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记翻译及原文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西汉礼学家戴

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所以小编今天为大家

精挑细选几篇供大家欣赏，请看看吧。

《礼记》仲尼燕居

原文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

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

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

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

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

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子贡退，言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与?」子曰：

「然。」「然则何如?」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

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

之礼，所以仁宾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

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

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

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

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

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

宜。」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

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

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

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

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

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官，失

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



以祖洽于众也。」

子曰：「慎听之!女三人者，吾语女：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

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

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

《龠》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

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

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

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

示而已。」

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

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子曰：「制

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夔

其穷与?」子曰：「古之人与?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

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此名

也，古之人也。」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

之而已。」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

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

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

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礼之所兴，

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

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则

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

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侯，

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涂出也。」

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发蒙矣。

译文

孔子在家闲坐，子张、·子贡、子游在一旁侍立，在随便谈论时说

到了礼。孔子说：“你们三个人都坐下，我来给你们讲一讲什么是礼，

以便你们能够到处运用，处处普及。”子责马上离开坐席回答说：



“请问老师要讲的礼是怎样的呢户孔子回答说：“虽然内，。恭敬但

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叫粗野;虽然外表恭顺但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

叫花言巧语;虽然勇敢但却不合乎礼的要求，那叫乱来。”孔子又补充

说道：“花言巧语只是给人以仁慈的假象。”孔子又说：“师，你做

事往往过火，而商却往往做得不够。子产好像是百姓的慈母，他能让

百姓吃饱，但却不知道怎样教育他们。”子贡又马上离开坐席回答说：

几“请间怎样做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呢?”孔子说：“只有礼呀!礼就是

用来掌握火候使人做到恰到好处的。”

子贡退下来，子游又上前问道：“请问礼的作用是不是就在于治

理丑恶而保护善美?”孔子说：“是的。”子游又接着问：“究竟怎样

治理丑恶保护善美呢?”孔子回答说：“郊天祭地之礼，就在于对鬼神

表示仁爱;秋尝夏谛之礼，就在于对祖先表示仁爱;馈食祭奠之礼，就在

于对死者表示仁爱;乡射、乡饮酒之礼，就在于对乡党表示仁爱;招待宾

客的食飨之礼，就在于对宾客表示仁爱。”孔子又接着说：“如果明

白了郊天祭地、秋尝夏筛之礼的含义，那么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就心中

有数，就好比用指头在手掌上指指画画一般。所以，因为曰常生活有

了礼，长辈和晚辈就有分别了;因为家门之内有了礼，祖孙三代就和睦

了;因为朝廷之上有了礼，官职爵位就有条不紊了;因为田猎之时有了礼，

军事训练就娴熟了;因为军队之中有了礼，作战目的就达到了。因为有

了礼，宫室的建造就合乎制度，量鼎的制造就不失分寸，五味就各得

其时，乐曲的演奏就与身份、场合吻合，车辆的建造就合乎规定，鬼

神就得到合乎要求的祭飨，丧事就会办得恰如其分，解说事情就不会

离题千里，百官的职能就会互不混淆，各项政令就能得到施行;如果甲

个人能够把礼拿来身体力行而且时时不忘、那么他无论干什么都会干

得恰到好处。”

孔子说：“礼是什么呢?礼就是做事的办法。君子一定有要做的事，

那就必定要有做事的办法，治理国家而没有礼，那就好比瞎子走路而

没有助手，迷迷茫茫不知该往哪里走;又好比整夜在暗室中寻找东西，

没有火把能看见什么?如果没有礼，就会手脚不知该往哪儿放，耳朵不

知该听什么，眼睛不知该看什么，在社交场合是该进该退该揖该让就



全都乱了套。这样一来，曰常生活中长辈晚辈也就没有了区别，家庭

内部三代人也失去了和睦，朝廷上的官爵也乱了套，田猎和军事训练

也毫无计划，作战打仗也没有了规矩，五味和四时乱配，乐曲乱吹一

通，车辆的制造也不依规矩，祭祀鬼神的规格错乱，丧事办得不像丧

事，解释问题离题千里，百官的职守混乱，政令得不到推行;在这种情

况下去身体力行、时时不忘，那就会抬手动脚都出毛病。这样一来，

就会无法领导和团结百姓了。”

孔子说：“你们三个人仔细听着!我告诉你们，除了上面讲的礼以

外，礼还有九个节目，而大飨之礼占了其中的四个。如果知道这些，

即令是个种地的农夫，依礼而行，也可以说是圣人了。两国国君相见，

宾主互相揖让而先后进入大门。进入大门以后，马上钟鼓齐鸣。宾主

互相揖让而升堂，升堂以后，一献礼毕，钟鼓之声停止。·这时堂下的

管乐奏起《象》这首乐曲，而《大武》之舞、《大夏》之舞，一个接

着一个地相继跳起。于是陈列美味佳肴，安排应有的礼仪和乐曲，执

事人等一个不缺。这样做了以后，客人就不难看出主人待客的深情厚

意了。此外，走路笔直，合乎曲尺的要求;旋转的弧度，合乎圆规的要

求;车上的铃声，合着《采齐》乐曲的节奏;客人出门时，奏起《振羽》

这首送别曲;撤席之时，奏起《雍》这首结束曲。所以，君子做事，没

有一件不合乎礼的要求。客人刚一进门就钟鼓齐鸣，这是表示欢迎之

情。歌工升堂合唱《清庙》之诗，这是表现文王的崇高德行;管乐队在

堂下奏起《象》这首乐曲，这是表现武王的伟大功业。所以古代的君

子要互相沟通感情，根本就用不着说话，只要通过行礼奏乐就可以表

达意思了。”

孔子说：“所谓礼，就是道理;所谓乐，就是节制。没有道理的事

君子不做，没有节制的事君子不做。如果不能赋《诗》言志，在礼节

上就会出现差错;能行礼而不能用乐来配合，礼就显得单调呆板。如果

道德浅薄，即便行礼也只是一个空架子。”孔子又说：“各种制度是

由礼来规定的，各种文饰行为也是由礼来规定的，但要实行起来，却

是非人不可呀!”子贡又离席发言说：“请问夔这个人是不是只懂得乐

而对礼却一窍不通呀?”孔子回答说：“你问的是古代的那个夔吗?须



知古代的人是把精于礼而不精于乐的人叫做素，把精于乐而不精于礼

的人叫做偏。夔这个人只不过是在乐的方面的造诣比在礼的方面的造

诣高一些罢了，所以只传下来一个精通音乐的名声，须知那是根据古

人的标准来说的。”

子张问到如何从政。孔子说：“师啊，你往前边来，听我给你-说!

君子从政，不过是首先自己在礼乐方面精通，然后再拿来付诸实行罢

了。”子张似乎没有听懂孔子的意思，就又接着发问。孔子于是继续

说道：“师，你以为只有铺设几筵，升堂下堂，献酒进撰，举杯酬醉，

这样做了才算是礼吗?你以为只有在缀兆上扭来扭去，挥动羽篱，敲钟

击鼓，这祥做了才算是乐吗?其实，说到就能做到，这就是礼，做起来

又使人感到快乐，这就是乐。君子只要在这两点上狠下工夫，不需要

多么费劲，天下就会太太平平的。于是诸侯都来朝拜，万物各得其所，

百官无不烙尽职守。礼得到了重视，这就是百姓们为什么得到了治理;

礼被扔到了一边，这就是百姓们为什么作乱。举例来说，屋室有室奥

和台阶之分，坐席有上下之分，乘车有左右之分，行路有先后之分，

站立要各就其位。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屋室没有室奥和台阶之分，

堂与室就混乱了;如果席位没有上下之分，座位就混乱了;如果乘车没有

左右之分，车上的位置就混乱了;如果行路不分先后，道路就混乱了;如

果站立没有顺序，谁的位置在哪里也就混乱了。从前圣明的帝王和诸

侯，分别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内外的界限，使他们不敢互相逾

越，用的都是这个办法啊!”三个学生听了孔子的这一番高论，心中豁

然开朗，好像瞎子重见光明一样。

《礼记》昏义

原文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

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

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

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

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

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



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

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

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

大体也。

夙兴，妇沐浴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执笲、枣、栗、段修

以见，赞醴妇，妇祭脯醢，祭醴，成妇礼也。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

明妇顺也。厥明，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

妇降自阼阶，以着代也。

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着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者，

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

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

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祢未毁，教于公宫，祖祢既毁，教于

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

藻，所以成妇顺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

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

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

盛德。

是故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

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

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与后，

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

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

服父之义也;为后服资衰，服母之义也。

译文

婚礼，这是一种将要结合两性之好、对上关系到祭祀宗庙、对下



关系到传宗接代的子 L 仪，所以君子很重视它。所以，在婚礼的纳采、

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这五个步骤中，每逢男方的使者到来时，女

方家长都是在庙里铺设筵几·，然后拜迎使者于门外。进入庙门，宾主

揖让升阶登堂，在庙堂上听使者传达男方家长的意见。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表示对婚礼的敬慎和郑重其事。

父亲亲自向儿子敬酒而命其迎亲，这表示男方处于主导地位。儿

子奉命前去迎娶，女方的父母在庙里铺筵设几，然后到庙门外拜迎女

婿。婿执雁进入庙门，宾主揖让升阶登堂，婿行再拜稽首之礼，把雁

放在地上，这表示是从新妇父母手里领回了新妇。然后妇随婿下堂出

门。婿亲自驾驶妇所乘坐之车，又将挽以登车的这都是有意表示亲爱

的举动。婿为妇驾车，待车轮再由仆人代婿驾驶。婿乘己车前导，在

自家的大门妇后给圈递三，索动绳转外等候。妇到达，婿向妇作揖，

请她一同进门。进入婿之寝室，婿与妇共食同一姐中的牲肉，又各执

一瓢以饮酒，这表示夫妇一体，不分尊卑，希望他们相亲相爱。

飞通过敬慎郑重其事的婚礼而后夫妇相亲，这是婚礼的基本原则，

也从而确定了男女之别，建立起夫倡妇随的夫妇关系。正因为男女有

别，所以才会有夫倡妇随的夫妇关系;正因为有夫倡妇、随的夫妇关系，

所以才会有父子相亲;正因为有父子相亲，所以君臣才能各正其位。所

以说，婚礼是各种礼的根本。

在众礼当中，冠礼是礼的开始，婚礼是礼的根本，丧礼、祭礼最

为隆重，朝礼、聘礼最能体现尊敬，射礼、乡饮酒礼最能体现和睦，

这就是礼的大概情况。

第二天，新妇早早起床，洗头洗澡，准备拜见舅姑。天大亮时，

赞礼的人将妇弓｝见给舅姑。妇手捧容器，内盛枣子、栗子和肉干，

以此作为进见之礼。赞礼的人代表舅姑向妇赐以甜酒。妇先以脯酿祭

先人，又以甜酒祭先人。行过以上的礼节，就表示作媳妇的礼完成了。

舅姑进入室内，妇以一只煮熟的小猪向舅姑进食，这是表示新妇开始

履行孝养的职责。第二天，舅姑共同用一献之礼慰劳妇，而妇应把姑

酬己之酒放下不再饮。舅姑先从西阶卞堂，然后妇从东阶下堂，这表

示新妇已有资格代姑主持家中内务了。



成就了妇礼，表明了妇顺，又进一步表明了妇有代姑主持家务的

资格，所有这些，就是为了强调对妇在顺从上的要求。所谓妇的顺从，

首先是要顺从舅姑，其次是要和家中其他女性和睦相处，然后才是让

丈夫称心满意，从而完成妇女应做的女工，谨慎地守护柴米油盐等物

的储藏。所以，上述对妇顺的要求都做到了，家庭内部才能和谐安定;

内部和谐安定了，然后家才会长久，所以圣王很重视妇顺。

因终古时候妇女在出嫁前的三个月，如果该妇女与国君还是五服

以内的亲属，就在国君的祖庙里接受婚前教育;如果已经出了五服，就

在大宗子的家里接受这种教育。由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教成以后，要举行教成之祭，这是向祖先察告，婚前教育已经完成。

祭时用鱼作姐实，用薪、藻这两种水草作羹菜，这些祭品都属于阴性

一类，所以用来造成妇人的顺从飞。

古代王后设立六宫，妇官有三夫人、十尸御妻，以管理普夭之下

对妇女的教育九缤、二十七世妇、八，以显扬妇女应有的顺从，所以

天下家庭和睦安定。天子设立六官，男官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以管理天下的政事，以显扬男子应有的教化，所以政事

和谐，国家安定。所以说：”天子管理对男子的教化，王后管理对妇

女顺从的教育;天子治理政务，王后治理妇女事务;天子审察三公等官是

否尽职，王后审察三夫人等官是否尽职。男教与妇顺形成风俗，内外

协调一致，国与家都安定有序，做到了这一步，就叫作盛德。

所以，如果男子的教化没有搞好，政事失当，上天就会表示谴责，

发生曰蚀;如果妇人的顺从没有搞好，妇人的事务处理失当，上天就会

表示谴责，发生月蚀。所以，发生曰蚀的时候，天子就身穿白色衣服，

表示自我反省，还要督促六官改进工作，彻底除掉政事中的错误;发生

月食的时候，王后就身穿白色衣服，表示自我反省，还要督促六宫改

进工作，彻底除掉在妇女问题上发生的错误。所以，天子和王后，就

好比曰之与月，阴之与阳，是相辅而后相成的关系。因为天子掌管男

教，所以属于父辈;因为王后掌管女顺，所以属于母辈。所以说，天子

和王后，就好比父亲和母亲。因此，天子死了，诸侯和大臣就要为他

服斩衰，这和为父亲服斩衰是同样道理;王后死了，就要为她服齐衰，



这和为母亲服齐衰是同样道理。

礼记·祭统原文及翻译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

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

义。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

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忠臣

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

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能备然后能祭。是故，贤

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

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养

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

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

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内自尽，

又外求助，昏礼是也。故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

有敝邑，事宗庙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

以备外内之官也;官备则具备。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

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凡天

之所生，地之所长，可荐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外则尽物，内则

尽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

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

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

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时将祭，君子乃齐。

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

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

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

心不虑，必依于道;手足不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

明之德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

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

人，夫人亦散齐七日，致齐三日。君致齐于外，夫人致齐于内，然后

会于大庙。君纯冕立于阼，夫人副立于东房。君执圭瓒裸尸，大宗执



璋瓒亚裸。及迎牲，君执，卿大夫从士执刍。宗妇执盎从夫人荐缢。

君执鸾刀羞哜，夫人荐豆，此之谓夫妇亲之。

及入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君为东上，冕而 K 干，率其群臣，以

乐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与天下乐之;诸侯之祭也，与竟内乐之。冕

而 K 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此与竟内乐之之义也。夫祭有三重焉：

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

凡三道者，所以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与志进退;志轻则亦轻，

志重则亦重。轻其志而求外之重也，虽圣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

也，必身自尽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礼，以奉三重，而荐诸皇尸，

此圣人之道也。夫祭有;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

「善终者如始。」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鬼神之余也，惠

术也，可以观政矣。」是故尸谡，君与卿四人。君起，大夫六人;臣君

之余也。大夫起，士八人;贱贵之余也。士起，各执其具以出，陈于堂

下，百官进，彻之，下上之余也。凡之道，每变以众，所以别贵贱之

等，而兴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见其修于庙中也。庙中者竟内之

象也。祭者泽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惠必及下，顾上先下后耳。

非上积重而下有冻馁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民夫人待于下流，知

惠之必将至也，由见之矣。故曰：「可以观政矣。」

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

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

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

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

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

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

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

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

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

〔祭有十伦〕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诏祝于室，而出于 p，此交

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庙门外，则疑于臣，在

庙中则全于君;君在庙门外则疑于君，入庙门则全于臣、全于子。是故，



不出者，明君臣之义也。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所使为尸者，于祭

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伦也。尸饮

五，君洗玉爵献卿;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尸饮九，以散爵献士及群有

司，皆以齿。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

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

之杀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

故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

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此爵赏之施也。君卷

冕立于阼，夫人副立于东房。夫人荐豆执校，执醴授之执镫。尸酢夫

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夫妇相授受，不相袭处，酢必易爵。明夫妇

之别也。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凡前

贵于后。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

骨。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

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

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

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凡群有司皆以

齿，此之谓长幼有序。夫祭有畀辉胞翟阍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

君为能行此，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畀之为言与也，能以其余畀

其下者也。辉者，甲吏之贱者也;胞者，肉吏之贱者也;翟者，乐吏之贱

者也;阍者，守门之贱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门，此四守者，吏之至贱

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贱，而以其余畀之。是故

明君在上，则竟内之民无冻馁者矣，此之谓上下之际。

凡祭有四时：春祭曰 j，夏祭曰 E，秋祭曰尝，冬祭曰 A。j、E，

阳义也;尝、A，阴义也。E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于

E、尝。古者于 E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

顺阴义也。故记曰：「尝之日，发公室，示赏也;草艾则墨;未发秋政，

则民弗敢草也。」故曰：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明其义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义，君人不全;不能其事，为臣

不全。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0512432003

3011122

https://d.book118.com/905124320033011122
https://d.book118.com/90512432003301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