶

制社会需要的伦理道德规范，礼仪成为维护奴隶主尊严和权威，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

系，麻醉和统治人民的工具。如周代的“三礼”（即《周礼》《礼仪》《礼记》），

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周代的礼仪制度，标志着周礼已达到系统、完备的阶段，并由原先

祭祀天地祖先的形式跨入了全面制约人的行为的领域。奴隶社会的尊君成为礼仪的核

心，奴隶和奴隶主没有平等可言，妇女的地位更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奴隶主通过礼仪

制度不断强化人们的尊卑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这个时

期我国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一大批礼学家，第一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

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礼仪概念和规范，确定了我国崇古重礼的文化传统。“三礼”

等珍贵的典籍和文献，是我国礼仪的经典之作，对我国后世的礼仪建设起到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 

（三）封建社会的礼仪

在奴隶社会礼仪的基础上，顺应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需要，礼仪进一步深化发

展。封建礼仪制在最大限度地运用于社会的政治统治之中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教

化，使礼制的规范和要求，不仅运用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而且转化为人们的思想意

识，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言行，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奴隶社会的尊君观念在封

建社会发展为“君权神授”的理论体系，即皇权是神给的，所以“天不变，道亦不

变”。这“道”指的就是著名的“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完整的封建礼仪道德规范形成了。到了宋

代，封建礼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封建理学理论，并把道德和行为规范作为封

建礼制的中心，“三从四德”就是这一时期妇女道德礼仪的标准，妇女的地位进一步

下降。明清时期延续了宋代以来的封建礼仪，并进一步完善。封建礼仪中的“君权神

授”夸大神化了帝王的权力，“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使人的个性受到了极大的

压抑，限制了人们之间的平等交往。封建礼仪集政治、法律、道德于一身，是统治阶

级最重要的统治工具。同时也为调整封建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为中华民族形成具有

特色的伦理道德准则提供了标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礼仪

伴随着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中国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太门，并进入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西方侵略者进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资

本主义的道德和礼仪也一同进入中国，西方文明和文化冲击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

礼仪制度和规范上，一方面，中国封建礼制面临着“礼崩乐坏”；另一方面，由于中

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资本主义礼仪规范只能部分地为中国国民所接受。所以这一时

期，中国传统礼仪和资本主义礼仪相互撞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层次上融合，形成中

西合璧的礼仪大杂烩。资本主义礼仪规范的传入方式虽然不光彩，但由于其在规范中

体现了自由、民主、尊重、和谐等思想，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其文明程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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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往的各个社会，所以受到了中国进步阶层的欢迎，并逐步推广到各个阶层和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礼仪规范在中国的推广和实施，为中国传统礼仪注入了新

的生机，简化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繁文缛节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各国礼仪道德文化之间的

交流和相互取长补短。

三、礼仪的特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交往规范的礼仪，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一）继承性

礼仪是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民族的文化冲突中，相对

来说，最易随着冲突而改变自身的文化的是表层结构，而文化的深层结构则不易在冲

突中改变，特别是其中的“心理积淀”部分。心理积淀是文化结构中最深层的文化层

面，它不仅是个人长期形成的心理习惯，这种积淀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定的观念定

势、思维定式、价值定势，并通过时间活动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使得现代文化与

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礼仪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构成了中

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己的礼仪文化心理。

这种礼仪文化心理是以反映中华民族文明水平、道德风貌、大智大勇等健康高尚的礼

仪修养为本质特征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礼仪文化的心理积淀。正因为礼仪具有继承性

的特点，因而使得礼仪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成为可能。事实上，每一个民族的礼仪文

化，都是在本民族固有礼仪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礼仪文化而不断

发展起来的。我国的现代礼仪就是在优秀的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东

西方礼仪文化之长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差异性

礼仪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是约定俗成的。但在具体运用时，由于文化传

统、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时间、空间或对象的差别，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这种差异主表现在三个方面：

（1）同一种礼仪内容由于时间、空间的差别，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我国

古代的跪拜礼现在就已被鞠躬礼或握手礼所代替。又如，同是见面礼，不同的民族和地

区则有不同的形式，除较为通行的握手礼外，还有鞠躬、合十礼、抱拳礼、拥抱礼等。

（2）同一种礼仪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民族间有着不同的意义。例如，在

阿拉伯地区，男人之间手拉手一起行走是一种友好和尊重的表示；而在美国则被视为

同性恋者。又如，中国人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而在保加利亚，摇头表示

同意，点头则表示不同意。

（3）同一种礼节，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也有细微的差别。如握手，若是初相

识，别握得太久，特别是男士与女士握手，一般轻轻握一下就松开，不宜太久，否则

有失礼之嫌；而男士碰到久别重逢的挚友，则可尽情地紧握，甚至把手握痛了也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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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礼。

正是由于礼仪存在着上述这些差异，因而要求人们在社交活动中，特别是在涉外

活动中，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对方的礼仪习惯，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彬彬有礼，以

促进社会交往的成功。

（三）丰富性

礼仪是一种行为规范，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不同的人在他所生活、学

习和工作的特定领域里，又有各种特定的礼仪要求。因此，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

式上，礼仪都是丰富多样的。事实上，从孩子降生到人世开始，他的父母就已开始对

他（她）进行家庭礼仪教育了。以后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青少年逐渐懂得“尊

老爱幼”“尊师守纪”“文明礼貌”等礼仪规范与礼仪常识，并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

的自觉行为。当一个人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除了要遵守社会基本的礼仪规范外，还

要熟悉和遵守各种职业礼仪。即使是从事同一职业的同一人员，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

中，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礼仪要求。例如，举行宴会时，宴会的服务员在引领迎宾、

斟酒倒水、上茶布菜、更换餐具和递巾送客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礼仪要求，绝

不可疏忽大意。凡此种种，都反映了礼仪的丰富性。 

（四）互动性 

礼仪的互动性，是指在一方施礼的情况下，另一方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否则即

被视为失礼，因为施礼本身就是相互尊重有礼貌的表现。正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

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这在国际交往中尤其要注

意，因为以礼相待是国际交往的准则。例如，1989年4月28日，我国海军郑和号远洋训

练舰访问夏威夷返航途中，巧遇美国太平洋舰队导弹驱逐“奥尔登多夫”号时，美舰

为表示友好，主动高速驶往郑和舰右后侧施礼，我国郑和舰全体官兵也立即以我军礼

节向美舰鸣笛还礼，以示友好。

（五）时代性 

礼仪是时代的产物，它不仅是特定时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

也都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迅速提高，在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华大地上涌现了许多新的礼仪方式。例如，借

助邮电部门进行电话、呼机拜年，传送鲜花与礼仪电报；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电视点歌

表达谢意与祝贺等。近年来，又兴起了发送电子邮件，网上对话、购物馈赠等。这些

新的礼仪方式给我国的现代礼仪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时代色彩。

   技能训练

学生通过上网或广泛阅读大量相关书籍，了解传统礼仪的特点、形式及其自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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