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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生礼仪文化的演变和启示

高 齐

人生礼仪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篇中，朝鲜时代太祖的《即

位教书》中也曾出现过。人生礼仪是人生不同年龄段举行的仪式，

国际上称作“通过仪式”，由法国著名民俗家范·热纳 (Arnold van

Gennep)提出。一般而言，诞生、成人、婚姻、丧葬是人生最重要、最关

键的节点，随之形成了人生四大礼仪。人生礼仪和一个国家或民族

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化艺术、价值观念等紧1相

连，因此产生了人生礼仪文化。

韩国是世界著名的“礼仪之G”，儒家思想与孝道文明在韩国

的传播历史悠久，见面九十度鞠躬、语法中特有的尊敬式、打喷嚏

时要表示歉意、剔牙要用手或餐巾盖住嘴等都能显现出韩国人的

礼仪，他们极为重视贯穿一生的人生礼仪文化，已深深扎根于韩国

整个民族，体现出一个国家独有的特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礼仪

不断修正、创新、继承和发扬。韩国人生礼仪文化彰显礼仪的核心

价值，融合了人类对天地的敬畏、和谐的追求和美好的期待，积淀

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构建了人生礼仪的体系。

一、诞生礼文化

出生是人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步，占据着人生极为重要的

部分。韩国一直盛行三朝、百日、周岁的礼仪，在古代，人们认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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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吉利的数字，所以他们更喜欢以七日为一周期，即第七天，大

摆筵席，感@送子娘娘，并给孩子系根长线，祝福孩子长命百岁；第

十四天，解开为了防止孩子乱动而绑上的袖口；第二十一天，给孩

子换上新衣，用传统糕点招待亲朋，给产妇喝加肉的海带汤，用来

|劳产妇，这一天，称为“三七日”。

（一）三朝。韩国称三朝为“三日”，这一天他们给新生儿洗澡。

韩国人认为，“三日”才能代表孩子真正降临人间，因为这天新生儿

开始吮吸母乳，喝上人生最初的营养物质，身体与思维开始与母亲

相连，具有了“神通力”，即感悟世间万物的能力。讲究的人家会在

这天一早给产妇喝海带汤、净化水，用艾草水清洗产妇，给产妇穿

上新衣，哺乳婴儿，接着家人会祭拜三神灵娘娘，祈祷新生儿茁壮

成长，同时，亲朋好友也可以从今天开始探访产妇和孩子。

在“三朝礼”上，韩国把产妇放在了首位，这是多年来韩国女性

地位逐步上升的佐证之一，男方家会大摆筵席招待亲友，表示自家

对儿媳的疼爱，赞美媳妇为家族添丁。但生儿门前挂金线、生女门

前挂红线的传统做法在韩国很多地方仍有保留，这是传统“重男轻

女”思想的沿承。

（二）百日。韩国“百”是象征大、完美的数字，因此，百日宴的意

义在于祝贺幼儿顺利通过这一过程，预祝孩子健康成长。韩国人在

这天会把准备好的食物（白米饭、海带汤、粳米糕、红豆糯米团子、

五色松糕）送给邻居家一起享用，人们相信百日糕应该分到百户人

家，这样孩子就能无病长寿。收到百日糕的人家回赠白米饭或白棉

线，米饭和棉线分别象征着财富和长寿。

（三）周岁。周岁宴是庆祝孩子生日的仪式，在韩国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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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养活一岁是极为不易的，所以至今“周岁礼”仍是韩国诞生礼

最重要的仪式，主要包括给三神灵娘娘致诚，给婴儿穿新装、抓周、

分食生日糕等习俗。在服装上，会给孩子穿上传统的韩服，男孩一

般是粉红裤、彩袖袄、兰坎肩，脚穿乡花布袜；女孩则是彩袖袄、红

色长裙，脚穿乡花布袜。抓周是在地上摆放刀、剪、弓、笔、书、线、

钱、算盘和几种糕饼、水果，谓之摆 桌。“抓周”结束后，把 糕分

赠给亲朋邻里，凡是得到 糕的人家，都要回赠一些礼物作为答

@。 糕的内容几百年来没有变过，即为意味着心地洁白的白雪

糕，意味着驱鬼避邪的红高梁面饼，象征意志坚韧的打糕和经纶满

腹、胸襟豁达的没有馅的饺子。

韩国对诞生礼比较重视礼仪环节和宴席食物，韩国没有“满

月”之说，取而代之的是“三七日”，在三朝、百日、周岁礼仪上，韩国

人继承了传统的糕点饮食文化，在招待和回礼上都以“糕”为主要

元素。

二、成人礼文化

成人礼是为了对“成熟”加以肯定与强调而举行的礼仪，一般

是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女子十五岁行加笄礼，它意味着冠者从此

有了治人的权利和参加祭祀活动的资格，而笄者从此结束了少女

时代，可以嫁人了。在韩国，这种文化至今保留，而且相当盛行，很

多地区会在广场或学校举办集体成人礼仪式。韩国成人礼深受中

国儒家传统文化礼仪的影响，从高丽时代（高V丽太祖X 67 年）开

始就有了分别为男女青年举行“冠礼”和“笄礼”的风俗。1985 年，韩

国政府将每年 5月第 3 周的星期一定为“成年日”，满虚二十岁的

男女青年可以参加成人礼仪式。为了使仪式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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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1999 年，韩国对成人礼进行了标准化

规定，分为相见礼、三加礼、醮礼以及成年宣言等内容。

（一）冠礼。韩国是一个受中华汉唐文化影响的国度，儒风盛

典，汉唐礼制。古时冠礼仪式十分隆重，不仅要选好良辰吉日，还要

选择为冠者举行冠礼的“大宾”。行礼时，主人（受冠者之父）、大宾

及受冠者都穿礼服，先加缁布冠（布做的帽子），次授以皮牟（鹿皮

做的帽子），最后授以爵牟（似雀头赤而微黑色的没有上筵的冕），

每次加冠完毕，皆由大宾对受冠者读祝辞。“三加”之后，再由大宾

为受冠者取b名之外的表字，字由伯、仲、叔、C视排行而定。最后

主人送大宾至庙门外，敬2，同时以帛五匹、鹿皮两张作报酬。古代

的成人礼本意是为了禁止未成年的异性通婚，而冠礼是成年礼的

一种高级和代表性的仪式。当今韩国，成人礼的文化热度有增无

减，他们保留了传统的“取字”环节，不同的是现如今由大学教授向

每个参加成人仪式的男女学生分别a字，并用中国古代《诗经》《尚

书》《论语》等典籍上的话解释该字的由来。韩国的加冠礼仪式按照

儒家的仪礼进行，不过在发展过程中有了韩国本土化色彩，例如服

装和大宾的选择，他们就身着韩服，由系教授或者系主任担任大

宾，集体举行仪式，省去了很多人力和物力。

（二）笄礼。韩国女子的笄礼和男子的冠礼多数情况下是在同

天进行，笄礼的程序大体和冠礼相同。笄就是簪子，举行笄礼就是

将少女的发辫盘至头顶，用簪子插住，以示成年。笄礼也有三加，即

为加笄、加簪、加凤冠，主人由受笄者母亲担任，正宾选择亲姻妇女

中贤而有礼者担任。贵族女子受笄后，一般要在公宫或宗室接受成

人教育，授以“妇德、妇容、妇功、妇言”等，作为女人必须具备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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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物及侍奉舅姑的品德礼貌与女红劳作等技巧本颂。

韩国的冠礼最早就是受《-子家礼》的影响而在高丽时代B期

发扬的，古时的冠礼和笄礼都选择在结婚之前举行，韩国将它传承

至今，并具有了一方水土的独特性。

三、婚礼文化

婚礼是民俗文化的继承，是人一生中重要的里程碑。世界上最

古老的、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儒教婚礼、基督教婚礼和印度教婚礼。

儒教婚礼贯彻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对于婚姻、家庭的稳定，孝敬

父母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婚礼大多已经

失去了其原始所象征的意义，逐步演变为世俗婚礼。

韩国婚礼习俗渗透着鲜明的儒家文化特征。中国明朝 24 年，

正是兴盛时期，当时韩国建立了李朝（1392 年）。李朝把中国的儒教

作为新的理念倍加推崇，使之成为国教，此后，儒家思想在韩国得

到空前普及，渗透到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

韩国的传统婚俗。比起中国的传统婚礼仪式，韩国礼仪更为繁琐与

$杂，大致分为十个部分，即婚谈、纳采、纳币、醮子礼、奠雁礼、交

拜礼、合卺礼、新婚之夜、于归新行和币帛礼。

醮子礼是一对新人的感恩礼，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新郎早早起

床，给父母磕头，准新娘也要在当天早晨向父母磕头，感@父母的

养育之恩；新郎打理结束后，行奠雁礼，步行前往新娘家，跨过门口

的“火盆”，把带来的大雁（活的或者^制的）放在桌上，磕头两次

后，女方母亲端着大雁桌走进屋内，意表一次结3、终身不变；为了

喜庆的日子不让恶鬼接近新娘，会在新娘的左右脸和眉心贴上红

纸做的胭脂，这也是韩国传统婚礼特有的，新娘向新郎拜两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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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回拜一次，新娘新郎再重$一次，这就是交拜礼；交拜礼结束就

进行合卺礼，合卺礼上要喝合欢2，即在绕有青丝、红丝的2盏上

斟2，新郎要舔一舔2再给新娘，最后把2盏&开，合卺礼结束后，

客人们把放在大礼桌上的大枣、栗子都装在新郎的兜里，预示让小

夫妻早生孩子；币帛礼是最后的感恩大礼，夫妻相互介绍双方的家

人和亲戚，并且只由新娘向新郎的祖父祖母、父母、直系兄弟以及

叔叔依次磕头。

李朝是韩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X朝，1910 年，李朝崩溃后至

今的一百多年间，韩国社会在礼仪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都发生了

极其深刻的变化，在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婚礼文化这一民族文

化习俗的重要载体也同样发生了变革。现代韩国青年抛弃了包办

婚姻的旧俗，男女一般都自由恋爱。然而，由于受根深蒂固的儒教

传统思想的影响，重礼仪的大韩民族并没有完全抛弃一些重要的

传统礼节，而是在传统和现代结合的过程中，学习借鉴了基督教婚

礼的形式，形成了一种韩国版的新式婚礼。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

婚礼中，有宣读结婚证书、新郎新娘交换礼物、相互敬礼或跪拜、新

郎新娘向双方父母跪拜、双方家族代表讲话等程序。

韩国婚礼文化处处体现了儒家思想，首先是“孝”。李朝时期，

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一桩婚姻被祝福的前提就是要得到父母的

同意，整个婚礼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也都要对父母和长辈毕恭毕敬，

对父母行大礼以感@其养育之恩。其次是“重礼”。儒教对“礼”的讲

究可谓到了极致，繁琐的婚礼习俗中处处保留了儒家思想的谦卑

与礼数，整个婚礼仪式中每一步都有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最后是

“门当户对”。儒教奉行等级观念，身:地位不同的男女在世俗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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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结合在一起的，韩国李朝时期，更是规定贵族与平民之间严禁

通婚，这一传统即便是在今天的韩国依然影响深远，家庭出身依然

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虽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韩国的传统婚礼仪式还存在了一

些差异：第一，在仪式程序上，韩国必有主持者执雁前导，他们认

为，雁南往`来顺乎阴阳，配偶固定合乎义礼，婚姻以雁为礼，象征

一对男女的阴阳和顺，也象征婚姻的忠贞专一。韩国在行完醮子礼

后进行奠雁礼时才使用大雁。第二，在婚礼服饰上，韩国第一次采

用婚礼服是在新罗 28 代真德女X 2 年（648 年），随着中国式官服

制度被引进，一直延续到朝鲜X朝。韩国传统婚礼服明亮且多彩，

新娘通常是红色内衬配蓝色阔衣，袖子是有五种颜色的绿圆衫，新

郎穿的是纱帽冠带。韩国女性婚礼服几乎盖住了衣着者的整个身

体，高腰、直线和宽大的款式造型，抹杀了女性诱惑的身体特征展

示，反映出审美的本质是追求形体之外的精神意蕴。

四、葬礼文化

生有所养，死有所葬。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是敛殡祭奠的

仪式，同时也是亲属、邻里、朋友等进行哀悼、纪念、评价的仪式。历

史上绝大部分人都不认为死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把它看成人生旅

途的一种转换，即从“阳世”转到“冥界”，因此，既要寄托对死者的

哀思，又要让死者的灵魂能安居于另一个“世界”，就使得葬礼变得

$杂而繁琐。

现代葬礼大多是火葬，主要包括安葬、殡仪、举哀、吊唁等必不

可少的环节。葬礼在韩国尤为重要，因为韩国人相信)借这种特殊

的仪式能和逝去的亲人再次相聚，并借此祈愿得到先祖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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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庇佑。韩国葬礼仪式主要包括招魂、讣告、大小殓、成服、?葬、

出殡，用词有所讲究：第一，在小殓时，他们会在灵相旁放一叠酱

油，希望死者的灵魂能在去冥间的路上因为干渴而回头。第二，在

给死者穿衣服时，韩国人会放一些玉珠来象征富贵。第三，在韩

国，为了使“阳世”和“冥界”能更好地分开，出殡时，死者的家人会

一路哭泣。

随着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的来袭，韩国目前葬礼程序已变得

简单，一般是在医院处理死者，然后火化、安葬。人的生活节奏变得

紧张而快速，对于过去的许多旧礼俗，往往会产生步伐缓慢而不合

时代的感觉，特别是葬礼。许多年轻人不了解葬礼仪式的意义，很

容易产生排斥抗拒的心理，进而提出简化改革的要求。如果真正理

解“礼”的含义，那么就不会只寄托于形式，觉得繁琐了。

五、韩国人生礼仪文化的启示

韩国文化派生、滋养和激发了色彩浓烈、内涵厚重的人生礼仪

文化，且不断创新和发展。韩国人生礼仪文化散发道德光辉，提升

人生品质，昭示社会进步，具有凝聚公民、砥砺风节、提升素质、$

兴国家的功能。韩国的人生礼仪文化带给我们三点启示。

（一）深化人生礼仪文化的认识是前提。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

人民的精神家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有文

化支撑和精神力量。人生礼仪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

组成部分，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有助于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凝聚

力、创造力，有助于增强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因此，人生礼

仪文化事关社会时代精神和文明进步，民族崭新形象和精神风貌，

事关国家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认识是实践的前提，只有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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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华人共荣、共享、共担的无价之W。中华民族的伟大$兴应当以

文化$兴为灵魂，我们要致力于搜集、挖掘、梳理、整合，并且放眼

世界和人类未来，从而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我们要1切关注、积

极倡导和促进发展，致力使我国人生礼仪文化中丧失已久、日趋殆

尽的部分重获光明，使形式僵化、繁杂琐碎的部分拓展深化，使延

续多年、崇德向善的部分蓬勃发展，使人生礼仪文化为公民刻骨铭

心，<望终身，从而为促进民族$兴建功立业，决不能让我们的子

孙重$我们的喟叹。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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