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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舆行进与生活政治
!

222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朱
!

承

摘
!

要!在'礼记(中&有大量涉及车舆*行进的礼仪安排&从中可以看出礼治传统中日常

交通所承载的秩序关怀%贵族所使用的车舆往往体现着政治生活中的身份等级差异&车

舆马具等成了政治身份差别的标志物%在日常的徒步行进中&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也有特

定的礼仪要求&尊卑之别*长幼之序能从人们的道路行进中得到体现&道路行进成为社会

秩序展现的场域%在现代社会里&交通问题依然体现着#生活政治$&传统的身份等级制虽

然还有一定余绪&但不再是影响交通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公共

理性以及现代性价值主导着现代交通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礼记)车舆)礼治)身份等级)生活政治)交通礼仪

车舆*行进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事情之一&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或

远或近&或利用交通工具或步行&或水或陆或空&或独行或结伴同行&或先或后&或疾或徐&

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即便是这些寻常事&一旦放到人群社会中去考量&除了其自身

的去远拉近的基本功能性意义外&往往也会成为政治*价值或秩序的表现%从大的方面

看&类似于#车同轨$式的国家政策行为&自然是显在的政治行为&对共同体所有人的生活

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小的方面看&个体的交通工具与行进表现&比如说&什么人乘坐什

么样的交通工具&什么人乘坐的交通工具上可以有什么样的装饰和仪仗&在共同行进中什

么人走在前面*什么人走在后面&行走时需要注意什么事项等等&在具体的活动中&除了要

考虑安全*便捷等因素外&还需要结合礼制风俗等考虑嘉益分配*爵秩等级的因素&交通工

具的资源分配*共同行进中的次序*特殊场合的行走仪态&往往涉及政治权力和身份秩序%

在'礼记(的文献记载中&有大量涉及车舆*行走的礼仪安排&既能使我们了解古代交通生

活的面貌&也能从中看出礼治传统中交通所承载的价值及其秩序性关怀%

一*车舆礼仪与生活政治

车舆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战争*政务*礼仪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在中

国传统文献中&往往称#黄帝$或者#奚仲$制车!

&因无确证可考&关于车之肇造者的考辨

只能源于一些语焉不详的历史记载%但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一般都将制造交通工具

的贡献算到圣人头上&以此增加圣人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所谓圣人#服牛乘马&引重致远&

以利天下%$

0'易传!系辞下(1

可见&#制牛马而用之$

0'荀子!王制(1

&利用畜车来为人类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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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提供便利&是圣人对生活文明的贡献&因此可以增加圣人的合法性%虽然从文献上看&中国古代车

的发明权归属于谁这个问题不甚清楚&但随后而来的围绕#车$形成的礼仪却比较明确%

'礼记(中对古代祭祀时的车舆礼仪有过记述!#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

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骆马黑鬣&殷人白马黑

首&周人黄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
$

刚%$

0'礼记!明堂位(1

有虞氏以及夏商周时代的天子车

马及其装饰都有明显的不同&这反映的是时代礼仪的不同&也说明每个时代的车马礼仪较为确定%当

然&时代的礼节差异往往与生产技术*审美风尚等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天子*

君主的车马一定要明显区别于其他人&一定是要具有独占性&以显示天子*君主的特殊权威%在'礼记(

中&叙述车舆马具的差别主要是要运用到标志身份等级的差异上&也就是说&'礼记(中的礼仪规定&更多

的是将车舆马具的功能从运载工具转换到礼仪制度*身份等级象征%在上述引文中&#路$0后世又称

#辂$1是#乘车$中车主等级最高的&是天子的#乘车$&有时候天子也以之来赏赐有功诸侯%天子的路车

之外&对于其他身份等级的人所用之车&也有专门名称#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

乘栈车*庶人乘役车%$

0'周礼!春官!巾车(1

从高等级的夏篆*夏缦*墨车&到低等级既载人又载货的栈

车*役车&各有其特殊的称呼&从形制到名称&车舆马具与其他生活用品一样&是区分社会上各类人身份

等级的重要载体%

在'礼记(中&车舆马具等关涉交通的用具和其他生活场景中的用具一样&往往用数量上的多少来标

志政治身份的差别%在贵族群体中&为个人配备的车马仪仗数量上是依据身份等级来予以规定的&以地

位尊卑来安排数量上的差别&特别是参加政治活动时尤其要遵守这些数量规定&如在朝觐祭祀时&不同

等级的人的副车数量要遵守礼制&#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0'礼记!少仪(1

郑玄注

曰!#此盖殷制也%'周礼(贰车&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数也%$

!按照爵秩等

级予以明确规定&这即是一种差等的车舆秩序%丧葬礼仪中也需要注意在车马上的身份差异&#君之适

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适长殇&车一乘%$

0'礼记!檀弓下(1

从礼仪的角度&各种典章制

度对不同身份等级的车舆有所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僭越礼制&享受本不该享有的车舆待

遇%在传统儒家看来&正是这种僭越败坏了礼乐制度&造成了#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

按照礼制&不仅在车马数量上能彰显身份差别&车马的装饰上也是如此%#君羔辥虎蕇)大夫齐车&

鹿辥豹蕇&朝车)士齐车&鹿辥豹蕇%$

0'礼记!玉藻(1

国君的齐车&麝皮为足踏*虎皮为缘饰&大夫的齐车和

朝车则是鹿皮为足踏*豹皮为缘饰&强调用装饰的不同来区别身份等级%对于国君而言&在不同的场合&

旗帜装饰也应有所不同&让观者能够一目了然&如国君打猎所用武车&要旌旗招展&巡守用德车&旌旗须

要垂敛&#武车绥旌&德车结旌%$

0'礼记!曲礼上(1

这就说明&车舆的旗帜还发挥了信号的作用&用以区别

政治活动的指向与目的%当然&对车的装饰问题&'礼记(中也有例外性规定&比如说在国家困难和危机

的时候&对于车马就不应该装饰&如&#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鄊&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屦&马

不常秣%$

0'礼记!少仪(1

不仅不能装饰&连#造车马$也应该有所收敛&#年不顺成&君衣布本&关梁不租&

山泽列而不赋&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

0'礼记!玉藻(1

又如&#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祀以下

牲%,$

0'礼记!杂记下(1

当国家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就要限制车马的规格&通过节俭装饰*减少数

量等手段&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因此&车舆等的打造及其装饰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化&礼制也

彰显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众所周知&驾驭车马的#御$是传统六艺之一&是古代士人需要掌握的生活技巧%从#礼$的角度来

看&传统#御$术不仅是对技术的要求&也还包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在'礼记(中的记载中&驾车特别

是为君主驾车有着严格的规矩%如'月令(中对天子的驾乘也有着明确的仪礼规定&#孟夏之月55天子

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

0'礼记!月令(1

#朱路$#赤骝$是天子的仪仗&与居

所*服饰是配套的&标明天子的威仪%在驾车的具体技术性程序中&也有一套为君主定制的内容%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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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安排中&为君主驾车&与其说是为了交通功能&不如说更像是一场礼仪表演&有着一整套程序性的完整

安排&并以此来强调君主的权威性和礼仪秩序的重要性&既考虑驾车的安全*便捷&也考虑礼仪程序%

'礼记(中记载!#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已驾&仆展?*效驾&奋衣由右上取贰绥&跪乘&执策分

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左右攘辟&车驱而驺%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

右就车)门闾沟渠&必步%$

0'礼记!曲礼上(1

在这个一套完整的程序中&将驾*已驾*途中&对御者都有着较

为细致的规定&一方面是技术性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礼仪性的要求%如&#凡仆人之礼&必授人绥%若

仆者降等&则受)不然&则否%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不然&则自下拘之%客车不入大门%妇人不立

乘%犬马不上于堂%故君子式黄
%

&下卿位&入国不驰&入里必式%君命召&虽贱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0'礼记!曲礼上(1

驾驭技术的要求是为了安全和顺利&而驾驭礼仪的约束则是为了维护权威与秩序%可

见&在'礼记(中&驾驭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有价值观念蕴含于其中&驾驭要体现权力的威仪

和等级的秩序%

驾驭有一套规矩和要求&乘车的人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和礼仪%'礼记(围绕国君的乘车&做了很多

礼仪性规定%就国君而言&不能与同姓共同乘车&如果和异姓同车&则不能同服&#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

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0'礼记!坊记(1

对国君的同乘人做了排斥性的规定&尤其是不能与同姓人共

乘%#同姓$是指那些具有继承人资格的同宗&郑玄注曰!#同姓者&谓先王*先公&子孙有继及之道者也%

其非此则无嫌也%$

!

#不同服$是指同车的同乘之人不穿同样的服饰%#同姓不同车$的好处是防止同宗

之人僭夺权力的可能性&#不同服$是为了人们明确知道谁是真正的国君&国君可以根据时令改变而变

化&但同乘之人则需要穿着朝服&不过&这种#不同服$的情况在战争状态下是有所改变的&#仆*右恒朝

服&君则各以时事&唯在军同服尔%$

"大抵是为了安全考虑%国君在乘车时&同乘之人的选择以及同乘

之人服饰的规定&除了人身安全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安全*等级礼仪等&从而具有了附加的政治意义%另

外&国君在车上据车轼行礼时&大夫要下车以表示敬意&士人见到大夫据车轼行礼&也应下车示敬&非如

此不成差等式的礼仪&#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

0'礼记!曲礼上(1

国君乘车经过宗庙&

必须下车&遇见用作牺牲的祭牛&要行轼礼&对于士大夫而言&更应如此&乘车经过国君门口*看见礼车用

的马&都必须要行恰当的礼&以表示对车马之主人的尊敬&#国君下齐牛&式宗庙%大夫士下公门&式路

马%$

0'礼记!曲礼上(1

另外&关于乘车时的礼仪&还有很多特别的具体要求&如&#苟有车&必见其轼%$

0'礼

记!缁衣(1

#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车不式%$

0'礼记!玉藻(1

#仆于君子&君子升下则授绥)始乘

则式)君子下行&然后还立%乘贰车则式&佐车则否%$

0'礼记!少仪(1

#车上不广咳&不妄指%立视五&式

视马尾&顾不过毂%国中以策彗恤勿驱%尘不出轨%$

0'礼记!曲礼上(1

#介者不拜&为其拜而?拜%祥车

旷左&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仆御*妇人则进左手&后右手)御国君&则进右手&后左手而俯%国

君不乘奇车%$

0'礼记!曲礼上(1

#执君之乘车则坐%仆者右带剑&负良绥&申之面&拖诸辥&以散绥升&执辔

然后步%$

0'礼记!少仪(1

对于乘兵车&也有明确规定&#乘兵车&出先刃&入后刃&军尚左&卒尚右%$

0'礼记!

少仪(1

55从上所引&对车上的行礼*坐与立*左右方位*佩饰等等&都有着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足见在乘

车礼仪上的繁琐仪节%这些仪节要求人们端庄*恭敬*规范&并以此来保证权力秩序*身份等级的全面展

现&使人从外观上就能得到明确判断从而心生礼敬之意%

不仅国君*士大夫应该遵守驾乘之礼&连对待国君使用的#礼车$和#路马$&也要坚持驾乘之礼&前文

已述&#路马$是天子礼车的马&是天子仪仗的重要组成部分&#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左必式%

步路马&必中道%以足蹙路马刍&有诛%齿路马&有诛%$

0'礼记!曲礼上(1

因为#路马$象征着天子的权威&

因此'礼记(里规定&不能驱赶#路马$&不可授绥与人&牵行#路马$必走大道&甚至不能用脚踢#路马$的粮

秣&也不可估计#路马$的年龄&总之&对待天子之车马仪仗&应该有着敬畏之心&必要时应该如同对待天

子本人一样%对君主车马的礼敬&是#尊尊$之礼义的延续&更是对权力膜拜的具体体现%在#万物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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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来看&我们对作为一种生物的#马$应该有同情之心&然而即便如此&那也应该是对普遍性生物的

同情&而非对仅属于某个群体或个体的所有物的礼敬%因此&对君主车马的特殊对待&只能说明是对权

力等级的固守和信念&这是礼仪秩序的要义所在&值得我们反思%

车舆制度作为先秦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与等级上的爵命制度密切结合%车舆制度和其他生

活领域中的礼仪制度一起&构筑起古代贵族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既具有生活文明的意义&也具有政治

文明的意义&后世历代也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予以延续%'汉书3成帝纪(上说!#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

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

!

'汉书3谷永传(中也说!#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

车服不逾制度%$

"对于车舆不能逾制的要求&虽然在具体生活中未必如此&但在历代史书中的'舆服志(

中还是多有记载&构成了历代典章制度的内容%后来出现的肩舆制度&也是参照古礼中的车舆制度&不

同官阶*身份的人所乘肩舆也不能僭越&要按照国家根据礼仪制定的制度来予以安排&用以彰显身份等

级上的差异&如明朝政府就规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

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

八人者&奏闻%$

#历代类似于皇帝*皇族*百官所乘交通工具的形制规定非常多&不胜枚举&名目和典章

虽然繁多&但其目的大致一律&那就是为了明确等级*职级的差异%这种用外在显现的方式标示人的身

份差异&正是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则&车舆制度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场域%

二*行进先后与身份地位

如果说&车舆制度是有工具性载体的交通礼仪&那么徒步行走的礼仪则是不依托工具载体的交通礼

仪&更具有直接性&也更为多见%正如现代人的道路行走需要遵守交通法规一样&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

进在很多时候需要遵守礼仪规则&使自己的道路行进*朝堂进退合乎礼仪&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

知道&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未必严格地按照礼仪规定来安排最具日常性*随意性的行走&但从'礼记(

等典籍中还是可以看到与#行进$相关的礼义精神&这种礼义精神虽不是时时*人人都得以贯彻&但所蕴

含的秩序原则还是值得注意的%

居处行走是正常人最为寻常的举动&居处有礼*进退有度&按照一定的礼仪来处置自己的举手投足&

这是文明人在文明社会的应有品质&也是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表现%'礼记(中关于这一类的规定也很

多%以人间秩序的集中代表者#天子$的举止为例&就特别生动的说明了举止恰当对于秩序的意义&如!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

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

其宜&万事得其序%$

0'礼记!经解(1

天子作为神圣意志在生活世界中的最高代表者&他的居处*进退不仅

关乎个体的形象&还是礼仪的典范&百官*万事都从天子居处进退的合宜中&获得合理性*合序性%因此&

天子的居处行进就不再是个人事务&而变成了政治事务%另外&为了彰显天子的权威与尊贵&在公共活

动的时候&天子的出场应该有象征威仪的#警示$之声&而且也要在众人的恭候和瞩目中出场&如&#天子

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

0'礼记!文王世子(1

而且&天子*国君不能不顾行走的

礼仪&#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

也&由夷王以下%$

0'礼记!郊特牲(1

由于国君拥有其治下所有的国土&因此国君到了臣子家中&臣子不应

将自己当成主人并以客礼对待君主&国君应该从象征主人身份的东阶登堂%天子是天下共主&对于诸

侯*臣子自有无上的威严&特别是在朝觐的场合&尤其要注重天子的行走礼仪&如果出现#下堂而见诸侯$

那样的#失礼$场景&就表示天子的权威弱化了%而天子的失礼&将损害到天子威仪&祸及权力尊严&是严

重的政治事件&影响甚远%

诸侯的居处行走也有一套礼仪&如在诸侯燕礼中&诸侯处于最高尊贵的位置&其行动也要显示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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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尊贵&其他人都要来维护这种尊贵&#诸侯燕礼之义!君立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定位

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之义也%$

0'礼记!燕义(1

在国君饮宴群臣

时&国君与卿大夫的行进*居停*方位&其核心只有一个&在国君出现的场所&其尊贵地位无人与之相匹

敌&他是独尊的&这种独尊不仅是实质上的&也要体现在形式上%礼仪形式是保证实质性权威的途径%

那么&用什么来保证这种形式得以不断巩固- 在礼治原则下&只有繁琐的礼仪规定来保证这种权威&让

人们通过规范自己的行止来强化对权威膜拜的心理%

大夫*士等人在特定的场合下&也有特定的行进礼仪予以规定%如在士*大夫等同为臣属的人员之

间&按照等级&有一定的行进礼仪&#士于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于尊者&先拜进面&答之拜则走%$

0'礼

记!玉藻(1

士比大夫的爵等要低&因此&士不能从门外拜迎大夫&只能在大夫离开的时候拜送%士去拜见

卿大夫等位尊于自己的人的时候&要让尊者等在门内&自己在外面先行拜礼&如果尊者还礼&士还要避让

以表示谦恭%又如&等到大夫退休的时候&国家应对给予礼仪待遇&很重要的一点礼仪待遇就体现在交

通上&可以获得协助行走又象征身份的拐杖&还可以安车代步&行走四方&#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

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

0'礼记!曲礼上(1

这种待遇&是国家的礼仪规定&也是一种

政治待遇&所谓#礼遇$%士*大夫等国家官吏层面的权贵者&虽是同僚&但因爵等有差异&因此即使在没

有国君出现的场合&其行进也要按照尊卑等级予以礼仪安排&否则尊卑等级的秩序就不能贯彻到底%

士*大夫等最为重要的行进礼仪是在朝堂上或者出入君主居所时的规矩&#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閐右&不

践阈%$

0'礼记!曲礼上(1

士*大夫进出国君大门&得从门橛的右边走&而且不能踩着门槛类的门限&以示对

君主的尊敬%'论语(中也曾记载孔子在朝堂上的举止行进状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试分析之!#入公

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魒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

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如也%$

0'论语!

乡党(1

这里描绘了孔子在朝堂上行进的谨慎*恭敬之状态&特别是对具有国君独占性标示的位置格外恭

敬&不走国君出入的#中门$&经过国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端正*步履快疾&甚至也大气都不敢出&朱熹在解

释时说道!#君虽不在&过之必敬&不敢以虚位而慢之也%$

!而当走出来后&则神情放松*脚步轻快%这段

描述很有代表性&展现了类似于孔子这样的士大夫阶层人士在朝堂上行进的礼仪和神态&朱熹称之为

#在朝之容$%#在朝之容$反映了士大夫遵照礼仪规范在朝堂上的举手投足表现&将私人的举止习惯按

照规范性要求予以校正&从而符合礼仪要求&并表达对于君主的恭敬&显示君主的至高权威性&李泽厚先

生在讨论'论语(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将此称之为#来自父系家长制所建立的对氏族部落首领即部落国君

的敬畏礼仪$&是#原始巫术礼仪的制度化理性化后之产物$

"

&也就是说&在朝堂的行止礼仪被制度化&

以此实现对君主和最高权力的敬畏&是早期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实际上&稍微了解中国古代朝堂礼仪

的人都会清楚&朝堂上行进有着一套完整的规范&这在整个古典社会是常态礼仪%从'论语(中的记载&

我们可以认为&从堂上的#屏气不息$到堂下的#逞颜色$&说明在堂上举止行进一定是给个人的身体上带

来不适的%既然不适&为何一定还要保持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呢- 因为这是礼仪&是表达对于君主权威

的尊重&如果轻慢&就是对于君主权威的不敬&既不符合儒家对于君主的礼敬之情&也有可能给自己带来

麻烦%正是如此&才会有各种各样*程度各异的#在朝之容$%#在朝之容$以尊重0甚至是膜拜1政治权力

为前提和背景&以约束和压制个体的行动舒适为表现方式&传达了人们在政治权力面前的卑微和紧张&

是传统#生活政治$的生动体现%因对权力膜拜而造成的道路行进时的身心紧张&生活文明的意义较小&

而政治因素较强&随着权力的神秘性和人治的消退&这种#在朝之容$所体现出来的对人身心的压迫应该

逐渐减小&庄重*严肃具有必要性&但身心的压抑则应该予以消除%

在军队或者其他事由组成的队列中&行进时也有着规定的礼仪%#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

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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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车舆行进与生活政治

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0'礼记!曲礼上(1

队列前方的情况

有变&队列中的旗帜则发生变化&以为信号&队列的前后左右均有着特定的安排&使得整个队列进退有

度*左右得宜&极具秩序感%队列行进是群体活动&在等级制的视野里&群体活动要有权威性的指挥&由

于队列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远&故而保证指挥有效的是各种信号&旗帜等仪仗因为其可

以保证较远距离的人都能看到&正可以保证这种信号传达信息的准确%类似于这类传递信号的仪仗&是

为了保证指挥的有效性&主要是一种指挥技术&但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礼仪秩序规则%

除了政治人物&在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人们行进举止的礼仪也表征了家庭权力和社会

秩序%父子关系中&进退得当是展现子女对父亲及尊长的尊爱之意的重要表现&更是孝顺的具体行动%

'礼记(中对于子辈在行进举止上的礼仪要求较多&如&#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

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

0'礼记!曲礼上(1

长辈是家庭权威的代表&子辈要服从这一权威&因此&子辈

的进退要取决于长辈的意志&这才是符合礼仪的孝子行为%反过来说&如果子辈在行进上不如此&则有

可能会承受不孝的指责%又如&子辈在家居生活中&不能占据尊长位置&不能坐在当中的位置&不能走当

中的过道&不能站在当中的门口&以此来维护父亲的权威&#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

不中门%$

0'礼记!曲礼上(1

对于家庭或者家族中父子*长幼秩序的维护&需要借助各种生活场景&日常的

居处*行走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未必能严格执行&但日常行走秩序常常还是以规范性要求

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不仅是在较早的'礼记(类文献中出现&直到传统社会后期还有回响&如明末刘宗周

曾制定'宗约杂戒(&对'礼记(中的道路行进秩序予以落实&#凡道路&祖孙行衔尾&叔侄行肩随&兄弟行雁

序$

!

%不同的辈分的人走在一起&要呈现出不同的行进样态&用这些样态来表现伦理次序*长幼秩序%

总之&在主张礼仪秩序的儒家那里&强调在一切生活场景中显示对尊长的礼让&所有的行动*言语都要念

及尊长特别是自己的父母&以父母的意志为核心&这样&既能体现孝顺父母的情感&也能让自己远离危险

的言论与行动&#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

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

0'礼记!祭义(1

这种对父母的尊崇&不仅是针对男性&也是针对女性

特别是嫁做人妇的女性的要求%'礼记(中专门对家庭中女性的行进及举手投足做了很多礼仪规定%我

们知道&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主要活动场所并非公共空间&而是在家庭等相对私密的环境%但即使是这

样&女性在日常的道路行进中也要遵照礼仪规定%特别当女性成年后&嫁做人妇&与其他生活场景中一

样&要注意与公婆等人在道路行进中的礼仪秩序%#妇事舅姑&如事父母55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

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

0'礼记!内则(1

当女性走

到公婆的居所时&要嘘寒问暖*要怡声低气&要关心公婆的身体状况%另外&在女性陪同公婆进出的时

候&要注意在道路上予以扶持&以示恭敬&通过对女性生活仪节的具体要求&将#亲亲$的原则落实到生活

的每一个细节%可见&虽然在私人生活空间的家庭&也要处处恪守近乎苛求的行动规则&把公共生活空

间乃至朝堂上礼仪秩序移植到家庭里&使得家庭也肃若朝堂&这是儒家生活政治的扩大化&对于一般的

个体自由意志的生发具有抑制作用%

按照文献的记载&在整个家庭关系中&处处都能看到人与人之间行进次序的重要&父子之间&夫妇之

间&在各种礼仪场合中都有行进次序的要求%婚礼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特别能体现家庭

生活秩序*家庭权力秩序的象征性活动%'礼记(对婚礼仪式中家庭成员的行止有所规定&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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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0'礼记!昏义(1

在婚礼活动中&父亲可以敬其子以酒&以发出迎娶

新妇的指令&儿子受命往妇家迎娶%女方父母在家庙里设酒席&在门外迎接女婿&然后行置雁之礼%接

下来&就是通过新婚夫妇在道路行进上的一些礼仪要求&来传达家庭生活中的秩序观念&如新郎将新妇

的车驾好&把车上的引手绳交给新妇&引其上车&车轮象征性的转三圈&然后分车到达夫家&又是一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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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活动&等等%这些繁琐的程序&显示男女婚礼的隆重性&行进次序等表明男女的界限&夫妇间的关系才

有正当性&夫妇间的正当性进而能保证家庭关系甚至君臣关系的有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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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礼记!昏义(1

婚礼活动中的举手投足&从礼治的立场上来看&其担负极大&被赋予了远远

超出其本身的使命&也将日常生活与政治强行地关联起来&放大了私人生活对于公共生活的影响%私人

活动被赋予重大的政治意义&即使是针对政治人物&也将导致公私之间的价值混淆&使得个人的私人生

活不再具有隐私性和个体性&而通过风俗*传统等赋予了政治性价值%

师弟*乡里关系中&道路行进上的次序也要得到保证%行进次序作为社会交往礼仪&特别是要在行

进中表达对尊长的敬意%行进与宴席等一样&强调次序&因为次序可以体现由于身份*年龄等造成的差

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学生与老师就是一种身份差异&学生应该在各种场合体现对老师的尊

敬&在跟随老师出行中&不能先于老师与路人交谈)在路上见到老师&要从体貌上表达恭敬之情&不能主

动与老师交谈&要老师先言而后对答之&#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

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

0'礼记!曲礼上(1

这种礼仪要求学生在整个行进过程中&从属于老

师&如果在行路中与老师并行&则会受到指责&所以孔子说!#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

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0'论语!宪问(1

弟子对待老师应该#隅坐随行$

!

&如果同座并行&那么这种学生在

名利心上是值得怀疑的%就是在乡里关系中&长幼之间也应该如此&#行&肩而不并&不错则随%见老者&

则车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达乎道路矣%$

0'礼记!祭义(1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0'论语!乡党(1

可见&行进次序是落实长幼之别的重要落实手段之一%特别是在乡里的公共活动中&主客

之间的行进*迎送活动&更要体现这种秩序性礼仪&#乡饮酒之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

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觯&所以致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尊让薭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薭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

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制之以道%$

0'礼记!乡饮酒义(1

乡里0一种人员相对互

相熟悉的共同体1公共活动中的礼仪&主客之间在行进*迎送中的互相恭敬*彼此尊重&其意义在于让人

们都领会君子之道&如是则可以消弭乡间的争斗与互相侵害%在'礼记(等礼仪典章制度看来&这是体现

了圣人制礼的目的所在&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恭敬礼让&既是良善秩序的表现&也是形成良善社

会的途径&好的政治&不是通过暴力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日常举手投足的礼仪性规定就可以达到&

这就是#不要政治的政治$&也即是儒家生活政治的理想性效果%这种#不要政治的政治$既是在等级话

语体系里的表现&又是也在生活文明的话语体系里的表现%比如&在儒家看来&在一些场合&即使对方不

是尊者*长者&也要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如#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

趋%$

0'论语!子罕(1

对穿丧服的*礼服的以及眼障人士&孔子不论其身份等级&也会表示出敬让之意&这体

现了儒家对于他人的尊重之意&是一种生活文明&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之心%

在'礼记3王制(里&还专门有对道路行进次序的一般性规定%#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

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

老不徒食%$

0'礼记!王制(1

这里&描绘了日常生活中道路行进秩序的清晰画卷&在道路上&男女之别*长幼

之别*车马与徒步之别&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都明确地展现在道路之上%另外&日常行止中的上

下*左右*先后&是辨明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等社会关系的显在性标志&人们可以通过方位*先后

的观察&来把握尊卑等级秩序%儒家认为礼乐可以为政&治乱与礼乐兴亡是关联的&孔颖达对此处所引

的最后一句解释道!#涂&道也%道&谓礼乐也%言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使贵贱*长幼*远近*男女殊别&

外内莫敢相逾越者&皆有此礼乐涂道出其此事也%$

"道路行进*堂室进退的次序是日常行止的重要内

容&车有左右&行有先后&一切都有法度&秩序才能得到保证&遵守了法度则治&违背了法度则乱&而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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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法度$就是礼仪%这种行进次序同方位等一样&不能够随便#相逾越$&否则&生活秩序的破坏即

意味着将危及政教秩序%儒家认为&破坏道路行进秩序&意味着破坏身份等级秩序&损害儒家尊尊亲亲

等核心价值原则&应该对这种挑战秩序的行为予以警惕&因此&在各种处境下要严格遵守行进秩序%

儒者的居处*行进礼仪&是儒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

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0'礼记!儒行(1

在传统

礼仪观念中&儒家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举止中&从日常生活中传递儒家的精神价值&

进而养成符合礼仪规范的社会风俗&只有这样&儒家才认为是达到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成为好的社

会%儒家对日常行进的礼仪要求&既作为一种生活政治保障了身份等级秩序&同时也丰富了儒家生活文

明的内容&传递了儒家尊人*爱人*礼让他人的核心价值%

三*日常交通与现代政治

在古代礼仪的文献传统中&日常交通体现了社会秩序&无论在政治人物之间&还是在家人父子和乡

里关系中&车舆马具*出行仪仗*行进次序等等&包括后来社会上出现的肩舆*轿子等交通工具&在使用的

时候大都反映着身份等级*长幼秩序等%#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

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

0'荀子!王霸(1

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礼仪规则如同现代社会的法

律一样&对于划定群己边界*端正国家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礼以别异$&这种以外在标志物区分人物

差别的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同时也表示在共同体生活中&人们以约定的

礼俗来展现共同体的秩序文明*生活文明%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车马与行进礼仪未必如文献记载的理

想状态那样严格和细致&或常有僭越以及违背礼制的情况发生&但对交通工具*日常行进所体现的礼义

大多还是保持尊崇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传统和生活文明&这些从现代生活中还能看到传统的影

子%如前所述&交通*行进中的礼仪规矩等除了能参与维护一定的交通规则*保障交通便利之外&还能够

体现权力关系*社会等级秩序&是政治权力*社会权力乃至家庭内部权力的重要表征&从而附加了政治功

能&也能体现儒家对于日常生活秩序的高度迷恋与重视%传统交通礼仪担负了重要的交通规则和制度

功能&虽然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治活动*公共交往活动的秩序&具有

现代意义上的规则意识&丰富了中国古代公共生活文明%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蒸汽机等能源传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交通工具日新月异&

汽车*轮船*飞机*航天飞行器不断更新换代&取得了飞跃式的进展&跨越关山&一日千里&遥远距离的朝

发夕至早已不是奢望&九天揽月*五洋捉鳖也不复是神话%罗伯特3路威说!#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比野

蛮人的高出不知若干倍%但这是渐进而来的&其间也不知绕了多少冤枉路&和人心的惰性打过多少仗%

这是人类进步的历史从头到尾一贯的特色%$

!人们在为了生活舒适和交流便利上&不断改造自然与改

造工具&实现了在交通问题上的飞跃式进步%人与人的交往&随着空间距离上去远来近&也变得更加密

切和频繁%从宏观上看&交通工具与现代文明构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交通工具的进步&促成了贸易往

来*外事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为现代政治文明*生活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由于现代文

明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扩大化&为了使这种交往放大至最大效益&为交通工

具及技术的更新也提供了动力%从微观上看&在日常生活中&交通工具为现代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人们的生产*生活往往随着交通的变化而变化&现代交通工具为人们的工作*人际交往*休闲旅游等做出

了贡献&同时&人们对日常生活便利化的诉求&也对交通技术0包括道路*桥梁*隧道的修缮&航线的校正

等1进步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现代文明与技术的关系来看&似乎交通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如道路设计*建造&动力*交通工

具的技术革新&无一不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进步的&即使是交通的疏导&也涉及交通的调度管理技术&

比如&红绿灯时长的设定*道路宽窄的计算*车辆行驶线路的划定等&需要根据人员流量*车辆流量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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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参数予以设计%但由于权力的分配*利益的纠葛等因素&现代社会的交通也依然和传统社会的交通一

样&有着其政治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日常交通依然是生活政治视域里的问题%政府如何统

筹考虑国民的交通便利问题&稀缺性的交通资源如何分配&如何通过政策调控人们的交通出行&如何保

障交通安全等等&都是政府公共性治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社会大部分家庭因为逐渐成为核心家庭0即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1和居住空间的有限&

交通行进主要指的是公共领域中的问题&是人们在公共性的交通工具*道路*航线以及公共活动场所的

活动%公共空间*公共活动要求人们遵守交往理性和公共秩序&这类秩序往往不以身份等级*性别*种族

0如有些国家曾经歧视有色人种&在公共交通工具中刻意隔离有色人种&这种情况也已逐渐消亡1作为前

提&而是以如何保证人们的安全*方便*快捷作为制定公共交通政策的出发点%个体在这种公共理性的

支配下&通过合作*遵守公共秩序来保证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便捷等要求得以实现%在一些公共活

动中&人们的行进秩序也是如此&除了一些政治活动以及对特殊人员有专门性安排之外&如政治性的会

议按照官职大小安排出场顺序&体育比赛为运动员专门安排出入通道&演出活动为演员们提供后台出入

等等&其他大多数时候的行进都是在遵守利己利人的公共秩序下进行的&或者是按照商业规则0付出较

多的经济成本获得较为优先的便利1来安排行进秩序&比如在乘坐飞机的登机活动中&付出较多金钱购

买高等级舱位的人享受优先的行进礼遇%日常活动中的公共秩序有赖于政府的引导&更依赖于文明社

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的形成&而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人们自发行为&都需要尊重公正*平等*自由等

现代性价值&这些价值是秩序形成的基本依据&也是当代生活政治的主要内容%因此&现代社会的交通

行进秩序与古典社会一样&也是在一定的政治价值和身份秩序主导下而形成的&现代社会人们普遍信仰

的政治价值是自由*平等&主张人们身份上没有贵贱之分&我们在尊重自由*平等的原则下&对于传统的

礼让*和谐精神也要继承发扬%同时&传统车舆*行进中的礼仪要求及其所反映的某些价值诉求&对现代

交通文明有重要的启示&如从车舆*行进礼仪中抽象出来的礼让原则&对于现代人们的相互谦让*对于弱

势群体的关照以及遵守秩序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现代技术不断前进&但交通工具和道路等等依然还是具有一定稀缺性的资源&这导致了现代交

通行进中也依然存有传统的身份等级分配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稀缺物总是被少数人所拥有&这

些#少数人$&或是权力金字塔上的#少数人$&或是拥有巨大财富的#少数人$&对这些稀缺物的拥有*支配

和使用&是身份*门第*地位*财富的标志%众所周知&不同社会形态的等级制结构是不同的&但正如

戈登3塔洛克所言&尽管等级制的内在机理可能有所不同&但#所有等级制都是金字塔形的&少数人处于

顶部&大多数人处于较低的各个层级$

!

%既然如此&只要有不平等的存在&基于身份*权力*财富等层级

差异就会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因此由层级差异带来的分配差异就一定存在%由于交通工具不断更新&除

了不断发展的公共交通以外&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交通工具&如私人轿车*私人船

艇甚至私人飞机等%以更为常见的轿车为例&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私人轿车&但私人轿车的品质是有

差异的&人们根据占有的财富情况和个人偏好等因素&拥有和使用不同品质的轿车%虽然更多的人拥有

轿车&但在特别注重身份等级的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什么级别的人使用何种层次的车辆&什么时候

能够使用&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时段使用什么道路&车子的安保装备*道路出行的安保级别&乘坐车辆时的

座位安排等&依然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大小*政治地位的高低%不同级别的车辆&乘坐时的位置&对于政治

人物来说&或许并不仅仅是增进乘坐时身体舒适和愉悦&更看重的是身份地位的差异%这种保证差异式

的交通规定&往往还可能是国家的制度和规则&通过制度将人的身份差别用外在物规定起来&使得人们

依然用外在形制来区别身份等级&熟悉内情的人可以根据外在性质来判别等级%

交通工具的分配*道路行进的优先权是日常生活中的嘉益&给人的生活提供便利&对人们拓展生活

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安顿&所以

同样是生活政治发生作用的场域%在现代社会里&此类问题往往被归于民生问题%在和平年代&民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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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政治家应该最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如何分配车舆*安排道路交通*制定行进规则*保障交通安全

和交通公平等民生中的嘉益&依然是#生活政治$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结
!

语

通过对'礼记(所记载关于车舆*行进礼仪要求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在礼治的传统中&无论是

政治人物还是一般平民&在使用交通工具或者安排特定场合中的步伐行进时&都应该符合各自的身份等

级并且要根据情景来处置%就车舆而言&所拥有车舆的数量*车舆上的装饰*驾驭车舆的技巧*乘坐车舆

的规矩乃至对待车舆的态度等等&都能体现身份等级秩序%尤其是政治人物乘坐什么样的车舆*如何乘

坐*与谁一起乘坐等问题&成为了政治生活中间的重要事务&需要用具体礼仪规矩确定下来&以保证政治

权力秩序*身份等级秩序的显在性%就行进而言&礼仪规则对天子*诸侯*士大夫等政治人物在不同场合

下的步伐行进路线*快慢先后等都有着具体要求&不仅是政治生活的政治人应该如此&在一般的社会交

往中&普通人在家庭生活*乡里活动中&也要按照父子*师生*长幼*男女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的尊卑原则

来决定行进中的主次秩序*步伐节奏%从礼治的视野下来看&车舆*行进关涉着社会秩序的维系*政治与

生活权威的维护*生活权益的分配&因此&它不仅仅是生活文明中的话题&更是政治之域中的问题%日常

生活中的交通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与交通*行进有关的事务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同时&政治价值也通过

日常交通而体现出来&实现了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的双向沟通%

牟宗三先生曾言!#分位等级保&则价值层级保%$

!这种具有#生活政治$色彩的礼乐制度&对于巩固

儒家政治价值*维护传统社会秩序*推进国家治理*保障人际关系和谐等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

地来看&包括车舆行进在内的日常生活礼仪&逐渐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对于人们生活方式*思

维方式等都有所型塑%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来看&礼仪规则对于人们的型塑&既有积极意义&如能帮助

人们养成礼让之心*规则之意)也有消极意义&如促成了身份地位不平等的固化*等级制度的弥散*混淆

公私生活界限等%车舆*行进等交通问题依然是现代公共生活中的核心议题&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合

理分配交通领域中的生活嘉益&形成适应现代生活的交通生活文明&要求我们发挥传统礼仪规范积极价

值的同时逐渐克服其中的消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传统交通礼仪规范的研究仍然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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