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一

初次接触《乡土中国》这本书是于高三备考阶段。语文老师
在分析以该书为背景的题目时联想到了过去的乡下生活，在
他描述的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童年环境中，我对
《乡土中国》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奈何时间原因，至
此才得以读毕。

我自小就知道中国人存在自我主义，我还知道中国人克己尚
礼讲求交情，我知道中国人崇尚传统……读完此书，我终于
明白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国人存在自我主义，与“差序格局”密切相关。在差序格
局下，团体的界限并不清晰，无论是在亲属关系还是地缘关
系中，团体以个人为中心，其覆盖的范围是任意的。作者在
原文中提到“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
便宜的意思，有权力而没有义务了。”这说的就很恰当，不
然人民公社“大包干”最后是怎么失败的，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又是怎么成功的？一个是降低了人民干活的积极性：
当人们知道干多干少都有政府给的同样饭碗时，那干与不干
就没有质的区别，故索性选择后者；另一个则提高了人民干
活的积极性：当明白了干得多自己就得的利润多，自己获利
大时，有谁不想多干呢。

说明中国人从“私”的角度出发的还有一点：古人崇尚克己、
慎独等这样的修身准则。这些准则的出发点是自身而不是别



人，主要是强调对自己的约束，通过完善自身的品质品德来
影响教化他人。说到教化，那还要提到中国的“尚礼”。礼
既不等于道德，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对人的约束；更不
等于法律，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
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
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作为一种传统，礼并不是简简单单用文字传承，而是祖祖辈
辈通过讲话、行为甚至是一些特殊的表情传达的。这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在中国依然很多乡下人还是文盲。“生于斯，死
于斯”，很多人生活的社会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
的社会，他们彼此都很熟，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文字进行信息
传递，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其
本身也是存在缺陷的，能传达的情意也是有限的。所以改善
文盲率还是很困难的，这也就造成了文盲率始终不能降至为
零的原因。

最后我想说，作者以深厚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加上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我读罢顿感一份了然在胸
的豁然开朗。我体会到了乡土所造成的对我们民族的“束
缚”：当人与人发现同为老乡时，我们之间没有了距离感；
当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着作为中国人的独特品
质；当人与人交流过程中，可能一个动作就心领神会……这
就是我们的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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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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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为了填满未来的新书柜，最近时不时买书。

今天收到了费孝通先生80年前写作的《乡土中国》，居然薄
薄一本，14篇，不过114页，一口气不到两小时读完了，读来
酣畅淋漓，一扫连日以来的疲惫感。

《乡土中国》成文于1940年代，距今已超过80年，但文中对
中国乡村体系的洞见至今读来仍然适用和新鲜，作为一个出
生乡村，自诩为现代中国人的自己，却从未如此深刻地理解
过我们的乡村，真是惭愧。

最近买书都是从连叔的有赞店买，连叔的阅读品味果然有保
障，几乎没有踩雷。连叔推荐的书多为经典中的经典，值得



买，值得读。

现在读一本书，快则一周，慢则两周到一个月，总觉得瀚如
烟海的书籍，耗尽一生未必能读尽万一，时有泄气，觉得不
如不读。

万维钢精英日课四里有一期提到该如何读书，大意是说世上
书籍千千万万，但真正有洞见的凤毛麟角，甚有道理。

书籍是承载前人智慧和知识的载体，但智慧和知识也是分深
度的，我们应该读的是经典，所谓经典是跨越时间和空间，
洞见本质的深度智识。

生命有限，必须读经典，或者只读经典，非经典的书，新颖
观念有限，文字水平有限，粗读和快读即可。

岁月悠长，应不急不缓读书才对。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在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之前，我对中国的总体认
识，还是只停留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基础上。因为中
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在这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过程中，积
累了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为代表的深厚农耕文化，从而奠
定了中国农耕文明史地位。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
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
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
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
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
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多数的人是拖泥
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简单的说，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
在我的老家，至今还沿袭着一部分原始的生产工具，比如犁



铧、马车、锄头、石磨、水车、水磨、纺车等生产工具，从
这些生产工作可以看出，在人类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
在部分农村还沿袭着这些古老的生产工具，充分说明，中国
具有的乡土性，从而导致乡土文化的根深蒂固。

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农民靠务农为生，而且世世代代附着在
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正因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
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
生根。定居下来的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
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
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
熟悉的生活环境下，构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
象。“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
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
其实就能说明以前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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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他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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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离
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
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
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
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中
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都是在仁、义、礼、智、信的礼
教下前行，并不断在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影响制约中慢慢前行。
可以说，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生产生活，是在几千年中国老
百姓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在原始的生产
生活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战胜自然和一切困
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耕文明，从而推动中国一步一步
向前发展进步。

家庭是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



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
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
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
了子女的生和育。在由个人家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
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是生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
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他们的父母的抚育，
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在任何文
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如果家庭
不变质，限于亲子所构成的社群，在它形成伊始，以及儿女
长成之后，有一段期间只是夫妇的结合。夫妇之间固然经营
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但是所经营的事务受着很
大的限制，凡是需要较多人合作的事务就得由其他社群来经
营了。在中国是一个讲裙带关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的因素就是家族。虽然现在中国已经建立健
全各种制度，加强社会治理结构管理，但在社会这个共同体
中，家庭势力同样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势力不可小视，充分
说明中国的乡土性。

总而言之，要弄清中国的乡土性，就必须要从生产工具、土
地、文化、家庭等方面来综合分析研究，找出有中国乡土性
代表性的因素。在结合社会学有关理论，充分找出各因素之
间的关联性及在社会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讲清楚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乡土性的国家。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六

《乡土中国》的主要内容来源于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
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内容。
这本薄书显然谈不上是鸿篇巨作，只针对一个主题分了十几
个篇章阐述观点。

感觉当时30多岁的费孝通无论在思路观点，还是研究学问本
身，已经相当成熟。这本书直到现在来看，依然感觉很有道
理。



费孝通在序言里讲到，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
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全书整体来看，乡土中国不只是说中国乡土或者中国农村，
《乡土中国》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国民性格，以及这种
结构和性格成因的分析。

熟的关系是不能谈钱的，所以走很远也要去集市这么个环境
下去交易，或者让外来人当商业媒介。没有血缘(换成其
他“缘”也类似)关系，外来人很难融入乡土环境。

乡土的人际关系形态上孤立隔膜，本质上却一点不孤独，相
比之下城市的人际关系，形态上倒是很紧密，本质上却是异
常孤独的。法律、道德约束人，在中国最能约束人的非“礼
教”莫属，能量要强大百倍。

倒是有一点，原来男女不讲爱，不讲私情，讲的是三纲五常，
忠孝义悌，君臣父子的纪律，追求的是有利于家庭团结的效
率，好打造事业共同体，夫妻间关系淡漠是常规。如今受西
方观点影响较多，开化不少，男男女女的，好关系既是伙伴，
也讲情爱，一年中情人节也得一中一洋两个。

.还有一点，原来的家族概念淡了，大型家族也越来越少，有
些形式上还有，但长老的乏力，只是年龄大但发挥不出族长
的权威功能。但那些还能保持家族规格的，家族及其家族成
员的事业就能绵延与成就。随了西方观点的夫妻小家庭成了
当前社会的主角，尤其在城市中。

书是分节点分析，便于理解便于阅读，十四个节点合起来，
又是个完整的社会脉络。乡土中国换个说法其实就是传统中
国，是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的逻辑前提。中国的社会脉络，长
久以来都是如此的，感觉长久以后大概也还会是这样的。

当然，伴随环境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显然感到乡土中国的
变化，可是，有更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烙在文化中，不易改变。



乡土中国只是四季的转化，而不是时代的变更。

所以本书的参考意义应该会是极其长久的。读此书，再联系
生活的实际，便能理解许多世道、许多相处的章法。几千来
来，文化未曾断过，也还将绵延下去。大家都是不能置身事
外，而得感同身受的观世、处世。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七

《乡土中国》相当于一本论文合集，是费孝通老先生整理自
己的研究成果和在大学讲课的手稿而成的，书里面每一篇文
章都是“浓缩的精华”，虽然一篇文章只有十几页，但是里
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涵盖了大量思想精华，每一段每一句每
一字都不可以略过，不像小说中有为了衬托主人公而添加的
辅助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等，论文这种题材就是既简要分明
又知识量丰富，必须耐心地逐字逐句读。

我买的书籍版本是费孝通先生写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
建》的合集。

前半部分《乡土中国》讲的内容是“乡村社会学”，本来这
些内容费先生并不打算在社会刊物上公开出版，因为这里面
的文章是他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上课教案，主要是传播
费先生自己关于中国传统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看法和总结，
有传授性质，但不是科普，因为这些观点还没有经过严谨证
实。原书的重刊自序中提到，“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
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
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
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合这本写成的
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时我国乡村民众受中华
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比较严重，而且由于多年战乱，人民身上
还压着“三座大山”，一片流离失所贫困潦倒的景象，乡村
一蹶不振，矛盾冲突频频爆发。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过渡期中，
过去在各种压迫下粉饰良好的根本性问题才能够暴露出来，



是实地调查、解决问题的好时机。费先生年轻时凭着一股闯
劲，深入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村考察，这才能贡献出这许多
珍贵思想。

《乡土中国》中包含着的十四篇文章名字分别是：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无为政治”介绍了权力的两个类别，一种是强调阶级和压
迫的横暴权力，另一种是偏重社会合作方面的同意权力，中
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这两种权力形式都包含的，而为了维持
皇权的专制独裁不被推翻，先人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
了“无为”的政治理念，不劳民伤财、让民众可以休养生息
就是传统观念中最佳的统治方式；揭示了另一种中国传统权力
“教化权力”的“长老统治”篇，指出教化过程是代替社会
去陶炼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倒
数第二篇“名实的分离”则揭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本
质，长老权力通过给经典书籍作虚假注释来达到换汤不换药、
扭曲原意以达成维护长老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最后一
篇“从欲望到需要”则在大类上不属于科普乡村社会学的范
畴，而是指出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接受了理性思想的灌输，
逐渐脱离只跟随欲望而思考的感性处事方式，也在这之中发
现中国一直以来的社会解组现象，因为那时的中国农民只关
心自己身边的生活，没有乐趣，也不关心社会时事，这样的
社会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

我把这十四个章节的主要内容都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可以看
出来，以上都是对中国基层乡土社会实地观察而总结的中国
乡土社会现象，是最基本的一部分，还没有关于中国乡村应
该怎么做的建设性意见。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八

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
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
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
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

古人学问，分为小学和大学。古人八岁入小学，向“童子之
师”学习 “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
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
心，修己治人”的学问。由此可知，所谓的“道”，当具体指
“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或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道”——也就是说，真正的老
师，所传授的“道”应该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所谓师者传道、受业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传授道、教授学业、
解除疑惑。其中，受业属于知识和技能，解惑属于过程和方
法，传道属于情感态度价值观。

单单一个道字可能就是有些教师穷其一生都无法教清楚的，
更何况还要解惑。疑惑来源于哪？学生对于书本知识的疑惑
很少，因为他们对于课本知识的要求很低，仅仅是了解大概
意思，从不去深究课本之后的深层含义。但是他们在学习过
程中还是会有很多疑惑。这些疑惑的来源统统来自他们对万
物的好奇，而这也是一般教师所不能解释的清楚的东西。

那么，童子之师，到底算不算老师呢？

答案是，不算。

作为青年教师的我，面对班上大部分学生时，总会有一种害
怕的心态，怕他们课上会问到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于情
理来讲，我应该帮他们解决任何疑惑，但我做不到。于自身
来说，我确实各方面阅历经验不足，没有办法就解决这些问



题。所以，我对于教师、课堂的敬畏感就会更重，这也是我
无法做到创新课堂，完全以学生为课堂主体的原因。也正是
这种敬畏感，是我能够不断从课本之内之外学到很多东西和
道理，我相信这就是教师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从童子之师到真正的师者，是每个教师的追求。希望我每一
阶段的成长，会有更多的学生见证。我们一同学习，一同进
步！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九

抱着对费孝通先生无比崇拜的敬意，我借来他写作的.《乡土
中国》一书，准备仔细阅读一下。

在“再论文字下乡”这一篇章中，费孝通先生接着说明文字
在时间阻隔的情况下有说明不同，对于这一篇章，我理解得
不是很好，我在此也多说不了。模模糊糊只知道在这个篇章
所讲的文字下乡跟文化、词、语言、记忆等有关联，我说不
清。

在“家族”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先由“家庭”说起，他
认为家庭的大小“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
构上。”接着，他说到了“家族”，啊认为“小家族和大家
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数量上、在大小
上。”还有，他说到，“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
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
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
是主轴，但我们家庭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
妇成了配轴。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
和服从。”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
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
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



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
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
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
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
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
决的。

在“从欲望到需要”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在乡土
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
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
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
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
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费孝通先生说：
“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句
话很经典，在此我想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到此，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大概的看
了一遍，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加
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通观全书，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
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作这本
《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
试的记录罢了”可以看出。还有，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
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
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
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
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
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

这本书该是我看的少有的几本学术味较浓的，刚开始阅读大
多是小说，慢慢对很多东西产生好奇心，便在相关书籍中找
答案。以后阅读的大方向应该会是这种浅浅的学术著作。乡
土中国，应该是本关于社会学的著作，内容篇幅不长，而且



每一章虽然有点递进关系，但是每章单独读理解也不会太困
难，所以前面有未理解的，也不会太影响后面的阅读，对于
我这样想进入观望的门外汉很友好。每读完一章都像上了一
节收获很大的课，虽然不知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处，但是，收
获知识这个过程就让人欲罢不能的读下去。谈谈书的内容，
讲的是现代化之前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乡土结构的中国同现代
社会结构的对比，着重分析乡土结构下文化，家庭，男女之
差，道德，法律，权利……这些在其结构下的表现和出现的
原因。书看完有点久了，现在我还记得的观点，肯定是让我
印象最深的，也是最能让我信服的。之一就是差序格局，这
个文中给的诠释语言较为学术，依我理解，就是相较现代社
会，乡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是私人之间的联系及其
延展，文中给的一个比喻很形象，每个人像丢在水中的石头
产生的水波，跟相近的人的水波进行干涉，最后的波纹就是
我们社会的网络。这样的社会跟西方文化里的社会有很大差
别，西方注重的是团体的概念，比如他们的家庭，党派，国
家，都是指一个特定的东西。反观乡土中国，家的概念是如
此模糊，有时指父母子女，有时加上直系亲属，有时还要加
上旁系亲属，这个从红楼梦大观园的盛况可见一斑。这个不
确定性，很多也是差序格局导致，因为差序就是对人有差别
嘛，当然是先血缘近的，后面红楼梦中家族没落，大观园里
面的表亲这些都不得不离开。

这个差序导致的伸缩，跟个人处境很有关系，很简单，丢在
水里面的石头大，波纹多，能干涉的区域就大嘛。就家庭而
言这样，对社会同样这样的道理。还有就是文中谈及的社会
中的几种权利，长老权利，即听从长辈的命令；横暴权利，
即冲突压迫时的；同意权利，就是为了高效合作出现的权利。
这些的划分和出现原因，作者的分析让我能够信服。文中的
所谈的乡土中国，其实离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一定差距，但是
还是能在生活中找到乡土中国的影子。对这本书理解很浅陋，
上述残存记忆，再读起来定会不知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