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
感(优秀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一

当我用费老的视角观察世界和思考某些问题时，一些难懂的
问题顿时就有了解答。当中感触最深的便是——为什么我们
一定要不忘初心。

如果没有费老的点拨，也许我会认为初心是根本而非目的，
是起点也是终点。一个人不是为了目的而活，而是为了追求
幸福和美满而有了目的。不忘初心，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起
了偏执之意，而是要我们始终记得出发的目的是这份初心。

当然这也没有错。但当我问起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坚守一份初
心的时候，我有了新的解答。那是因为，我生来就扎根在这
个历史上乃至当今社会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下地耕种插秧的
乡下人的土地。是因为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在中国人眼里，
就是土地，那就是家。国家，在中国人眼里不是一个country
这么简单，那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有家才有国。这时候初心一
个词变得宏阔起来。它撑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爱国的精神，扎
下去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根。这是第一个点。

同时，初心也是我们的源。书中说，归根结底，中国社会是
乡土性的，《乡土中国》这本书始终在将乡土社会和后现代
社会作比较。春节晚会中有一小品，讲的是城里人看不起乡
下人的轶事，其中一句话打动了我——“谁从前还不是个乡
下人”。没有错的。现代社会中的城市无疑是从乡村发展而



来，多少人外出打拼为了家里人能过上好日子，反倒在过上
好日子时忘了自己最初的样子，忘了源头，忘了出发时的初
心。反观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保持着那种不抬头就能走到目
的地、不指名道姓只听声音就能知道是谁的熟悉感，他们有
着自然而然的信任感，有规矩，无需法律框定，是有机的结
合。相比现代社会更多发生的是陌生人的聚集，我们反而需
要一部部法律去保持秩序，需要一张张契约去建立信任，是
机械的结合。这说明乡土社会是自然的、基础的，任何一个
人的成长都必然存在于一个环境中，而这个环境的根就是乡
土社会。乡土就是根本，这便是我们要保持初心的理由。

有了乡土，自然就有了乡情。想通了这个，也就能明白四川
的朋友吃着火锅激动到流泪，漯河的朋友爱吃双汇火腿肠，
东北的朋友看到冬日的大雪想念亲人……书里说，治水土不
服要用家乡的一捧土煮汤喝；余光中的《乡愁》，句句道着
乡情的重量。中国人自始至终是心向家的，不论年少时是想
飞多远多高，最终着陆的地方都是原来那个家。

如今，我等西交学子扎根大西北，在这西北地区教育之高峰
埋头苦学、精益求精，便是坚守我们怀中的一份初心。《乡
土中国》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面对人生问题的新解答，也是看
待世界的一份宽容和坚定。

前路漫漫，我将怀揣西交学子的那份青春的热忱与赤诚，答
好人生中的每一份答卷。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二

费孝通先生在此书开篇第一句就言明：“从基层上看去，中
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正是希望通过《乡土中国》
一书来探讨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凡在上级
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此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农
村是整个中国的基层，中国现存与新兴的很多阶层都是从农



村分化出去的，因此研究乡村问题对于我国现在以及未来的
发展都十分重要。

什么是“乡土”，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全书开篇就着重讨论的
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泥土”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
性格分不开的，正是土地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荣光，但也是
土地束缚了我们向上飞的翅膀。在乡土社会里，“生于斯，
长于斯，死于斯”是生活的常态，一块能用脚步丈量其长短
的土地，可能就黏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一生。固定的生活模
式、熟悉的生活人群、不流动的生存空间、在各自孤立的社
会圈子中形成了的“熟人社会”，是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长大到死亡都是在一个熟悉的圈
子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和安全感，契约与法律在乡土社
会中反而成了多余之物，因为维系着乡土间信任关系的是一
种由熟悉而带来的可靠性，但这种“约定俗成”却往往格格
不入于当下这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则是变态，
哪怕是被迫离家迁徙，乡土社会的“根”还是不变的，他们
就像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一样，在落地生根以后，仍然会在新
的村落中延续旧的习惯。

在乡土社会之中，文字也是多余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乡土社
会没有文化，更不意味着乡下人是“愚”的。在乡土社会的
人们更加重视文字的有用性。我们对文字的定义是：记录思
想，交流思想，承载语言的图像与符号。但是乡土社会是一种
“面对面社群”。相对狭窄的人际交流结构与封闭式的生产
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文化只需要横向之间或者纵向几代人之间
经验上的传习，而文字却是因为人们在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
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的限制而产生的，归根到底，中国的文
字并不是在基层中发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近乎于“重复”
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单凭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
词不一定要文，中国古代的劳动者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以
《诗经》为例，《诗经》的风部集合了各地民歌，其中就包



括最脍炙人口的《蒹葭》、《关雎》、《桃夭》等等，这些
民歌在乡间口口相传，但若无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可能
这些名篇就难以传世。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实
用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初步推行文字下乡的过程中会
遇到困难也就成为能够预料的事情了。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人“私”的毛病也是有章可循的。
费孝通先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法，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
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来结成社会关系
网络的，但是这个网络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伸缩
能力的，《增广贤文》里曾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
山有远亲”正体现了这个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
变化的特点。书中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例子：在贾府鼎
盛之时，只要沾亲带故之人都可以包容进这个圈子，但到了
风雨飘摇之时，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了。圈子的大小
与“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
位”、“知识文化”水平都休戚相关，在这种由一个个社会
圈子所组成的社会之中，群己的界限就模糊了，公私的范围
也就有了相对性，“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德行。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最开始就写这样的一句话：“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
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
子。”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中国的乡村，也不是说中国乡村
的乡土性。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受到得土地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中国的乡土社会受到冲击。中国出现很发达的城市，这些城
市具有现代社会理性、变化速率大、关系不稳定的特点，可
是仍然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乡土性的。

一、土里长出的文化

很早以前我就思考过，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



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
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
以和为贵，所谓“克己”。好比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
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肯定都是劈头盖脸
把自己儿子骂一顿。直到看到一篇文章说，因为中国人的祖
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崇
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系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
活过这一岁。深以为然。而这本书给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
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来源于祖祖辈辈的顺应。这还只是乡土性
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
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
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
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
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
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
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土
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有
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直到近代中
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起，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
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
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又新生，可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
的在泥土里。

二、乡土社会在转型

说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现在真正的解到社会转型
的含义，不仅仅是从落后农业国家转向于先进的工业国家。
原本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显现出“浮士德”式社会的
特征。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社
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那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结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现在越来越多
的人有着所谓的城市综合症，空虚，没有安全感，每天和很
多人在一起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西方较活跃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不确定因素增
多。连百姓也像电子产品一样更新换代，没有新的功能，很
快被淘汰。以前的人们想着一辈子老死故乡，现在的人们想
着出去闯荡闯荡。我们的社会在改变，而且还会有更深层次
更潜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先进的文明征服落后的文明，也
是中华文化吸收新的元素，是冲击是更新也是考验。

这样的转型，说不清楚是城市里气氛更浓烈还是农村。无疑
城市的不确定性更大。但城市中“生于斯，死于斯”大有人
在，也有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共居一室。农村中的青少年“走
出去”的愿望说不定更强烈。我想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整体
的，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原本不管是中国的乡村还
是城市，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

三、法治外表下的礼治社会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可是中国现在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
不过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
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礼治”。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
树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
自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
路？这只是一种设想。

如果说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
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
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
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四

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总是充满争执的。或许是由于过于大声的
外放音乐，或许是楼道内的阻塞物，又或者是装修时发出的
巨大声响，这些每天发生的平凡小事，虽说不重要，却使我
们内心烦躁。

像这样的矛盾之所以会发生，有诸多原因：其一，在于人非
生而是社会的一份子。作为伪社会性动物，人本不习惯于现
代社会嘈杂拥挤的大城市。因此会对陌生人感到淡漠，会为
了一己之私而破坏公共设施，是因为本性如此。这是人的先
天性因素，也是它使我们与周围人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其二，在于社会中所存文化的影响。在《乡土中国》一书中，
作者较为详尽的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一部
分：“私”。“私”的含义，除自私之外，更在于由己推人
的思维模式。对自己与家庭而言有利，却损伤社会利益的事，
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也因为公与私之间弹性可变而不再清
晰了。至于社会上他人的问题，无人拥有的公共产物，这些
都不属于普通人“私”的概念之类的事物，便因为这样的文
化而被忽略了。

其三，在于中国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在现代化的今
日，虽然生活中多了许多高科技的产物，但人们的思想并没
有像时代的浪潮一样飞速发展。即便是在上海这般的大城市
中，依旧存在不少从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乡土社会中对于
群己关系的界定，在现代社会的今日仍在发挥作用。而当源
自礼治社会的规则运用于法治社会中时，便发生了矛盾与冲
突。于是，扰乱人们正常生活的情况也发生了。

那么改变这一现状的方法又是什么呢？于我而言，所有问题
的根源似乎都指向乡土社会中群己关系的认识与现代社会的
生活方式间发生的冲突。问题的根源是在80年前费孝通先生
所提出问题的后续。也就是说，乡土中国的社会惯性仍旧存



在。

而现存的问题既然属于乡土社会的惯性，他便必然有消亡的
一天。若说要用什么来加快去消亡的话，便也只能依靠人们
最为熟悉的方法：教化了吧。但教化的手段，在今日则可以
更为先进一些。不仅可以利用在路边随处可见的公告牌，也
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相应的宣传。

我认为现在出现的许多矛盾证明了中国处于转型的路上，前
文所述的问题终有一日会被解决，我们可做的便是加速这一
进程。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五

《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从20xx年1月23日开始，历时十多天
终于在2月9日下午成功结束，我们圆满完成任务。《乡土中
国》这部著作，思想超凡，字句严谨，具有极大的极珍贵的
探索精神，让我感受到作者费孝通先生不折不扣的学术品格
并为之折服。在阅读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收获了语言、思
维，审美，文化的滋养，更是对乡土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让我感受颇深。

初得到这本书时，别人都说他苦涩难懂，我略翻开几页，满
是文字，让我更是全无阅读兴趣。从小看惯了故事性的书籍，
以至于对叙述性文章情有独钟。直到这次。在需完成任务的
前提下，我尝试着去阅读，这一路上从未放弃。

记得阅读第一篇文章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克服了畏难情绪，
我慢慢地在每一字上扫下目光，在读的同时去深入思考，在
旁边写下自己的理解。第一次难免思考不够深刻，但我也并
不气馁，而且还很高兴。渐渐地，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透
过现象去深入思考其本质，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越来越觉
得自己已经置身于这部书中了。在阅读的过程中早已不是为
了完成任务，而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同时在费先生严谨思维



的熏陶下，我的思维能力和见解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得不说，这部著作在我的阅读生涯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让我的阅读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如此，我对乡土社会有了清
晰的认识，让我看清了他的本质，看清了历史。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稳定，乡土社会是农
业社会，乡下人依土而生，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而
土地是固定的，因而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他们世代生活在
一处“生于斯，死于斯”，每个人都是从小生活在一起就熟
悉得很，其实这在我们现在的乡村中也有体现。例如一个村
子里要细论起亲属是极多的。

乡土社会的特点即是此，故也是“熟悉的社会”，人们眉目
传情，用声气辨，连语言都用处不多，就更不用说文字了，
这也是为什么文字下乡成效不大的原因。可见，“改革”并
不是易事，要等到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
才能下乡。

围绕着乡土社会的特点，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就诞生了。每
个人的亲属关系如丢石头所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的性质又如同
蜘蛛网般错综复杂，在此道德层面，乡土社会的伸缩性也使
得公私之辨模糊不清，家庭层面上加的职能是生育，家是绵
续的。感情在社会关系上就有创造作用，而乡土社会并不允
许有较大变化，因此男女分工维持着家的稳定。“男女有
别”，使他们在生活上加以隔离，男女有别的界限致使了中
国感情向变态方向的发展，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好方向吧。

乡土社会也是“礼治”的，法律在这里并不需要，“长幼原
则，教化作用”才是首要。

乡土社会的变化速率相对于现代社会可以说是禁止的，但社
会终究是变迁的，但长老权力在形式上不容违逆，于是有
了“名与实”的分离。乡土社会的传统不变，经验可以解决



一切困难，但现代社会适应变化的他们需依着生存的条件去
计划。

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使其变化十分缓慢，不难想象其变革
为发展的现代社会是多么不易。前辈们说，我们现在的幸福
生活做出的努力不容忽视，我们理应牢记，同时传承前辈的
优秀品格、实现人生的价值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在我们的
努力下，现代社会会愈加繁荣。

《乡土中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希望有时间我能再次阅读，
感谢《乡土中国》，让我在文学和能力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