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周礼的制订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杨善群 

 
周礼是周代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的总称。周礼是如何制订的?它的性质是什

么?在历史上起过怎样的作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拟通过对周礼制订的宗旨及其

内容的考察探讨上述问题。 

 

一 

关于周礼制订的情况，不少史籍均有记载。《左传·文公十八年》明言：“先君周公制度

周礼”。《尚书大传》叙述：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

乐。
1

《礼记·明堂位》也说：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

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可知，周礼的制订是周公在摄政六年，继平定武庚、管蔡的叛乱，分封鲁、齐、卫、燕等诸

侯，营建东都成周之后的又一项重要措施。这里，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周公制礼的用心。

《孟子·离娄下》说：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崔述考证曰：“详其语意，盖即周公制礼事也。周公制礼，皆监前代而损益之，是以

有所不合，待思而后能得之也”。
2

显然，周公在制礼时，曾作过一番精心的思考：他既要撷取前代政治中的合理部分付诸实施，

又需对现行制度中的“不合”时宜者有所变革和创新。据说，周公所作之乐名《酌》。它的

意义就是：“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
3
或云“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

4
这同样表

明，周公制礼作乐，要斟酌先祖的治理方法而重新改定之。顾颉刚先生曾对当时的形势作过

这样的描述： 

武王既死，周公独肩大任，他在那时必然要为巩固周王室的政权而花费极大的心力

去解决许多问题，……他是如何苦心孤诣地撑住这个新建的国家。
5

周公制礼，正是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 

    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周公制礼，仅作了“举大纲”
6
的工作，并没有著成系统的书籍。

《左传·昭公二年》记晋侯使韩起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
7
与《鲁春秋》”，

韩起便说：“周礼尽在鲁矣!”可知那时并没有关于周礼的专门著作。《论语·述而》称：“子

所雅言，《诗》、《书))、执礼。”也足见此时礼书未成。据近人考订，现存的《仪礼》撰成于

春秋、战国间，《周礼》为战国时代的著作；《礼记》一书，更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至秦汉闻人

考订古礼的辑录，成书当在汉文帝时。但是，上述这些书中所论的礼，其源盖出于周公。清

人邵懿辰说： 

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然其“大体固周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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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也。
1

应该说，周公制礼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思想，保存在这些后来成书的典籍中。 

    由许多历史资料观察，周礼制订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巩固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的

等级秩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治理广大人民群众。曹刿曾强调说：“夫礼，所以正

民也”；
2
晏婴进一步指出：“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

3
足见周礼对农、

工、贾等人民大众的约束作用。孔子讲得更清楚：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4

这说明，用礼来治民，较之刑更为有效。《礼记·曲礼》中有“礼不下庶人”一语，有的同

志据此认为，周礼只适用于贵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白虎通·五刑》早就指出： 

礼不下庶人者，谓酬酢之礼也。 

杨宽先生进一步阐明说： 

所谓“礼不下庶人”，只是指那些在贵族内部举行、用来巩固贵族组织的“礼”，不

允许庶人参加而已。
5
   

可知一般的礼，都是要“下庶人”的。 

    从周礼应用的范围来看，也遍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司法、宗教等等，几

乎囊括一切领域。《礼记·曲礼》陈述：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

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足见其包罗万象。《左传·闵公元年》记齐仲孙湫曰：“周礼，所以本也。”晏婴更阐述礼的

重要性说：“为人上无礼则无以使其下，为人下无礼则无以事其上。”
6
当时有诗这样讥刺无

礼者云：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7

显然，周礼在周代，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
8
从上到下人人都必须恪守、一切活动

都必须遵循的根本大法。 

     

二 

应该如何评价周礼的制订——这件周初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呢?列宁教导说：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

历史范围之内。
9

根据这条原理去分析周礼，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周礼明确提出对广大人民采取以道德教化为主的治理方法。 

    礼在殷代是指祭祀的礼品、器具和仪式《说文·示部》释“礼”云：“礼，履也，所以

事神致福也。”这是礼的原始意义。殷墟卜辞中“礼”写作？或？，像二玉在器之形，与“丰”

同字。《尚书·商书·高宗胗日》有云：“典祀无丰于昵。”《史记·殷本纪》引用时即把“丰”

写作“礼”。从卜辞中看，当时的祭礼很多，有烄(郊)、土(社)、帝(禘)、衣(殷)、？(丞)

等《尚书·洛诰》记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王国维解释说：“殷礼，祀天改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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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1
《尚书·君？》又记周公曰：“故殷礼陟配天。”孙星衍疏：“殷礼，谓殷之祀。”

2
可

见，殷礼多指“事神致福”的祭祀。  

周初把礼改订为社会各项活动和道德行为的准则，用这些规范去教化人民。诸礼书叙述

周代的礼制说： 

    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
3

    一日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日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日以阴礼教亲，则民不

怨；四日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4

在周礼的这种治民方针影响下，道德教化日益深入人心。《左传·襄公十三年》谓：“君子尚

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论语·泰伯》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风必偃”；《诗·小雅·角弓》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都是说明道德教化的力量的。故

《礼记·经解》说： 

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据近代学者的考订，在商代铜器铭文中无“德”字，在殷墟卜辞中，德字“皆借为得失字
5
；

而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始有“敬德”、正德”、“秉德”等作道德解的“德”字的大量出观。

周初道德观念的盛行，和周礼重视以道德教化下民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强调道德教化的同时，，周礼又主张不能滥用刑罚。《尚书·康诰》记周公要求卫康叔

“明德慎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尚书·无逸》记周公告诫成王，教他不能“乱罚

先罪，杀无辜”，《尚书·立政》也记周公对官吏们说：“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可见慎刑

是周公的一贯思想。《论语·子路》中孔子进一步指出：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很明显，周礼的教化与滥施刑罚是不相容的。 

    因为周礼有这样的特点，故王国维议论说：周之“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
6
这话虽

有些夸张，但也确实道出了周礼的主要精神。法国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对中国

的法制作过这样的阐述： 

中国的立法者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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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
7

不言而喻，这种礼教的起源，就是周公制订的周礼。     

    第二，周礼承认劳动人民的某些权利，主张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左传·襄公九年》载周代等级制的情况曰：“庶人力于农穑”；《国语·晋语四》也说：

“庶人食力。”可知“庶人”是周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民。按照周礼的规定，庶人有参

加许多礼仪活动的权利。如《国语·楚语上》记述庶人参加祭礼的规定，说：“庶人有鱼炙

之荐”；《周礼·春官·大宗伯》记叙庶人在相见礼中的挚物，称：“庶人执鹜。”有的礼仪活

动，庶人能和统治阶级一起参加。《国语·周语上》载藉礼的规定曰：“膳夫赞王，王歆大牢，

班尝之，庶人终食。”可见在这样的场合，庶人还能和王一起，有“终食”祭神用的“大牢”

的权利。周礼又主张不能残害无辜的人民，反对殉葬这种不人道的制度。《礼记·檀弓下》

曾辑录两起殉葬未遂事件。人们纷纷指斥这种做法曰：“以殉葬，非礼也。”秦穆公“以子车

氏之三子为殉”，《左传》也谴责他是违反“礼则”
8
的 

    《春秋·文公六年》记有“闰月不告月”之事。《左传》又按周礼的宗旨批评说： 

                                                        
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 1《洛诰解》。 
2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 22。 
3 《礼记·王制》。 
4 《周礼·地官·大司徒》。 
5 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卷 2 引罗振玉考释。 
6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 10《殷周制度论》。 
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313 页。 
8 《左传·文公六年》。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

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显然，周礼要求“厚生”、“生民”，决不能“弃时政”，对农民的生产漠不关心。《礼记·坊

记》还记述礼的治民方法曰： 

“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孔颖达疏云：“为贫者制法也，

制农田百亩，桑麻自赡，比闾相赒，不令至于约也。”  

可见，遵照周礼，贫穷的人民应使其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不能让他们过于困苦。范文澜在

评论周礼的内容时指出：     

这种尊礼文化，……多少承认被统治者有些卑贱人的权利，……劳动民众在周代开

始被统治者承认为人。
1

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三，在经济制度方面，周礼规定了“不税民之私”和“敛从其薄”等原则。 

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传》在指责这种措施为“非礼”之后，即举出礼的

规定说：“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孔颖达《正义》进一步解释礼的要求道：“欲以丰民之

财，故不多税也。”《穀梁传》也举古礼称：“古者什一，藉而不税。”什么叫“藉”?徐邈曰： 

藉，借也，谓借民力治公田，不税民之私也。
2

很明白，按照周礼的规定，每家农户都可授到百亩的“私田”，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农民自己

生活之用；同时，授有私田的农民需到相当于私田十分之一的“公田”上去服劳役，这就是

“藉”。除此之外，不再收税。现在，鲁国“初税亩”，即既行“藉”法，“又履其余亩，复

十收其一”。
3
这样“藉外更税”，搜括民财，显然违反了周礼的规定。 

    此后，鲁国的赋税不断急剧增加。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曾经指责当时的执

政者季康子在收取赋税上“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的行径，指出： 

    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可知，周礼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施”、“事”、“敛”的这样三条原则，而与“贪冒无厌”的

剥削是格格不入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称： 

    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平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 

这里所说的对人民的剥削量要适“中”，即是周礼“事举其中”的具体解释。《论语·先进》

记载，鲁国的“季氏富于周公”，而孔子的学生冉求“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便指斥道：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之所以被斥，就是因为他违反了周礼“敛从其薄”

的规定。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 

    在奴隶社会里，被统治的“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

暴力，就悬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
4

广大的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其人身像牛马一样，是被奴隶主“占有”的财产，奴隶主“可

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他们是“毫无权利的人”。
5
显然，上述这些内容，在周礼

中根本见不到了。相反的，周礼主张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这样的原则：以道德教化为主，不

能滥施刑戮，承认其一定的权利，反对任意虐杀的殉葬斜度；关心其生产和生活，在经济政

策上应该“丰民之财”、“敛从其薄”。周礼的这些规定，从当时的“历史范围”来说，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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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1
因此，

周礼中许多新的观念形态出现的原因，只有从周代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去寻找。 

    殷代后期的社会生产力曾有迅速的发展。出土的殷代青铜器以高、大、多、精著称，殷

代铜制工具和铁刃铜兵器历年来也不断发现，可见当时的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程

度。在殷墟还有许多贮藏粮食窖穴的遗迹，甲骨文中也有不少作为粮食仓库的“廪”的记载。

据说殷代统治者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沈酗于酒”。这些都说明，殷代农业产品的丰

富，并有大量的积贮。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殷代的奴隶们不断用逃亡、破坏和暴

动等方式进行反抗斗争。殷代卜辞中常有“丧众”、“不丧众”的贞问，说明奴隶主在使用奴

隶耕作时，因为他们的经常逃亡而大伤脑筋。卜辞中“邑人震”、“兹邑震”等贞问，更说明

奴隶们在不断进行骚动和暴乱，使统治者惴惴不安。到殷代末年，阶级斗争的形势已经是“小

民方兴，相为敌仇”，
2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3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阶级不断的反抗斗争，周初统治者在克殷之后，不愿采用“已

不再有利可图”的大庄园奴隶制，而把“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
4
授予农民耕种。

史载周公主张在周初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分地薄敛，农民归之”，
5
姜太公也向武王建议：

“得殷之财与殷之民共之，则商得其贾，农得其田也。”
6
《孟子·万章下》谈论周初的土地

所有制情况时指出：“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礼记·王制》、《周礼·大司徒》、《汉书·食

货志》等古籍文献中，均有周初给农民授田的记载。农民授到了小块土地，有了自己的私有

经济，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诗·大雅·卷阿》赞美周王的群臣，“媚于天子”，

“媚于庶人”；《尚书·周书·洪范》有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可知，广大的从事生产

劳动的“庶人”，已能和“天子”、“卿士”并列，成为人们“媚”(亲爱)和“谋”(计谋)的

对象。《礼记·曲礼下》更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日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足见国君、大夫、士和庶人都有自己的财富，而庶人的财富则是自己的畜产。显而易见，这

时的庶人，已不再是人身都被奴隶主占有的奴隶，而是有着自己的私有经济和家庭财富的农

民。   

    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这样深刻的变化，周初统治阶级必然要采取相应的统治方

法，为巩固新制度服务。《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论述周初的治民方针曰： 

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

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 

这里的“文”，韦昭注云：“文，礼法也”，即周礼的规范。《荀子·大略》也阐述周代治民的

政策说：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

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 

显然，对于已经授得“家五亩宅、百亩田”，有着自己私有经济的广大农民来说，先必须“阜

其财求”、“利其器用”、“勿夺其时”而富之，然后再用礼义去进行教化，而不能再采取奴隶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55 页。 
2 《尚书·商书·微子》。 
3 《诗·大雅·荡》。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45 页。 
5 《逸周书》卷 4《大聚解》。 
6 《意林》卷 1 引《太公金匮》。 



制度那种任意杀戮、用刑的方法了。司马迁称：周初“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
1
王充亦谓：

“周公一沐三握发，为周改法而制”。
2
所谓“度制改”和“改法制”，除了一般所说的正朔、

服色的改动而外，当亦指周礼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所作的许多新规定。马克思指出：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3

周礼的制订，正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上层建筑也发生变革的一个标志。 

自周礼制订后，由于在治理广大劳动人民方面采用了以道德教化为主、关心其生产和

生活、在经济政策上“敛从其薄”等许多新措施，因而周初的社会关系比较协调，生产获得

迅速的发展。《诗·小雅·大田》描写农奴们在主人的庄田里，“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

百谷”的情景。当“有渰萋萋，兴云祁祁”时，农奴们想到的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反映了劳动者“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4
的心理，希望农奴主的“公田”和自己的“私田”

两者都能得到雨的好处。《诗·小雅·甫田》也描写农奴主的庄田说：“我田既臧，农夫之庆”，

“曾孙不怒，农夫克敏。”正是由于这种协调的生产关系，使西周的农田呈现出一片丰收景

象： 

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
5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
6

各处的粮食堆积如山，鳞次栉比，装满了“百室”、“千仓”、“万箱”。据史籍记载，周初“兴

正礼乐”之后，“民和睦，颂声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7
董仲

舒进一步指出： 

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图国空虚四十余年。此

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
8

很显然，周公制订周礼作为新的治国大典，是造成周初“民和睦”、“天下安宁”、“囹圄空虚”

这样安定的政治局面和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在形成

之后，“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9

无疑地，周礼作为新的经济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它的制订曾经起过相当

积极进步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混战、僭越、篡弑等原因，出现过所谓“礼崩乐坏”

的局面，但到汉初就“拨乱反正”。
10
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沿用周礼，作为安国治民的重要

工具。南宋高宗赵构教育臣下说：“周礼不秉，其何能国?”
11
明初朱元璋也谕群臣曰：“朕

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建文帝即位，更告谕臣下说：“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

司，务崇礼教。”
12
不过，到封建社会后期的礼教，以“三纲五常”作为教化的中心。正如

皮锡瑞所说： 

这种礼仪教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
13

封建礼教越到后来越成为保守的、反动的、紧箍思想的枷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

革命斗志、消灭农民起义斗争的精神鸦片。这样，曾经在巩固新的经济基础中起过积极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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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周礼，便走向它的反面了。 

（原载《学术月刊》1984 年第 1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