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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的毕业仪式是学校的一项重要活动。本文基于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比较中日两国高

校的毕业仪式,认为中国高校的毕业仪式需要完善共同聚焦和情感分享的相关措施,即明确举办毕业仪

式的目的,做好价值观教育；重视毕业典礼的仪式感,营造庄严气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加强毕业仪式

的凝聚力,以期更好发挥毕业仪式的沟通凝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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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孔子曾

在《论语·八佾》提出“人而不仁,如礼

何?”,认为礼是需要遵守的为人处世的

行为规则。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的

中译版序言中也曾指出：“历史上,最早

关于仪式的社会学思考是由中国思想家

做出的。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强调,礼仪表

现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孔子还提出,

人类本性根本的是善和道义,而仪式对

于形成道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旧

的礼仪习俗曾被当作四旧而遭到批判,

但近年来,中国人民越发重视文化自信,

致力于恢复传统文化与礼仪。高校的毕

业典礼是学校的一项重要活动,发挥着

仪式庆典活动所普遍具有的价值观教育

等功效。 

争对中国高校的毕业仪式存在着价

值观教育的思路不够清晰、仪式作用未

得以全部发挥、学生参与度不高等弊端,

笔者将基于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

考察中日两国高校的毕业典礼,充分挖

掘国内高校毕业典礼的仪式教育价值和

沟通凝聚作用。 

1 仪式研究与柯林斯的互动仪

式链理论 

当今有很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聚

焦于现实生活中的仪式研究,彭兆荣指

出：“仪式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

重要领域,几乎所有的人类学流派都对

仪式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认知角度。”[2]

高校毕业典礼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成年仪

式,它是一个青年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

“凭照”。因此如何更高效地举办毕业典

礼,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有不少学者考察了仪式教育在教

育领域的重要作用,克里斯托弗 ·乌尔

夫通过对小学教育的研究,发现“对小

学生而言,仪式、仪式化在教育、培养

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3]

缪学超基于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及夫人

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研究

高校校园仪式,认为学校为仪式的开展

提供了场域,学校仪式在存储文化传

统、强化身份认同以及引导文化行动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4][5]。 

但在现实生活中,学校仪式的隐性

教育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笔者认

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在高校的仪

式教育研究中更具实践性。柯林斯提出,

宏观社会现象是由一层层微观情景构成

的,微观情境的相互关联形成了宏观模

式,即宏观过程来自于互动网络关系的

发展,来自于局部际遇所形成的链条关

系———互动仪式链[1]。在互动仪式链

的四个核心要素即个体本人在场、设定

群体界限、共同聚焦、情感分享之中,

柯林斯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三项——相

互的关注焦点,与第四项——共享的情

感状态”[1]。笔者认为,成功的高校毕业

仪式必须同时具备这四大要素。 

2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下的日

本高校毕业仪式 

日本人注重仪式,每个日本人一生

中需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仪式。据有本真

纪的研究,毕业典礼是日本学校中最早

确定下来的仪式,自从1892年日本全国

统一将4月份作为新学年的开始之后,一

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就固定在每年的3月

底举办[6]。 

日本高校的整个毕业仪式会持续一

整天,主要分为两部分,上午为毕业典礼,

下午举办毕业谢师会兼自助餐性质的晚

会。以下是笔者参加的日本一个私立大

学的毕业仪式的具体流程： 

上午举办毕业典礼,先是齐唱国歌,

再由校长给学生代表发放毕业证书与学

位证书,然后是校长祝贺辞、来宾(毕业的

学长)祝词、宣读贺电。接着是学弟学妹

代表上台致送行的致辞,毕业生代表致答

谢辞。最后是唱校歌,宣布闭幕。接下来

引导学生到各教室,由各教师将毕业证书

面对面颁发给每一位毕业生,同时赠与纪

念品。典礼大致持续2-3个小时。 

下午的毕业谢师会兼晚餐会由各院

系自行安排。晚宴从下午4、5点左右开

始,由毕业生主持,主要流程为：学生代

表的发言；系部负责人的祝词；毕业生

向系部赠送纪念品,然后是学校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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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负责人宣布干杯,大家一边吃简餐一

边观赏学生表演的节目。大约一小时后,

学生代表给各位老师献花,已毕业校友

发表贺词,最后大家一起唱校歌,主持

人宣布晚会结束。晚宴大致持续2个半

小时。 

中日高校毕业仪式的主要差异体现

在如下方面：在时间上日本高校的毕业

仪式持续时间更长；在着装方面日本更

为正式；日本学生的参与度更高、互动

更多。 

3 对中国高校毕业仪式的启示 

日本人重视仪礼的处事风格深受来

自中国的儒教的影响,因此日本的高校

毕业典礼对于同处儒教文化圈的中国高

校来说,更具有借鉴性。 

3.1明确举办毕业仪式的目的,做好

价值观教育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奏唱歌曲开展爱

国、爱校教育；通过嘉宾的精彩演讲实

施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让毕业生感受到

身上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一般来说都会在毕业典礼上安排奏

唱国歌及校歌,国内高校大都采取播放

伴奏音乐,众人跟唱的形式。但在日本,

是由学生组成的管弦乐队来伴奏,在典

礼当日,众人在乐队的伴奏下同声高歌

国歌和校歌,是一个进行爱国爱校教育

的重要契机。 

此外,高校的毕业典礼都有嘉宾演

讲这一环节。除了邀请学者、官员之外,

高校也应该邀请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

家或知名人士进行发言。因为后者的励

志经历更能引发学生的共鸣,促使他们

思考理想、正义、人生价值、社会贡献

等,更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转变。 

3.2重视毕业典礼的仪式感,营造庄

严气氛 

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

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柯林斯指出：“仪

式是一种正式典礼,通过一套程式化的

行动进行：朗诵典礼规则、演唱、做传

统姿势、穿传统服装。”[1]正是这些程

式化的行为模式把仪式与普通的日常

区别开来,形成了“仪式感”。因此在日

本的毕业典礼,每个毕业生都会穿上正

式西装前来参加,如果要上台发言或领

毕业证书的话,事先都会有老师进行动

作指导。 

有学者指出：“仪式感可以说是仪式

过程中主体内在的感性活动,它依托于

外在仪式活动的场景、布置、面具、语

言、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而与心灵产

生某种呼应审美主体对仪式行为的审美

感受”。[7]中国高校的毕业典礼对于服装

的要求并无严格要求,我们可以通过音

乐、礼堂、鲜花、红毯等营造出庄严而

又喜庆的氛围。庄严隆重的氛围会对个

体产生规范、感染作用,毕业生们会感受

到集体的感召力,会将毕业典礼作为自

己人生的里程碑,深刻思考它的意义和

自己今后将要担负的社会责任。 

3.3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加强毕业仪

式的凝聚力 

日本的高校里,每一个毕业生都会

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由于国情不同,中

国有些高校存在着只有一部分优秀代表

才能参加毕业典礼的情况,因此,首先要

尽可能克服场地等问题,保证每个学生

都能出席。这样才能让每一个毕业生在

毕业典礼上,都是作为主体而不是旁观

者,实际参与其中。柯林斯曾经说：“使

一个仪式成功或失败的最核心特征,是

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的程度,身体的聚

集使其更加容易。”[1] 

大多数中国高校的毕业典礼都是半

天结束,主要由校方代表主持。这方面可

以参照日本高校的做法,把毕业仪式分

为上午的毕业典礼与下午的毕业晚会这

两个环节,与上午全校性的庄严隆重的

毕业典礼相比,下午的毕业晚会则分学

院或专业举办,气氛更为轻松。而且毕业

晚会要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让毕业生成

为主办方,由他们制定规则,周密安排,

精心编排节目。 

4 结语 

毕业仪式是联系学校与学生的纽带,

成功举办的毕业仪式可以增强学生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

传承爱国、爱校的文化传统,帮助毕业生

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本文认为中国

高校的毕业典礼需要完善共同聚焦和情

感分享的相关措施,即明确举办毕业仪

式的目的,做好价值观教育；重视毕业典

礼的仪式感,营造庄严气氛；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加强毕业仪式的凝聚力,以达到

发挥毕业仪式的沟通凝聚作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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