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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古代中国，礼仪教化是政治教化的重要方式，丰富完备的仪式体系成为开展政治教化的重要载体。中国
古代政治教化仪式主要包含个体人生仪式、国家军政仪式、社会交往仪式三大类型，具有系统完备、等级分明、道德至上、

礼乐结合的特点。在功能上，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表现出培育理想人格、维护政治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文化传

承的价值功用。这种仪式化反映出来的寓教于“时”、寓教于“情”、寓教于“行”、寓教于“境”的教育方法具有很重要的

现代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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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发展出
了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形成了悠久完备的礼仪

教化思想。“礼”成为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与根

本标志，而作为“礼”外在表现形式的仪式，自然

就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教化的重要载体。

一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主要
类型

礼仪的起源有原生说、宗教说、风俗说等诸多

不同说法，然其发展为礼仪制度则始于周公。

《左传》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

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公“制礼作

乐”，“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礼记·曲礼上》）。周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礼

乐思想和较为完备的礼仪制度。虽然周以后的各

朝代对礼仪教化有所发展，但周礼被奉为“古

制”，为后代所尊崇。孔子就一直把周朝的礼仪

制度奉为理想蓝本。中国古代礼仪的内容可以用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来形容。正如《礼记·中

庸》所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对于古代的礼

仪，儒家的典籍《三礼》有着详细的记载。其中，

《周礼》主要叙述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主要叙

述贵族的行为规范和礼仪程序，而《礼记》则主要

阐释礼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古代礼仪的分类也是说法不一。《周

礼》将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类；《王制》分

为“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大戴礼记·本

命》则分为“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

军旅”九礼；《仪礼》还记录有士冠礼、士昏礼等十

七篇①。尽管礼的分类不同，但形异神同，均综合

了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以及人生教育、政治

教育、社会交往三个面向。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

教化仪式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个体人生仪式

个体人生仪式主要围绕个人一生的生老病

死、婚丧嫁娶展开，包括祈子礼、胎教礼、出生礼、

命名礼、冠礼、笄礼、士昏礼、丧礼、祭礼等仪式。

个体人生仪式中包含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内容，如

贵族男子二十岁成人要行弱冠礼。汉代刘向对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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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进行了解释：“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

以自申饬。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

冠，必祝成礼加冠以厉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

以行事。”（《说苑·修文》）在冠礼中，有为男子三

次加冠并祝祷的程序。第一次加黑布冠，祝祷其

要抛弃幼年的心性，涵养成人的品德；第二次加皮

弁冠，祝祷其拥有端正的仪容，养成美好的德行；

第三次加爵弁冠，祝祷其要保持高尚的德性。三

次加冠，冠帽一次比一次贵重，告诫冠者德行要越

来越高尚。从生到死的一系列人生仪式对个体的

品德和行为起到培植和塑造作用，使其养成仁、

义、礼、智、信等美好品性。

（二）国家军政仪式

《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古代祭祀与战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祭礼与军礼自然也是非常重要

的国家仪式。古代国家层面的祭礼主要包括祭祀

天神、地祗等自然界神灵的祭神仪式和祭祀帝王、

祖先、圣贤等亡人的祭鬼仪式。军礼则主要包括

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

礼等几类。《周礼·春官·大宗伯》言：“大师之

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

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大师之礼

是指用兵、征伐之礼；大均之礼是指均地、征税之

礼；大田之礼是指野外狩猎之礼；大役之礼是指兴

建土木之礼；大封之礼是指定疆封土之礼。军礼

和祭礼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仪式在宣扬皇权合法

性、稳定社会和安抚民心上成效显著。

（三）社会交往仪式

古代贵族男子的社会交往活动主要涉及燕

礼、乡饮酒礼、射礼、士相见礼等仪式。燕礼，又称

宴礼，是古代君臣宴饮之礼；乡饮酒礼是乡里有一

定身份的人相互邀请宴饮的仪式，其中以当地的

行政长官邀请本地乡贤和年长者较有代表性；射

礼是古代贵族男子进行射箭的一种仪式，分为大

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士相见礼是古代士之间

的见面礼仪，分为交换礼物、跪拜、稽首、拱手等不

同的形式，依见面的对象而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

在古人的社会交往仪式中，仪式程序、仪式细节的

设计具有彰显其行为规范的功能。例如，在射礼

中，天子、诸侯、大夫、士所用的靶布不同，“天子

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

士布侯，画以鹿豕”（《仪礼·乡射礼》）。即天子

用画有熊头的靶布，白底；诸侯用画有鹿头的靶

布，赤色底；大夫用画有虎豹头的靶布；士用画有

鹿和猪头的靶布。靶布的不同显示出地位和级别

的高下，射礼就是通过靶布暗示人们要遵守社会

的等级制度和规则。

二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基本
特点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拥有涵盖各方的完备

体系，彰显自上而下的不同等级，注重道德至上的

伦理宣教，主张礼乐结合的仪式过程。

（一）系统完备

所谓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系统性，是指

我国古代的政治教化仪式涵盖国家和社会的各方

面，伴随个体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从公共领域到

私人生活，上至天子，下到庶民，只要有人在的地

方就有仪式，仪式可谓无处不有，无孔不入。中国

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系统性具有三个方面表征。

一是全面性。从横向上说，既包括国家和社会层

面的仪式，也包括个人人生的仪式；从纵向上说，

既包括对已逝先人的祭祀，对现世行为的规范，也

包括对未来事项的祈求；从空间上说，涉及天、地、

人、神、鬼等世间万事万物。二是层次性。中国古

代的政治教化仪式既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

类型的仪式，又可细化为“三百”“三千”的众多仪

式规定。既有总体脉络，又有具体细节；既有礼义

解释，又有仪程规范。三是丰富性。中国古代政

治教化仪式包含众多的象征符号，运用多样的象

征手段，达成丰富的象征意义，是一个灵活高效的

意义系统。

（二）等级分明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具有阶级性，这种阶

级性来源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和阶

级统治的政治本质。儒家以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

稳定为己任，其礼仪教化思想无疑服从和服务于

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具有鲜明的等级性。这种

等级性可以从“礼不下庶人”这一观点上一窥究

竟。《礼记·曲礼上》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

夫，刑人不在君侧。”即“礼仪规范不适用于庶人，

刑罚不用到大夫身上，受过刑罚的人不能在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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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任职”①。孔子对此解释道：“以庶人遽其事

而不能充礼。”（《孔子家语·五刑解》）郑玄则说

得更为明白，他说，庶人不仅忙碌，还比较贫穷，没

有钱财来准备礼物。古代礼仪之所以拒庶人于千

里，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别。古代的庶

人是不同于卿、大夫、士的下层，他们没有土地，多

数靠耕种贵族的土地为生，且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徭役，自然与上层社会的仪式无缘。阶级性是中

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道德至上

道德性是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一条

主线，也是其外衣。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祭祀仪式、

军事仪式，还是社会交往仪式与人生仪式，德行的

塑造与品性的培育伴随仪式始终。一方面，道德性

是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底色。自西周始，天命观开

始动摇，西周灭商后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自此，“德”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王静安

先生认为，“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②。德

政的思想后来被儒家发扬光大，并与礼相结合。道

德成为礼仪的土壤，为礼仪的发展提供养料和精神

内涵。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

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

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③。另一方面，道德借

助政治教化仪式而发展。对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

式而言，道德宣传虽然非其唯一功能，但却是其非

常重要的功能之一。遍布社会上层的众多仪式活

动让道德的宣传教化如借东风、日习暮染，对古代

中国社会起到重要的德育濡化作用。

（四）礼乐结合

儒家重视乐教，主张礼乐结合。“治世之音

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

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至

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

也。”（《礼记·乐记》）“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

不行，乐非礼不举。”④乐教内含德教且以德教为

原则。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

语·泰伯》）。在教人成人的过程中，诗、礼、乐相

辅相成，礼是核心和目的，诗和乐是途径和手段，

要符合礼的要求。在乡饮酒礼、大射礼、乡射礼中

都有对诗歌和乐工的记载。在乡饮酒礼中，乐工

要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笙

工要吹奏《南陔》《白华》《华黍》三首乐歌。在乡

射礼中，要演奏《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

《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苹》等乐歌。

三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无论是对个体的发

展，还是对社会的安定以及国家的治理都有着重

要的影响。总体来说，其价值功用突出表现在培

育理想人格、维护政治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

文化传承四个方面。

（一）培育理想人格

中国古代的政治教化仪式是培育民众，特别

是培育贵族阶层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荀子·

礼运》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

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

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

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记·

曲礼上》也对礼的起源给予了说明：“鹦鹉能言，

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

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

别于禽兽。”由此可知，对人进行教化，使人区别

于禽兽是进行礼仪教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古代政

治教化仪式产生的根源所在。不同于西方的文字

文明说，中国儒家历来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

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礼。《礼记·冠义》云：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为了培育民众的

理想人格，儒家提出通过“修身”，达到“仁、敬、

孝、慈、信”的道德水准。如何促成个体的修身

呢？仪式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礼记·昏义》讲：

“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

以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这句话是说，冠礼是礼

的开端，婚礼是根本，丧、祭之礼要非常隆重，朝

觐、聘问的礼仪最为尊严，然后用射礼和乡礼使其

和谐，这是礼的重要方面。据《内则》和《学记》记

载，古人六岁就开始学习礼的入门知识，十岁上小

学学习“幼仪”，十五岁学习成人礼仪，二十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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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学继续深造，三十岁才能“立于礼”①。《礼记

·曲礼上》又云：“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

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

官政。”人从十岁开始学礼，二十岁的时候行冠

礼，三十岁的时候行昏礼，四五十岁的时候做官，

这时候要学朝聘之礼。学礼的过程和行礼的仪式

伴随人的一生，通过人生各阶段的冠、昏、丧、祭等

仪式，社会交往中的朝、聘、乡、射等仪式以及各种

仪式中的细节要求实现对人的道德教化，从而达

到培育人理性人格的目的。

（二）维护政治统治

国家层面的军政仪式对政治合法性的表达清

楚而强烈。国家军政仪式有着重要的政治教化功

能，主要在于强调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天授、祖承、

德行的意义灌输。一是政治的合法性源于天命。

天命观是中国古代最早解释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依

据。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笃信上天，殷王被认为

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凡事都要问卜，商纣王在即

将亡国之时，还满不在乎地说：“呜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西周灭商后，虽然

提出“天命不于常”“敬德保民”的思想，但天命观

依然是周朝以及其后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思想。

在对民众进行“君权神授”思想的宣传灌输中，古

代的国家祭祀仪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古代

较为重大的祭祀仪式之一就是合祭天地的封禅大

典。《史记·封禅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

封禅？”秦始皇、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

等皇帝都曾举行过封禅仪式。《礼记·王制》言：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命观

认为，天子“奉天承运”，只有天子才有祭祀天地

的权利，这就为皇帝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和垄断提

供了依据。二是政治的合法性源于祖承。自西周

开始，中国古代进入世袭君主制即家天下的时代。

自然，天子的政治合法性有一部分来源于继承。

因此，古代帝王都重视宗庙之祭。为了彰显宗庙

祭祀的隆重和真切，祭祀仪式做了诸多规定，如有

以活人作尸的做法。“宗，尊也；庙，貌也。言祭

宗庙，见先祖之尊貌也。”②宗庙祭祀要让祭者见

到受祭者生前的容貌，或以画像代之，或以生者代

之，或以牌位代之。在祭拜的过程中，要行九拜

礼。“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

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

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周礼·春官宗伯

第三》）三是政治合法性源于德行。自西周始，德

政的思想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因为皇天“惟德是

辅”，所以统治者必须施行德政，体察民情。儒家

认为，政治统治与伦理人常是统一的，统治者的德

行关乎其统治的合法性。孔子曾言：“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

渊》）因此，古代的国家仪式重视强调统治者的德

行和仁政。例如，在古代皇帝的巡狩中，非常注意

保护田禾、减免赋税、振恤孤老、宣扬德教。在敬

老礼中，皇帝或亲自为老者摆放餐具，或对其金杯

敬酒，向他们求教治国之策，彰显统治者的谦卑好

德与励精图治。

（三）稳定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仪式秩序的背景，仪式秩序是社

会秩序的操演。中国古代的政治教化仪式在建立

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稳定上主要是通过厘清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与责任发挥作用。中国古代的政治

教化仪式围绕家庭关系建立起一套责任体系。古

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重视家

庭与家族。传统中国人的关系都是从家庭关系开

始的，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推广。张东荪先生

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

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ａｈｉ
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ｆａｍｉｌｉｅｓ）。所谓君就是一国之
父，臣就是国君之子。在这样的层系组织的社会

中，没有‘个人’观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

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夫，就是妻；不是兄，就是弟。

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社会组织，离了五伦别无社

会。把个人编入这样的层系组织中，使其居于一

定的地位，然后恪尽那个地位所应尽的责任。”③

古代政治教化仪式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这五伦的关系进行内化，通过符号象征出“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的意义以及暗示或明示出“忠、孝、悌、忍、善”的

责任要求。梁簌溟先生认为：“抽象的道理远不

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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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５６页。
李隆基注，邢籨疏：《孝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０页。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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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

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①中国古代政

治教化仪式通过仪式器物、行为语言、衣着服饰、

空间方位、时间顺序等象征符号对五伦关系进行

表演、展示、体认，起到理解、示范和说服的作用。

（四）促进文化传承

文化是仪式的土壤和资源，而仪式是文化传

承的载体和手段。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

“礼”文化。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通过集体操

演的方式促使仪式参与者“知礼懂礼”“尊礼敬

礼”，以至“习礼行礼”，促进“礼”文化的传承延

续。一是仪式表演让民众“知礼懂礼”。在古代，

对礼仪知识的获得、认知和理解主要是通过读书

与“观礼”实现的。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学习内容就是礼仪，太学要学习《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等书籍，通过“知书”，从而

“达礼”。然而，要真正实现对书本之礼的理解，

还必须通过“观礼”。观看他人的礼仪表演以及

在礼仪中亲身体验，能够促进其对仪式程序的认

知、仪式辞令的掌握以及仪式象征意义的理解。

例如，古人非常注重仪式中的辞令内容，《礼记》

中有诸多关于礼仪辞令的记载。在士昏礼中，当

迎亲的队伍到达女方门前时，新娘的父母对女儿

有一段辞令告诫。父亲说：“婚后要勤勉恭顺，敬

亲孝老，早晚不敢违背公婆交给你的家务事。”母

亲或父亲的妾也告诫女儿：“要听从男方父母的

教导，早晚不要有过失。”无论是切身参与的新娘

还是围观婚礼的旁观者，都会获得自己对婚礼以

及婚礼中文化的认知和体会。二是仪式展演让民

众“尊礼敬礼”。仪式内含价值，参与仪式是实现

教化的重要形式。古代的政治教化仪式通过举行

仪式，宣传和传播“孝亲敬长”“尊卑有序”“止于

至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核心价值，

实现儒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与大众认同。

例如，在古代大学开学的时候，有司人员要头戴皮

帽用芹藻祭祀先师，以示对道艺的敬重。开始上

课的时候，要先击鼓启箧，然后才拿出书，表示要

以恭敬的态度对待学业。这种仪式展演就表达出

尊师重教的思想以及对学生端正态度、刻苦治学

的企盼。三是仪式操演让民众“习礼行礼”。礼

仪教化的目的在于敦促个人的行为实践。个体在

社会中的行为规范在仪式中养成，社会成为扩大

的仪式场景，而仪式操演扩展为个体“非礼勿听、

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的社会行为规

范，使个体按照社会的约束和责任义务规定行事。

模仿作为人的本能和重要学习方法，在仪式中得

到很好的体现。仪式操演不仅使民众通过“示

范”“习礼”，通过参与仪式了解行礼应有的具体

要求，而且使人们通过“模仿”“行礼”，把仪式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向社会，在社会生活中按礼

行事，不“逾矩”，从而促进“礼”文化的社会传播

和代际传承。

四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的现代
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必不可少的

社会实践活动，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

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呈现的新特征，

关注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现实，要把新时代提出的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

的新要求和人们精神需求上的新需要结合起

来②。这种结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理论与

方法上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虽

然久远，但其蕴含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当前

思想政治教育依然具有借鉴作用。具体而言，主

要有寓教于“时”、寓教于“情”、寓教于“行”、寓

教于“境”等四个方面的启示。

（一）寓教于“时”，坚持日常教育与节点教育

相结合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但这条长河中

的一些事件、一些人物需要被铭记、被纪念。生命

是一次从生到死的旅程，而生命中的一些重大事

件和重要时刻成为旅程中最具标志意义的风景。

特殊的时间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关键节点。节点教育是指在特殊的时间

点、时间段开展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活动，仪式

是开展节点教育的重要形式。一是对个人而言，

出生、成年、结婚、死亡、入学、毕业、入队、入团、入

党、入职等日期都是人生的重要时间节点，与之相

关的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有出生礼、成年礼、婚礼、

丧礼、葬礼、入学仪式、毕业典礼、入队仪式、入团

仪式、入党仪式、入职仪式等仪式。二是对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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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０６页。
王永益：《问题与思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湖湘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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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而言，组织和团体的成立日以及组织和团体

中重大事件的发生日、重要人物的诞生日是组织

和团体的重要时间节点，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

节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念日，五四

青年节、六一儿童节是中国青年群体、儿童群体的

节日，与之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有周年纪念

仪式、典型表彰仪式等。三是对国家、民族而言，

建国纪念日以及民族传统节日是国家和民族的重

要时间节点。如国庆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

午节、中秋节等。与之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仪式

有阅兵仪式、节日庆典等。

节点教育弥补了日常教育的不足，应在当代

思想政治教育中引起关注和重视。对思想政治教

育而言，节点教育起到意义强调、价值引导和禁忌

预警的作用。一是节点教育能够强调意义。不同

于日常教育的普遍性、简单性、随意性，节点教育

在特殊的时间点上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众多

的参与人、高级别的出席者、严谨的程序安排、隆

重的场景布置以及广泛的宣传报道，彰显出人们

对某些时间节点及其所代表的历史事件、历史人

物等的重视。二是节点教育能够引导价值。节点

意味着“门槛”“阈限”“过渡”，是一个阶段到另

一个阶段的跨越，包括人生的不同阶段、级别的不

同层次、身份的新旧更迭等。新变化要求新价值、

新使命、新责任。节点教育能够起到价值引导的

作用，引导个体、群体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

段，希望其充分认识到新变化，积极适应新的阶

段、地位、角色，以新的价值追求承担起新的责任、

担负起新的使命。三是节点教育能够预警禁忌。

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告诉人们“要做什么”“提倡

做什么”，还要告诉人们“反对做什么”“禁止做

什么”。节点教育通过强调新时期、新阶段的禁

忌事项以及惩罚措施给人们以提醒、警示和告

诫。例如，在领导干部上任前往往有任前谈话、

宣誓仪式等活动，一方面可以对新任干部起到

激励、鼓舞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警示、告诫

的作用。

（二）寓教于“情”，坚持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

相结合

在政治教化仪式中，情感教育成为考察仪式

的重要因素，也是政治教化的一大亮点。仪式起

源于“人之情”，具有“节”“养”“人之情”的功能。

一是政治教化仪式起源于“人之情”。“三年之丧

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

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钜者

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

为至痛极也。”（《礼记·三年问》）政治教化仪式

就是依据人的情感来创设礼仪的制度规定。二是

政治教化仪式可以“节”“人之情”。“是故先王之

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

（《礼记·乐记》）对于亲人的离世，虽然人的理智

告诉自己人死不能复生，但需要仪式来慰藉人的

情感，为情感的发泄提供一个出路，也为情感的寄

托提供一种方式。三是政治教化仪式可以“养”

“人之情”。“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粗

衰也，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

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

之中流也。”（《荀子·礼论》）仪式建基于“人之

情”、缘饰和节制“人之情”的根本目的在于要

“养”“人之情”，即通过礼仪培养人的向善之情，

涵化人的美好德性。

在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坚持知识教育

与情感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更加重视情感教育的

作用。情感教育是指通过诉诸亲情、爱情、友情、

慈悲心、道义感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归

属、对集体的认同等情感进行育人。对于情感教

育的影响，梁启超曾指出：“用理解来引导人，顶

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

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

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

激发人，好象磁石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

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①当前，思想

政治教育存在着知识教育较多、情感教育不足的

问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教师对学生

的知识教育不可谓不充分，然而，在课下乃至他们

走向社会之后，学生未必会按照曾经的知识来采

取行动和进行选择。也就是，“知道应该怎么做”

是一回事，“到底选择怎么做”是另一回事。对

此，情感教育比纯粹的知识教育更为有力。情感

教育弥补了知识教育的不足，打破了思想与行动

的藩篱，缩短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距离。情感教育

基于人的情感这一人性要素，不再束缚于功利心

的桎梏，使受教育者能够真正从内心的情感出发

来进行选择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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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寓教于“行”，坚持理论宣讲与行为实践

相结合

“行”，指行为、动作、活动、实践。在政治教

化仪式中，“寓教于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寓教于行为示范。人天生具有模仿的本能，榜

样示范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在政治教化仪式

中，示范是一个突出的学习模式，人们往往一开始

的行为学习就是从他人示范开始的。例如，在释

奠礼中，馈享（祭祀）环节分为初献、亚献、终献三

个程序。以唐太宗时期为例：“国学释奠，令国子

祭酒为初献，祝辞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

国子博士为终献。其州学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

献，博士为终献。县学县令为初献，县丞为亚献，

博士既无品秩，请主簿及尉通为终献。”①释奠礼

中的三献者既是仪式的献礼者，也是其他仪式参

与者的代表和榜样，为其他仪式参与者此后的仪

式行为树立了样板和标杆。二是寓教于仪式体

验。政治教化仪式的参加人同时也是仪式活动的

体验者，他们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参加仪式活动的

切身感受。旁观者和当事人因为角色不同在仪式

中的感受和体悟也会不同。例如，观看他人的士

冠礼、士昏礼与实际参加自己的士冠礼、士昏礼是

完全不同的感受。士冠礼、士昏礼的当事人对仪

式过程的感受、仪式意义的理解、仪式价值的认同

更为强烈和深刻。三是寓教于社会实践。“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通过实践，方能认

识事物的本质。仪式中的道德、价值、认识乃至操

演，唯有推广到社会中去，从理论到实践，把仪式

实践转化为社会实践，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政

治教化仪式中的行为动作、仪式规范在仪式之外

的社会交往中再现和推广，使人们把在仪式中习

得的行为规范应用到社会中去，成为社会实践的

重要内容，从而真正实现“化民成俗”。

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相对于言教，身教

更应引起重视；相对于理论说教，实践教育亟待加

强。寓教于“行”，既包括教育者的“行”，又包括

受教育者的“行”。一是教育者要重视“身教”，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育者要不断丰富和优

化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信息关系、实践关系，增进理

解、促进共识、增强价值认同，从而发挥良好的领

航作用②。就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相同的内容，

谁来讲至关重要。这个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讲授

的内容、程序、方法，还在于其人格魅力。教育者

要先受教育，“正能量”的传播者本身应当是“正

能量”的人。如今的受教育者不仅会看教育者在

课堂上“讲了什么”，即“听其言”，还会看教育者

课下“做了什么”，即“观其行”。所以，对学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教师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

行，用自己的行为注解自己所讲的道理；对整个社

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官员

以及其他国家公务人员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为整个社会树立起道德的榜样和行为的模范。二

是受教育者要深入实践活动。“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

活动、实践在育人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论讲授固

然有其优势和长处，如对知识讲述的系统性、逻辑

性、全面性，能够节省时间和精力，提高理论学习

的有效性。然而，理论宣讲也易造成宏大性、抽象

性甚至枯燥性，难以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因此，

应该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坚持理论

宣传与活动体验相结合。所谓实践育人是指“有

计划、有组织地引导人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的方

法”③。“有效利用各种活动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可以化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化虚为实，

增强政治教化的效果。”④

（四）寓教于“境”，坚持内部感悟和外部熏陶

相结合

“境”可解读为情境、情景、环境、氛围。情境

育人强调外部的景、境对人的影响和教育意义。中

国古代的政治教化仪式是情境育人的典范，它通过

一系列的符号象征、空间布置、音乐熏陶等营造出

良好的育人情境和育人环境，使教育内容于无形之

中直达人心、涤荡心灵。具体来说，政治教化仪式

在寓教于“境”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符号

象征。政治教化仪式是一个强大的符号表意系统，

数量庞大、种类众多、含义丰富的象征符号是实现

思想观点、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外在化、具象化和形

象化的基本载体。在政治教化仪式中，人们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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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符号的精心选择与有效安排，在仪式现场营造

出浓郁的教育氛围，起到强烈的教育暗示作用。二

是声乐感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

乐记》）音乐感染是外物感染的重要形式，包括音

乐在内的音声之所以能够感染人在于人心具有“感

于物而动”的特点。人们对音乐的反应和接纳是近

乎天然的和难以伪装的，面对音乐，人们的阻抗心

理和逆反心理降低。政治教化仪式利用音乐“不可

以为伪”（《礼记·乐记》）的特点开展教育，使音乐

在仪式中感染人、陶冶人，以乐教促进礼教。三是

集体互动。集体本身就是一种情境，这种由人构成

的情境比由物构成的情境更具影响力。一旦进入

群体中，个体的诸多个性消失或弱化，“以这个群体

的出发点进行自己的活动、认知和评价，自觉维护

群体的利益，并与群体内的其他成员在情感上发生

共鸣，表现出相同的情感、一致的行为以及所属群

体的特点和准则”①。政治教化仪式通过召集众多

的参与者把仪式活动变成集体活动，以集体互动产

生的统一性情境影响人、教育人。

“境”往小处讲可以是“情境”，往大处说可以

称“环境”。就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这两点都

应该加强。一是要加强情境教育。在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课堂教学中，要注重通过创设情境来开展教

学，如通过教室空间布置、多媒体播放、多教师对话

等方式创设不同的课堂情境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和陶冶性，调动学生的探索欲和想像力，提高教学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课下的教育活动中，注意通

过自然情境、生活情境、实践情境的创设和体验来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受教育者对某些思想观

点、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的认可和接受。二是要加

强环境熏陶。“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

之俱黑。”（《荀子·劝学》）环境在一个人的成长过

程中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发挥着重

要影响。糟糕的家庭环境、不良的社会风气都会极

大地影响学校教育的效果，甚至会导致青年个体价

值观的错乱以及道德认同标准的莫衷一是。因此，

要为个体的成长成才营造良好而一致的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家长、学校、政府要积极作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当代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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