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 月，台灣蔡英文在台會見外賓時，以
拱手禮打招呼，被島上網民捧「小英又要引領
潮流了！」事實上，這個「潮流」一點也不
潮，反而是「老」得有三千多年歷史了。從西
周開始，拱手禮就在同輩之間見面時採用，在
春秋時代已甚普遍，《論語．微子》就有「子
路拱而立」的記載，是古代相見或感謝時常用
的一種禮節。

古老而典雅的拱手禮
不少電視古裝劇，尤其背景為春秋戰國時代

的劇集，經常會看到揖禮，如幾年前大熱的內
地劇集《琅琊榜》，主角胡歌彬彬有禮行拱手
禮、端正莊重的儀表儀容，講究的禮儀細節讓
人大為稱讚，完美示範劇迷想像中「士」的形
象。

疫情期間，記者相約訪問香港中華禮儀振興
會（禮儀會）主席楊靜嫻與副主席羅勤芳，甫
入辦公室，記者還笨拙地猶豫拱手禮該是尚左
尚右時，身穿古雅旗袍的兩位女士已經姿態端
凝地行禮，比起握手，這個見面禮顯得更有
「儀式感」，記者從車水馬龍的軒尼詩道走上
來，一晃神，還以為自己穿越了古代。

拱手禮等於過時落後？
「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很少會對拱手禮感興

趣！」楊主席邊坐邊感慨：「現時很多年輕人
都存有『外國月亮分外圓』的思維，覺得傳統
事物都是落後、過時、不文明的，不願去認識
自己的傳統文化。」在她們看來，屬於「年
輕」一群的記者會對拱手禮感興趣，是罕見
的。「我們希望將拱手禮重新發揚光大，不一
定要求人人接受，至少能給大家認識中國文化
的一個機會。至於喜歡、接受與否，先認識過
後才決定吧，毋須一開始就拒絕的。」只憑偏
見而將傳統文化拒之門外，不認識、不理解才
是最難跨越的鴻溝。與其站在岸邊感嘆傳統文
化被大浪淘盡，倒不如乘風破浪向外傳揚更實
際，這亦是禮儀會所肩負的重任。

由上而下復興拱手禮
如何有效推廣拱手禮？二人均認為由上而下

執行是最好的推廣方法，「上有好者下有效
然！如國家領導人、港府高層官員能以身作
則，從上而下執行，拱手禮就有機會復興，甚

至讓全世界看到！」像武打影星李連杰每次跟
人見面都會行抱拳禮，成龍亦愛行合十禮一
樣，當具號召力的公眾人物在民眾面前示範傳
統揖禮，讓受眾留下深刻印象，耳濡目染下自
然就會跟着做。楊靜嫻主席表示，她期待更多
名人走出來行拱手禮，就如禮儀會名譽會長、
孔子第七十二代孫孔憲中教授，每每在講座開
始前都會先向聽眾行拱手禮，「他做得很優
雅」，散發出儒生溫文氣息，可作為向外推廣
拱手禮的典範。為推廣拱手禮，疫情初期禮儀
會曾發信至港府多個部門、世界衛生組織及傳
媒機構等，期望官員對外多作拱手禮。不同於
以前寄出的信都石沉大海，近月在信寄出不久
後，便收到回覆，雖然只是形式上的官腔答
覆，但比起不回覆已好得多。

拱手禮就是中國禮儀
疫情之下，全球衍生眾多新興打招呼形式，

如碰腳、碰肘等，為何一定要選拱手禮？楊主
席解釋：「拱手禮最適合香港人使用，既能傳
承傳統禮儀，又能結合實用功能。行禮時，雙
方保持一定距離，能夠避免細菌感染。而且，
一人行禮，同時可向多人致意，使群體融洽。
可以說『中國人（禮儀）就是拱手禮！』」楊
主席補充，拱手禮以外，抱拳禮近月也讓很多
人談論，但抱拳禮屬於武者切磋的「先禮後
兵」禮儀，適用於武術界人士，不太適合日常
打招呼使用。

說了這麼多，到底該如何行一個正統的拱
手禮？傳統中國人的社交禮儀以「揖」、
「拜」最為普遍，「揖」主要是站立時所行
的禮，古代常與「拱」字連用。據孔子第七
十七代嫡長孫孔德成主持之《儀禮》復原，
拱手之禮，若拱而立，男子用左手掌交疊於
右手背，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女子則反
之。注意左右手切莫錯疊，男子若調轉了右
手在上，是用於凶禮，這是源於《黃帝內
經》「左陽右陰」之說。然而，女子則吉事
尚右，凶事尚左。交疊的雙手再放於胸前，
雙肘不應抬高，兩手臂成自然弧形，就是正
統的拱手禮。假如拱手同時向前彎腰，這便
是「作揖」，表示格外尊敬之意。

拱手禮的演變
楊主席對記者表示，漢代之前，「男左女

右」之分並不嚴格，只
是與個人習慣用左手還是
右手有關。例如，中國古代用右手
持武器的人較多，所以推廣以左手包右手來
表示善意，左手在外，表示真誠與尊敬。直
到漢代提倡「尚右尊西」開始，而且儒生行
禮不須持兵器，「男左女右」之說才逐漸盛
行。漢代以後的「拱手禮」，除了左右之
分，也有是否豎拇指、是否抱拳、是否上下
搖動、是否鞠躬的細微分別，不同朝代，手
勢略有變化。

及至清代，因為民間組織反清復明，流行開
掌的「拱手禮」，右手握拳象徵「日」，左手
開掌象徵「月」，表示：心繫明朝。到今天，
中國武術界也流行開掌的「拱手禮」，但含意
則大不同，右手握拳象徵「四海」，左手開掌
象徵「五湖」，寓意「五湖四海皆兄弟」。

在傳統禮節中，拱手禮的對象只施及朋友、
兄弟、同事和陌生人，對長輩則萬不可以。楊
主席解釋：「因為傳統上對父母和長輩要行叩
首禮，古代晚輩給長輩拜年的時候，應該是叩
禮，也就是磕頭。現今逢年過節，相見時互道
『恭賀新禧』、『萬事如意』，同時拱手行
禮，是屬於現代的禮節。」

承載千年文化
看似簡單的禮儀，原來內藏眾多規矩，做錯

了豈不貽笑大方？楊主席笑說：「其實很多細
節隨時代演變已被簡化了，不用太拘謹。」她
續指：「古代禮儀的傳播主要是藉教育或口耳
相傳，透過儀式、慶典、人際交往，自然而然
廣傳開去。惟現今社會，傳播方式改變，年輕
人多留意網絡、媒體傳播的內容，見面時行禮
的方式亦有所改變。」楊主席的語氣之中略顯
感慨，的確，作為「禮義之邦」的中國，這種
傳統見面禮儀近年備受忽視，與印度和泰國人
堅守「合十禮」；新西蘭毛利族人持續行「碰
鼻子禮」；日本人的「深鞠躬」；阿拉伯人的
「額首禮」等相比，我們的「拱手禮」不受重
視，自然令人惋惜。「拱手禮」不僅是一個見
面禮，它是承載了中國千年文化的靈魂。若讀
者下一次出外見客見朋友時，不妨停一停，回
想這位「靈魂巨人」，然後再向前勇敢自信地
行一個古雅的「拱手禮」，也是一種有氣質兼
有深度的舉動。

中華禮儀 記者：Ruth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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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手不握手 揖禮傳永久

疫情衝擊下，全球人的工作、生活習慣從此改變，其中在見面時更婉

拒了握手、親吻臉頰、擁抱等身體接觸的禮儀，並萌生了中東人碰

腳、美國人碰肘等有趣打招呼方式。傳統的合十禮、抱拳禮、拱手

禮等亦因而有復興迹象。然而，對於中國傳統「拱手禮」我們又知

多少？究竟男女包手有否左右之分？從西周流傳至今，拱手禮又經

歷過哪些變化？記者專訪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主席楊靜嫻與副主席

羅勤芳，細說拱手禮，並探討該會計劃如何將傳統揖禮重新發揚光大。

文化傳承．

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孔子的儒學二千多年
來都是中國的核心思想，孔子亦宣導以禮治國，提倡「克己復
禮」救天下。但時至今日，無可否認的是，有許多儒家傳統禮
節已不合時宜。為此，禮儀會在復興傳統禮儀時，也細意挑選
了符合廿一世紀風氣的「六三禮儀」重點宣揚——即在國禮、
儀式、節日、語言、樂曲、遊戲六個範疇上各有三個項目，其
中又以拱手禮、旗袍及婚嫁拜堂禮為主要推廣對象。

為了推廣傳統禮儀，禮儀會近年積極籌備各類活動，對象多
為青少年，如年前與中英劇團合辦學校巡迴演出禮儀戲劇
《Fortune Cookies 與嫁女餅》，成功演出 80 場，又有多場與
禮儀相關的比賽，如中小學生創意作品比賽、禮儀故事動畫製 作比賽、兒童禮儀故事演講比賽、旗袍設計比賽、中學華服徵

文比賽等，配合不同的文化講座，期望青少年能對傳統禮儀加
深了解。

不一樣的中式集體婚禮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動，是去年 9 月與饒宗頤文化館合辦

「『山盟海誓』集體婚禮在饒館」，近200人出席觀禮，八對
新人穿上傳統中式裙褂，伴着現場中樂演奏進入禮堂，展開新
拜堂禮、敬茶禮，並齊聲宣讀由孔憲中撰寫的「山盟海誓」誓
言，場面震撼。誓言刻意提及天地、孔夫子、祖先及父母，富
有儒教特色。身兼專業「大妗姐」的副主席羅勤芳憶述，籌辦
活動最難之處，是要同時邀請八對新人參與，幸得饒館及朋友
相助，最終成功幫助八對新人共諧連理，場面感人。禮儀會現
正籌備另一項推廣活動「旗袍小姐比賽」，希望鼓勵女性在宴
會及隆重場合多穿旗袍，合力發揚旗袍這項國粹的光芒。

推廣六三禮儀

左起：
香港中華

禮儀振興會
副主席羅勤芳、

主席楊靜嫻、總幹
事羅偉華展現端莊的

拱手禮。 （崔俊良攝）

禮儀會成立15年，主席楊靜嫻與副主席羅勤芳是該會的資深成員，
與會長孔憲中一起在推廣中華文化方面不遺餘力，工作的幹勁和魄力
不輸年輕人，每每是親力親為籌備活動及編輯會訊。記者好奇令該會
堅持多年的原因是什麼？她們坦言全因一顆愛傳統文化的心，羅勤芳
說：「對國家、對民族的情感是與生俱來的，年幼時我就很清楚自己
是一名中國人，身份認同是不需要刻意營造的。當我有能力作出貢獻
時，就會站出來。其實，做好自己，已經是一種很好的宣傳。」羅勤
芳續說：「是次疫情，有人說好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中西方長短，我
不會一面倒地說國家抗疫成功，但這確實是一個契機讓香港年輕人認
識祖國多一點，不論其優勝之處或是可改善之處。」

與生俱來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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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新人參與「『山盟海誓』集體婚
禮在饒館」，場面感人和震撼。

禮儀會與中英劇團合創的《Fortune
Cookies與嫁女餅》，大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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