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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礼俗一词，早在《周礼》一书中就被多次使用，常常和政治制度并列。
从先秦时代以来，礼俗就与整个的“礼”不同，它有一定的范围，正如《礼记·王制》篇中所说：“
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
”现代民俗学将之概括为“人生礼仪”，即每个社会成员在各个成长阶段，通过这些礼仪形式扮演着
从家庭到社会的不同角色，它表现了个人与家庭、社会的伦理人际关系。

王贵民编著的《礼俗史话》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从先秦至近代中国的
“六礼”及出生、教育、成长、养老、死亡等礼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介绍了各个时期自皇室
到民间各地区、各民族实施各项礼俗的具体情况，并对古籍所载礼仪的典章名物做了简明的介绍。
《礼俗史话》可以使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礼俗文化的全貌，从中看到古代社会的众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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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贵民，研究员。
男，1930年生，江西湖口人。
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
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参加郭沫若主编大型科研资料《甲骨文合集》的编纂，曾任核心组成员。
从事先秦史研究，主要专著有《商周制度考信》、《中国礼俗史》、《春秋》（合著，任通审）、《
商西周文化志》（合著）和《春秋会要》（合著）。
专题论文有《就甲骨文所见试说商代的王室田庄》、《从殷虚甲骨文论古代的学校教育》、《商朝的
官制及其历史特点》、《试论贡赋税的早期历程》、《两周贵族子弟群体的研究》、《商周庙制新考
》以及《试论商代社会和政权的结构》等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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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一 礼俗的广泛形成——先秦时期
 1.燕卵?足印?祀高禖
 2.蓬弧?设蜕别男女
 3.幼教清规戒律多
 4.“三加弥尊”庆成人
 5.亲迎于渭烂其盈门
 6.男扮媵娣进都城祖孙联姻非笑语
 7.祈眉寿无疆西伯善养老
 8.邻有丧舂不相
 9.丧仪制度化文明又繁重
 10.齐疏之服馇粥之食
 11.祭神如神在
 12.礼尚往来退“贽”不嫌
 13.乡人饮酒尚齿习礼
二 继承与拓新——秦汉至南北朝
 1.高裸有祠坛新兴九子母
 2.生儿贺羊酒试周始流行
 3.教妇初来教儿婴孩
 4.加冠的冠次有增减
 5.何如花烛夜轻扇掩红妆
 6.防隔内外咸化廉清
 7.从忌日之哀到生日之贺
 8.鸠杖的故事
 9.高坟?蒿里?万僧斋
 10.短丧?裸葬?举义丧
 11.赤帝五方帝不再立“尸”祭
 12.相见论风操乡饮初衰微
三 繁化与整合——隋唐五代时期
 1.胎教、幼教渗医学洗儿钱与汤饼会
 2.帝范?诗教?诫子书
 3.冠礼复古制 昌允讨没趣
 4.姓氏录与禁婚家公主再嫁风气奢
 5.拜堂?打聋?兴婚会泰山?月老?射雀屏
 6.柏梁诗与千秋节礼拟元会授版职
 7.丧葬定级丧服加重李白葬友刘昌埋胔
 8.丧家收泪观路祭皇帝命撰阴阳书
 9.祀神复周制孔庙立爵位
 10.贽品定级拜礼变 贡士始叨鹿鸣宴
四 约古繁今——宋元时期
 1.禖坛迎祭上帝张仙、观音送子
 2.安产图与再生仪
 3.家训、世范始盛行
 4.加冠改作加巾帽拜母专节终取消
 5.六礼合并为三礼起帖、肩舆与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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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圣寿节庆典空前养老礼始见式微
 7.丧礼革古添新俗辽元本族葬仪殊
 8.佛事延后世火葬遭遏制
 9.三教神位大增加茅沙降神祭山仪
 10.乡居杂仪酌古通今
 11.乡饮酒礼变古离谱
五 繁化与蜕变——明清至近代
 1.求子对象多尊神偷鞋?拍喜?摸门钉
 2.洗三歌与圆锁礼
 3.格言流行女教书多
 4.冠笄礼简约并转成丁礼多彩多姿
 5.皇亲?媵妾?典妻
 6.“三礼”风行新俗繁民族婚仪呈异彩
 7.婚礼陋习与美俗良风
 8.圣寿节铺张极致寿庆文化遍民间
 9.丧葬礼俗的近代走向
 10.加重服制昙花一现各民族葬俗蔚奇观
 11.神位祀典多变化民间祭礼成模式
 12.相见无贽有茶待乡饮读律终废置
六 民国时期婚丧礼俗的变革与反复
 1.婚姻礼俗
 2.丧葬礼俗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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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国、南北朝的皇帝更兴起“双后”、“双妻”之制。
孙皓的滕后失宠，而宫妃佩带皇后印玺者便有多人；前赵刘聪时有上皇后，左、右皇后的称号；北周
宣帝亦如此，进而立天元、天右、天左皇后等，后来又冠以“大”的尊称；北魏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不只是继承古代媵妾制，而且是“多后”制，正是古礼忌讳的“并后匹嫡”，亦即公开的多妻制。
南朝皇帝还算遵守古制，但一般也是三夫人九嫔。
这时，诸王、郡公、侯及品官等有置妾的定额，从八妾六妾，至四到一妾不等。
实际上，有的官僚豪富也立两名正夫人，或称左、右夫人。
士庶之家也有婢妾。
《颜氏家训·后娶》篇里提到“江左不讳庶孽”，妻死用婢妾主持家事；而河北则必须重娶，有娶至
三四人者，以至引起家室不和，屡起讼事。
 至于相反的一妻多夫制，这时也出现极少事例。
如西汉宣帝时，燕代地区出现过“三男共娶一妇，生四子”，难以均分，引起诉讼之事。
 这时还出现官府的赐婚与强制配偶。
赐婚在皇室屡见，汉文帝的窦姬就是吕后赐给的，吴孙权把何姬赐给马和。
进一步发展便是群体的强配：西汉淮南王曾命令九江郡一带的民家女，“以待游士而妻之”。
三国魏灭蜀汉后，就将蜀汉宫人全都分赐给无妻的魏将领；魏、北齐都曾兴起“录送寡妇”的勾当，
命令郡守将成千的寡妇，实际上包括不少活人的妻子配给有功的士兵。
 社会上还流行指腹婚。
早在鸿门宴上，张良争取项伯保刘，带他见刘邦，刘邦就对项伯敬酒，并“约为婚姻”。
这是未生儿女之前，预先订约。
东汉初，贾复为光武打天下，被河北义军重伤。
光武来慰问时，贾妻正怀孕，便定下：若生女，我子娶之；若生男，我女嫁之。
此俗到西晋、南北朝时更加流行，就明言“指腹为婚”。
 这期间，“童养婚”也正式出现，汉代称做“待年”。
汉昭帝的上官氏，立后时年仅6岁，等到婚龄时再结婚。
曹操一次进三女于汉朝皇帝的夫人，“小者待年于国”。
当时东沃沮族盛行童养媳，女孩10岁即许至男家，养大至婚龄期，又送回娘家，再行迎娶。
这种包办婚姻形式下，民间小媳妇多半在男家服劳役、受虐待。
 上述几种婚姻，都带有极大的强制性与剥削性，尤其是统治集团，根本不管什么婚姻制度，为所欲为
，广大民家深受其害。
 这个时期一般实行早婚。
汉代皇帝、太子有不少人在十五六岁成婚。
下及魏晋，相沿成习。
晋武帝曾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长吏配之。
”17岁仅是下限，可早不可晚。
从那时的《列女传》看，不少女子13岁便出嫁，有的14岁即守寡。
南朝皇帝有的在10余岁时便纳妃、立后。
北朝婚龄更早，魏、齐一些皇太子，都是10余岁时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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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话:礼俗史话》讲述了自先秦至近代中国冠、婚、丧、祭、乡、见“六礼”以及生育、幼教、
养老等礼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介绍了从皇室到民间各地区、各民族实施各项礼俗的具体情节
，重点论述其中的伦理意义，分辨其中的陈规陋习与良风美俗的不同，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礼俗文
化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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