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禮比較 

書 周禮(古文經) 儀禮(今文經) 禮記(今文經) 

又
名 

周官 

西漢劉歆改稱周禮 

士禮(史記)、古禮經、

禮(漢代)  

劉歆的七略稱禮經 

後漢書最早稱儀禮 

漢代稱禮，為當時禮經 

附於儀禮之後，故稱記 

小戴禮 

作
者 

相傳為周公所作 

後認為是戰國時作品 

古文家以為周公所作，

今文家以為孔子所定。 

漢高堂生傳禮 17篇 

舊稱孔子弟子及其後學

所記，實為戰國至漢間

論禮文章之總集。 

論 長於記事 長於記事 記事、議論均盛 

內
容 

●禮之含義非專指禮儀 

●記周代官制。但與實

際不符，應是描述理想

政治制度與百官執掌。 

●分為天官、地官、春

官、夏官、秋官、冬官

六篇。 

●冬官在漢代亡佚，以

考工記補之。 

●所載制度設計精密，

對後代政治制度影響極

大。內容以治國要務為

主 

●唐、莽、北周、武則

天、王安石設「吏、戶、

禮、兵、刑、工」六部，

即受周禮六官影響。 

●內容以古代禮儀為

主，多半與士有關，故

又稱士禮。 

●凡十七篇，記士冠

禮、士婚禮、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燕禮、大射

禮、聘禮、公食大夫禮、

覲禮、喪禮、士喪禮、

既夕禮、士虞禮、特牲

饋食禮、少牢饋食禮、

有司徹等各種禮儀。 

●漢初高堂生傳禮 17

篇(今文經)，後孔壁出

古文儀禮 56篇，多出的

39篇稱為逸禮。 

●原有 131篇，戴德取

85篇為大載禮，今存 39

篇，戴聖取 49篇為小戴

禮。 

本附於儀禮之後，主要

用以闡明禮的作用與意

義。 

●為儒家論禮之叢書，

談及哲理、政治制度、

禮樂器物、生活儀節

等。 

●今本禮記指的是小戴

禮記。 

●禮運篇提及天下為

公，世界大同的理想，

康有為和孫文都受其影

響 

注
疏 

東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東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東漢鄭玄注 

唐孔穎達正義 



書 周禮(古文經) 儀禮(今文經) 禮記(今文經) 

價
值 

中國第一部職官治事之

書 

研究先秦政治、經濟制

度的史料 

考工記是研究古代科技

的重要材料 

漢之五經之禮指儀禮 

了解古人禮儀活動及文

化 

了解周代貴族的生活及

社會制度 

研究各朝代典禮制度的

發展及沿革 

唐之後的五經，禮指小

戴禮記 

儀禮於漢為經之地位，

禮記是經的補充資料，

或闡述或發揮儀禮內

容。 

是古代生活大全 

朱熹取其中大學、中庸

二篇，與論語、孟子合

稱為「四書」。 

 

大小戴禮比較 

戴德 叔 大戴 刪取 85 篇 大戴禮 未收入十三經 尚存 39篇 

戴聖 姪 小戴 刪取 49 篇 小戴禮 為十三經之一 今傳之禮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