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读后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
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一

读完《乡土中国》后，有的章节涉及的话语、情形有一种似
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自己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还是多多
少少受到了乡土社会的影响。以下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章
节谈一下体会、感受。

第一节乡土本色中费老说过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
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代社
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
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害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
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
不是见外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对于费老的观点
我觉得应该分两个方面来分析。我觉得在费老那个年代乡土
社会可以真正做到不需要法律，大家都彼此熟悉、信任，凡
事只需要打个招呼就行。但是我认为画押、签字，特别是法
律的产生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它能起到一种约束的作
用，避免不必要矛盾的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观
念、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好有坏。大家都产生了
一种防备心理，即使是在农村。大家在谈及钱时也格外小心，
借钱得写欠条。所以我觉得费老那句打个招呼就是应该视情
况而定，小的事情可以不必见外，但谈及钱、物质方面的时
候还是得按规矩办事，该怎样就怎样。这并不是一种见外的
表现，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习惯，它已经渗透到了乡土社会，
所以那种见外之类的想法也得改变一下了！



第二节文字下乡，费老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分析问题，为乡
下人辩解，特别是在城里人说乡下人愚这点上，费老坚持着
只是乡里人的知识不及人，并不是真的愚，并分析了原因环
境的影响。这节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乡里人的我呀和城里人的
贵姓大名的对比，来说明乡土社会中人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
人们都彼此相当熟悉，用声气辨人。而贵姓大名则反映一种
陌生，就像现在的一些城里人，做邻居都几年了，甚至都没
有打过招呼，更不用说交往。这一点，我觉得农村比较好，
可以相互串门、唠嗑，真正体会到远亲不如近邻。

第三节文字再下乡中有两段话我特别喜欢，甚至做了摘抄。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
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
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
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这段话阐释了文化、
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不该忘了历史。历史的经验教训对现在
的我们仍有重大的启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必须了解中
国的历史，历史的耻辱还是不能忘，这是事实，任何时候都
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另一段是时间的悠久是从
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
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
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
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积累，只需老是保存。这段话很符合乡
土社会的特点，历世不移，人在熟人、熟悉的地方中长大，
面对所要解决的事情也大同小异，凭借前辈的经验就可以解
决，不需要个人绞尽脑汁去想，去创新。这就是乡土社会，
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循规蹈矩，个人觉得这种社会挺好的，
很平静、安逸。

第四节差序格局主要围绕私展开，并指出了私也是有根源的！
在费老看来，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的城里人都患有私的
毛病。一说是公家的，自私心就取代了公德心。费老这里说
的私的问题是群己、人我的界限是怎样划分的问题，我们传
统的划法和西洋是不同的。在西洋，团体的划分是有明显的



界限的，而在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是具有伸缩能力的，
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发生变化。所以人们会
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地扩大圈子，把自己推出去，由己到家，
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

第十二节血缘与地缘中费老提及了自己的一项调查，并提出
了自己的假设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这
个应该是因地而异的。比如有些地区的女子不愿意离开自己
的家乡，让男方入赘，男方很容易就成为了村中人。并没有
书中说的那么难！亲属尽管再亲密，究竟是体外之己，所以
钱上往来最好不要涉及亲戚。这就是所谓的亲兄弟还得明算
账，谈钱伤和气。人都是经济人，所作所为大都是为了自己
的利益，毕竟无私的人是少有的、罕见的。所以说商业是在
血缘之外发展的，亲属之间谈生意、做买卖老是怪怪的，担
心利益的分配不公，最后亲戚也做不成。

我个人觉得乡土社会比较适合甘于平淡、渴望安稳生活的人
去居住，生活中不会有多大的起伏，就那样平平庸庸过一生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费老的这本《乡土中国》主要以乡土
社会为主线展开，在阐述乡土社会的某些性质时会将城市与
乡村进行对比、在写差序格局时将西洋团体和乡土的社会结
构进行对比来更好的说明问题。同时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分
析问题，间接地批评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那种不屑的态度或
者是对乡下人的讽刺、不尊重。这个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
有启发作用的，我们应该学会反省。

作为一名学生，要写出深刻的体会、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问
题有一些难度，加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乡土社会也发生了一
些变化，所以在读《乡土中国》时难免会遇到一些自己不理
解甚至是完全不懂的文段，最难理解的就是差序格局。虽然
写的读后感只是一些皮毛，但这本书确实让自己受益匪浅，
它描述的乡土社会与我们村有类似的地方，更多地还是不同，
所以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在近期的语文学习中，我进行了《乡土中国》整本书的阅读。
在老师的指引下，我不仅懂得了如何构造思维导图，更对中
国的乡土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根据“乡村社会学”的讲义整理
修订而成，它代表着中国的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中国乡土生
活的真实写照。

《乡土中国》是田野调查研究的产物，是一个实地研究者借
文字来描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文稿。书中的每一个章节，
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文字，都流露着作者最真挚的情感，也
抒发了对理想中国乡土社会的热切盼望。换言之，中国社会
学有今天之繁盛，是费孝通教授及其同事们艰苦创业、辛勤
耕耘的成果。

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对乡村社会学的理解，从不同角
度对乡土社会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地剖析与解答，深入乡土
社会的权力结构与内在联系，将一个淳朴的中国社会展现于
人们眼前。我们细细品味，不难读出费孝通老先生勇于为科
学献身、不断付诸实践的高贵品质，这是他毕生的学术追求，
将永远激励我们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去。

“经验是实践的源泉”。费孝通先生虽然不是文学家，但是
从他富于变化的语言中同样可以体会到中国社会变与不变的
辩证，切实感受到乡土社会真正的存在价值，而这恰是《乡
土中国》这本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当今时代，社会正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中国在不断得
到书写。有谁可以否认，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所构筑的中国意
识能够离开“乡土”这两个字去获得一种额外的理解呢？这
又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另一价值所在。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这不仅是费
孝通老先生所固守的原则，更是每个乡土中国人的心声！

忆乡土，忆中国，忆文明之魂！让我们共同展望乡土中国更
加美好的明天！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书是良药，可以医愚”。不同类型的书带给我们不同的阅
读体验和感受。通过对《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学习与阅读，
我得到了不少启发。

首先是阅读方法方面。在此之前，课外的读物大多是小说，而
《乡土中国》这种的学术著作是第一次接触。打开目录，一
些生僻的词出现在我眼前：“长老统治”“文字下乡”“无
讼”······再随便翻开其中一页，都是些枯燥、艰涩
难懂的词，很让人抵触。

在开始的几章中，经常会发生前几段要读好几遍才跟得上文
章思路的现象。但随着不断地深入，我渐渐地找到了方法：
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需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会提
出概念或作出结论；抓住关键词，圈画下来，排列在一起，
就如同有了一张阅读的“线路图”；画思维导图，可以帮助
梳理文章脉络。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提取、归纳
信息的能力，让我理清文章思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再者是文章的内容方面。作者从权力结构、社会规范、伦理
道德、家庭制度、礼法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
面貌，深刻地揭示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在这些观点
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差序格局》和《血缘和地缘》。

《差序格局》中提到了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大的
圈子就是我们的人际圈。作者形象地用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
涟漪来形容，它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亲疏关系的远近会对



它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圈子的大小是依势而定的，真可谓
是一语破的。

《血缘和地缘》主要围绕着“人情”展开。在这个充满人情
的社会中，真正的商业是无法进行的，文中的例子：只有到
十里之外的街市，人们才能自然地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
才会认真的讲价、买卖。这是土地上该有的规则，人们一代
代的遵守着。

这些现象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而费孝通先生却能
将它上升到学术方面，这与他亲身下乡观察实践，不断总结
思考有必然的联系，费先生的格物致知精神让我多了几分敬
佩之情。

读书的过程如登山。前面是数不尽的台阶，但只要一步一个
脚印地走，顶峰之处再首来时路，我们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是
无法比拟的，那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读书是一件幸福
的事！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古人因为空间阻隔，
交通、通讯不便，而每逢佳节倍思亲，生出太多的客愁。如
今的我，虽在他乡求学生活，终因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不够长，
又长期和父母在一起，我对故乡的感情也就不够深厚。但乡
愁还是有的，童年的记忆尚未远去。此时此刻，我的思绪一
路向北，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邯郸。

这座城市承载了几千年的历史，单说这些成语，邯郸学步，
围魏救赵，完璧归赵，胡服骑射等等，就够铺垫我成长的见
识的，而最让我忘不掉的就是这座老城独特的“味道”。

第一层味道便是美食。驴肉火烧在华北地区可谓独占一片天
地，熟度透彻，香而不柴，酥软适口，味醇绵长。要是能打



早儿起来赶上路边大爷刚做出来的火烧，舀上一碗玉米糁，
可以说是很满足的享受了。不光是驴肉火烧，还有和村熏肉、
羊汤也是这座城市的美食标签。那汤，其色白似奶，水脂交
融，质地纯净，鲜而不膻；那肉，香而不腻，烂而不黏，吃
上一口便回味无穷。我每年长假都急着回故乡住些日子，大
概是被这老城的味道吸引的吧。

第二层味道便是这座城市的人们。这座城能承载几千年的历
史，与其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是分不开的。在我的体验里，
这里不管是什么岗位的人，都能热情地对待生活。在我的记
忆里，每次从机场打车回家，出租车司机总能用亲切的邯郸
话跟我唠上几句，这口音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这就是家乡。

第三层味道就是这座古城的文化气息。这里被称为“成语之
都”、“太极之乡”，小孩子从学说话、学走路开始就耳濡
目染，其文化之气里往往就多出一些“成语”和“太极”的
味道。

秦始皇嬴政生于此地，也就是战国末期的赵国都城邯郸。他
从邯郸出发，一步步崛起，横扫六国，统一中国，建立
了“千古一帝”的不朽功业。而作为一个学生，我更感兴趣
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让汉字从
大篆统一到小篆，后来又改进为隶书。我喜欢隶书，喜欢这
穿越千年的神奇文化。

放眼历史，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等古城随
着朝代的更替，其城市的名字也是不断变化的，而“邯郸”
作为地名长达三千多年，从未改变，这恐怕是中国地名文化
的一个特例。

每年长假，我都要回到邯郸，在故乡住些日子。我常常去滏
阳河畔，在那里畅想未来，心中充满阳光。燕赵古都，老城
街巷，我喜欢这里的万家灯火；梧桐树旁，现代建筑，我喜
欢展望古城往南续写的方向。



乡土中国，乡土邯郸，乡土乡音里有我辗转的老城的味道，
有我遐想穿越的温暖的乡愁。在异乡的新城，我为“家乡”
代言，但愿我心目中的邯郸味没有客愁之苦，而有的，是同
学少年，共享风华。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巍巍古国，五千年的屹立；乡
土中国，亿万人的传承。乡土中国，于开阖博大处海纳百川，
于细谨微小处亦有讲究无数，是中华文明于五千载春秋代序
中坚定的后盾，亦是五千载日新月异中无言的坚守，在《乡
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娓娓道来，地理环境、文化生态等
造就的乡土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形态培养造就的独特国民
性格和文化习惯，感受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感受儒家
思想的价值体系浸润的文化传统，发觉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探寻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当下社会，深入理解乡
土社会，感受乡土中国。

土，泥土。这是乡下人的根脉，赖以绵延的奥秘。君不见远
行的游子常备上一包家乡的土，嗅其味便可治愈水土不服；
君不见生命垂危的老人硬撑着最后一口气也要拜托家人将自
己的尸骨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以求落叶归根；君不见那扑鼻
而来的土气，正是人们心中家乡的味道，足以使归乡人热泪
盈眶。

土，土地。这是乡下人的饭碗，赖以生存的宝藏。上古后稷
于小包山上教授农民“适时播种，适时收割。”农业便与中
国结下不解之缘。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推广，木石锄的创造
何不是中原人民的智慧结晶，男耕女织的精细生活，水稻大
麦的丰收图景，中国人在土地上生根发芽，繁衍生息，发展
壮大，农业文明的滋养，亦是土地的滋养，王安忆曾
说：“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我们都是黄土的孩
子。”黄土之上，土地之上，我们无比地深爱着这片生养我
们的土地，正如艾青曾言“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生于



斯长于斯，亦是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爱土地
重土地，亦是培养了中国人朴实勤劳的人格特点，这也正是
中国人的乡土本色！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及其重视“家”的概念，家的构建、家
的传承、家的兴盛……也因此衍生出很多有关家的词汇，家
族、家庭、家教、家风、家和万事兴等等，古语有云“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家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一个家族的兴旺与否亦是考验着家族中每一代传承人的智慧，
对家的管理，一直都被人们高度重视，费孝通先生亦是给出
了相似的理解，认为在乡土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
事业组织，家庭的主轴在父子之间，生育在这里是次要的，
要为家族事业让步，事业要求纪律，排斥私情，追求稳定，
排除一切未知因素，造就了男女有别的历史性局面，解释了
中国传统的实用精神和现世色彩。

亚普罗式的乡土社会和浮士德式的现代社会造就了不同历史
阶段的中国社会，亦造就了乡土社会中的家族传统。

礼，礼仪，礼貌。中国人讲究礼，不难记起幼时父母便教育
我们要讲礼貌，长大些我们亦是懂得礼仪、规矩。

“礼之用，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国人形容政治混乱
为“礼崩乐坏”，自古以来，礼在中国的安邦定国大计中都
是意义非常，最初的礼是带有阶级性质的礼，中华典籍《礼
记》便详细规定了各等级的用度、行为以及规格，在当时社
会中，为国家稳定、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模板，中国人自古
便是很有礼貌的，这种礼貌甚至可以上升为民族自豪感，礼
治亦是乡土中国的重要特点。

管子言“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有分有
寸，是中华儿女的气度，亦是中华文化的风度。一餐饭，长
者为尊，幼者承欢膝前；一餐饭，除却山珍海味，还有捧饭
安著的晚辈，严谨的礼节，中华之礼，是长幼有序，温文有



礼。

礼的现代意义与现实内涵在今天实则已划为内化为德，道德。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更是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相结合，提升人的内在修养，并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人
们的行为加以约束，让礼法秩序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品读《乡土中国》，感受至深，回味无穷，对中国社会，乡
土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乡土味，这抹中国风，这份家
国情，萦绕心间，久久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