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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婚俗文化体现出强烈的国家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中国的婚

俗文化中，“三书六礼”又是一大显著特征。本文将围绕中国婚俗文化中的“三书六礼”展开，探究其

文化内涵，并将中国婚俗文化与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相结合，为如何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开展中国婚俗

文化教学提出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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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a’s marriage culture reflects strong na-
tion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s marriage culture, “three books and six ceremonies” is 
another significant featu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Three Books and Six Rites” in Chinese mar-
riage culture, explore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ombine Chinese marriage culture with the ma-
jor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o as to put forwar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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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 out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marriage cultur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ultur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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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从古至今，婚俗文化都备受人们的重视。关于结婚，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作为五千多年的文明礼仪之邦，中国在婚俗文化上也有一套独特的

体系，而在此之中最出彩的礼仪就是所谓的“三书六礼”。本文将围绕中国婚俗文化中的“三书六礼”

展开，阐述其基本概念，探究其文化内涵，并将中国的婚俗文化和国际汉语教育这个专业相结合，探讨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婚俗文化教学的教学策略。 

2. 婚俗文化在国际汉语教育中的相关研究 

前人对于婚俗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相关研究文献涵盖了多个方面，主要包括教学的重要性、教

学方法、实际应用、文化对比文化资源的开发等。下面笔者将分别论述。 
1. 教学重要性：婚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留学生来说，不仅是语言学习的

一部分，更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曹璐和田建林在《浅议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中国婚俗》

(2018)中指出，婚俗文化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风俗和文化背景，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1]。 
2. 教学方法：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婚俗文化教学成功的关键。情景教学法和文化教学法被广泛认为是

有效的教学策略。张永贤的《体演文化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以中国传统婚俗礼

仪文化为例》(2019)，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如何将“体演文化”教学法应用于中国传统婚俗礼仪文化的

教学中，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增强了他们对文化的理解[2]。 
3. 实践应用：实际的教学活动设计对于婚俗文化的传播至关重要。胡琪在《中国文化习俗教学探讨》

(2018)中，以“中国汉族传统中式婚礼”为例，进行了详细的教学设计和分析。她通过视频、图片和模拟

表演等多种方式，使学生能够直观地体验和理解中国的婚礼习俗[3]。 
4. 文化对比：通过中外婚俗文化的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特性的理解。马秋石在《面向东

北亚国家留学生的婚俗文化教学实践——以中韩婚俗文化对比及其教学设计为例》(2018)中，通过中韩婚

俗文化的对比教学，帮助了东北亚国家的留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差异，促进了跨文化的交

流和理解[4]。 
5. 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和效果。项玲和张道远

的《少数民族婚俗文化旅游资源及保护性开发策略研究——以摩梭人婚俗为例》(2014)研究了摩梭人的婚

俗文化旅游资源及其保护性开发策略，提出了如何将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的建议[5]。 
综上所述，婚俗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提供了更多元的教学视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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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有效的教学设计和实践活动，可以帮助留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和欣赏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

促进了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 

3. “三书六礼”的基本概念 

“三书六礼”这个名词，最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对此后各个朝代的

婚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的婚俗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各个朝代的婚俗文化，都能找到一些西

周“婚姻六礼”的影子。 
“三书”是指聘书、礼书、迎书。所谓的“聘书”，就是订亲文书。在“纳吉”仪式时，男家要交给

女家的聘书；“礼书”是在过大礼时用的文书，在礼书中，会有详细的物品清单和数量；“迎书”是迎

娶新娘的文书，在“亲迎”仪式中，男方接新娘过门，要送给新娘迎书[6]。 
中国的古籍《礼记》和《仪礼》都对“六礼”有所论述。《礼记》中就有提及到，在黄昏之时，将两

个不同姓氏的人合在一起，也就是结婚之意。结婚包括六项仪式，除此之外，还要向上请示宗庙，向下

传宗接代，所以大家都很重视“结婚”这件事，结婚的六项仪式也构成了“六礼”，包括纳采、问名、

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仪礼》中也有说到，结婚有六项仪式。 
根据《礼记•昏义》记载，传统的中国婚礼仪式包括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道程

序，称为“六礼”[7]。“纳采”，就是男方向女方献礼求婚的仪式。“行纳采之礼”即男方给女方送礼

物，一般用雁作礼物。在古人看来，以雁为礼，象征着一对新人的阴阳和顺，也象征着婚姻的忠贞专一。

“问名”就是男方托媒人询问女方的姓名、出生年月及时辰八字，以便计算新人的时辰八字是否合适。

“纳吉”是男方在祖庙占卜得吉兆后派使者将好的结果告知女方。“纳征”又称“纳币”，顾名思义，

就是男方向女方赠送聘礼的意思。“请期”就是男方把初步吉日告知女方，请女方决定。“亲迎”就是

男方家族迎娶女方家族的新娘[8]。 

4. “三书六礼”的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传统婚俗文化中最出彩的礼仪，“三书六礼”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它不仅仅是中

国人结婚时的一种礼仪形式，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古代，“三书”中的三种文书并不仅仅只是

人们用于沟通的红纸黑字，更是传情达意的重要工具。“六礼”中的六道程序也不仅仅只是迎娶新娘的

六种仪式，更是社会秩序的规范手段。“三书六礼”渗透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涵。 

4.1. “三书”是传情达意的重要工具 

古代中国，山河险阻、交通不便，人们没有办法及时将自己对结婚新人的美好祝福传递出去，因此，

聪明的中国人把这些美好祝福寄托在“三书”里，“三书”也因此变成了传情达意的重要工具。比如“聘

书”，当男女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后，男方家便要选定吉日以文书的形式向女方家呈递的聘请，以表达对

女方的尊重。聘书中一定要有新人的姓名和选定的完婚日期，一般情况下送聘书时还要带着聘礼一同送

往女方家。 
又如“礼书”，结婚当天男方迎娶女方时的礼物清单，都会列入“礼书”中。除此以外，当中还详

细列表礼物种类及数量。现在的礼书演变成男方迎娶女方时的礼品清单和女方的嫁妆清单，事前会大致

谈一下都有哪些礼品和嫁妆，双方认可后，各自列清单，再由两家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带过去相互交换，

结婚当天会根据这个清单清点礼品和嫁妆。 
再如“文书”，在“亲迎”仪式上，男方接新娘过门时，要将迎书一起送给女方。迎书中一般都要

有吉言对联，以表达对夫妻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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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三书”不仅仅只是三份红纸黑字，而是人们对于即将结婚的新人的美好祝福。跟西方

教堂婚礼的祝福祷告词一样，中国古代的“三书”也寄托着人们对新郎新娘的美好祝愿，是中国人独特

的传情达意的重要工具。 

4.2. “六礼”是社会秩序的规范手段 

“六礼”这六种礼仪，是中国古代婚姻仪式的核心和必备环节。就跟现代的结婚领证一样，在古代

中国倘若缺少了六种仪式中的某一项，都不算明媒正娶。这些环节不仅是婚姻的正式程序，更是体现尊

卑有序、礼仪之邦的价值观念。“六礼”承载着家族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社会秩序的规范手段，也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现。正是得益于“六礼”的存在，古代社会的婚姻秩序才得以规范起来，结婚才具

有“合法性”。 

4.3. “三书六礼”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三书六礼”根植于中国传统婚俗文化中，是古代婚俗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化传承的文化载体。

“三书”承载着中国人对新郎新娘的美好祝愿，“六礼”规范着古代社会秩序，两者同时蕴藏着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现代社会，随着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节奏逐渐加快，婚礼中已经很少出现“三书六礼”

的影子。在形式上，人们或许更愿意选择更加简单的婚礼仪式，比如邀请亲朋好友简单地举行一场婚礼，

但是“三书六礼”中所蕴含的精神仍然在传承，那就是在保证社会秩序规范的前提下，对新人送上最衷

心的美好祝愿和祝福。 
“三书六礼”作为中国婚俗文化中极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部分，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之中占据着极

其重要的地位。除了“三书六礼”，中国婚俗文化还有许多值得外国留学生了解并学习的地方，接下来

笔者将围绕“如何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开展中国婚俗文化教学”这个主题展开论述并提出相应的教学

策略。 

5.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中开展中国婚俗文化教学 

语言离不开文化，语言是文化的生动体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婚俗文化涵盖

了伦理道德、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审美等方面的内容，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因此，婚俗文化教学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具有重要的地位。 
为了帮助婚俗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得到更好地发展，笔者将提出几点教学策略。 

5.1. 实物展示 

在对学习者进行中国婚俗文化教学的时候，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通过实物展示，来帮助学习者更直观

地了解中国婚俗文化。比如在介绍“三书六礼”这个名词的时候，教师完全可以自己创造三封“三书”，

让学习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三书”的真正含义。又如在介绍现代中国婚俗文化中的“请柬”时，教师

也可以自己创造，以此来向学生展示，甚至可以在课堂上朗读，让学生感受“三书”和“请柬”中的文

字魅力。 

5.2. 多媒体技术配合 

除了直接展示实物，对外汉语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图片、视频、音频等方式，让学习

者更加直观、生动、形象地了解中国婚俗文化。比如在介绍中国“七夕节”的时候，教师可以通过播放

小视频的方式，跟学生讲述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又如在介绍中国婚礼中的“龙凤裙褂”的时候，教师

可以用图片展示，甚至是带着学生去中式婚纱店实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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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文化对比相结合 

对比分析是研究语言和语言教学的基本方法，不同事物的显著特点往往要跟其他事物对比才能凸显

出来[9]。对外汉语的文化教学离不开文化对比教学，对外汉语教师在介绍中国婚俗文化的时候，可以运

用文化对比的方法，列举中国婚俗文化和西方婚俗文化的不同之处，让学生在文化对比的基础上了解中

国婚俗文化。同时，教师也应该列举中国婚俗文化和西方婚俗文化的相同之处，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学生接触中华文化的抵触心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例如在西式婚礼中，新郎新娘通常要在神圣的教

堂里举行婚礼，在上帝的面前说出婚礼誓约；在中式婚礼中，新郎新娘要“拜堂”，并且在双方父母的

见证下说出婚礼誓约，说完之后还要给长辈倒茶。由此可见，中式婚礼和西式婚礼是不同的，中国婚俗

文化和西方婚俗文化也存在差异，但相同的是，所有的仪式和规矩，都是建立在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上的。 

5.4. 情景法融入课堂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因此将课堂所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的交际能力尤

为重要。在介绍中国婚俗文化之后，对外汉语教师可以组织中式婚礼情景剧，邀请学生自己组队，扮演

新郎新娘等角色，在课堂上进行一次中式婚礼。情景法教学，不仅能让学生身临其境，还能培养他们的

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充分体现课堂与生活相接轨。 

6. 结语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婚俗文化，作为古代中国婚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书六礼”

不仅是中国人传情达意的重要工具，而且是规范秩序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三书六礼”还是传承中

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文化中，婚俗文化有着重要地位，因此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应该出现中国

婚俗文化教学。由于笔者能力和经验有限，本文研究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关于“三书六礼”的文化内涵

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也是笔者后期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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