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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是先秦儒家學說中的重要觀念，甚至可以說，「禮」觀念的建構構成了儒

學的核心觀念。而且由於儒家思想對後來的中國歷史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

此「禮」的內涵也就形塑了中國文化的特質。事實上，從「禮」字義的構成來分

析，我們看到其中牽涉到原始習俗的神聖性活動，身體行動的規範性，以及價值

系統的內在性，甚至也與社會國家的制度面相關，可以說「禮」的身影都灌注在

人類的諸般生活之中。是以「禮」實是構成中國文化內涵的概念家族中，最為豐

富的一個觀念。其中，相當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層面，可以聚焦於「身體」。因

為，如同古義「禮者，體也」 說所呈現出來的情形，「體」既是行禮的載體場域，

同時也具有「體之」的行動實踐概念。職是之故，探討「禮」的身體意義，當可

切實地掌握「禮」的內涵。當然有關傳世文獻的研究，已有諸多討論，本文則希

望透過新出土文獻的相關篇章的研究，進一步說明古代思想中的「身體」在「禮」

的行動中的問題與意義，以強化古代儒家思想的另一個側面。因為，在這些未經

後儒更多潤飾手法下的文本，其反映的先秦思想特色，當更接近觀念初發時的真

實性狀態，進而可提供我們一個觀察古代思想的起點。本文將從論及「色」的相

關文獻中，董理其間有關「禮」的問題。論述焦點將以新出土文獻如〈孔子詩論〉

中的「以色喻於禮」之分析為起點，探討先秦儒家如何處理「身體」在實踐過程

中的諸多遮蔽與彰顯？藉以論述儒家學說中「禮」與「身體」的關連性，從而說

明「身體」實踐在儒學思想中的目的性價值，而非工具性的手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