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土中国读后感(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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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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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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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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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很早便听说了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这本
书主要讲的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特征，涵盖了人文环境、社会
结构、权力结构等内容。为何要讨论中国的基层社会呢？值
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初次出版于1948年，正处在我国从乡土
社会转向现代化都市社会的过程中，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意
识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并进行对比和解读。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许我们现在生
活在城市，但上一辈或上几辈定在农村生活过，因此乡土社
会是我国的基层社会。正如书中所说，“因为只有直接赖于
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
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
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简单来说就是乡
土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小，村子里的人祖辈都生活在一处，彼
此间很熟悉，甚至是亲戚。就连我这个生在城里的孩子，每
次回老家见到任何一个人总能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亲戚
关系。先辈的经验以及礼俗也得以通过语言流传下来，并不
需要依附于文字。由此可见，乡土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文字在
乡下的非必要性，我们若是因为多识得几个字而沾沾自喜，
那便是肤浅了。

其实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为何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文
化相差如此之大？不敢说我从《乡土中国》中找到了确切答
案，但确是汲取了一些想法。我们的乡土社会是依赖于农耕
的，所以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祖辈的礼仪文化通
过一代代的言传身教得以延续。因为周围都是熟悉的人甚至
亲戚，所以“面子”就显得很重要，也由此衍生出了礼俗。
例如向别人借了钱，不仅要及时归还，还要再多送对方些东
西以示感谢，否则便是失了礼数。这些礼俗也好，亦或是道
德准则也好，可以说都是模糊的共识。并不需要法律的要求，
每个人自出生就会从长辈那里了解到这些共识。所以我们可
以说，社会格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文化差异。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乡土中国》很薄，但是可以读得很厚，第一遍我没
有太看懂，回过头又重新读了一遍，想要了解真正的中国可
以从这本书开始，它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国民性格的形成做
了基层的分析，解读。关于”乡土性“和”现代性“，采用
了学术研究的名词来阐述，里边的每一章展开来讲都是一幅
宏大的”故事“。它没有“嘲讽”，没有“置身事外”，没
有”指手画脚“，而是以一种做学问的调查态度去剖析，这
是一个学者的理性，更是一种踏实研究的态度，光是这一点
就足够我们学习和敬仰。

如果我们说文字有四个层级，本能，情感，哲学，审美，越
往后越高级，但受众面也会越窄，我倒想从情感的层面去说
说，大概我也就是这个级别，入不了俗，也深刻不了，更达
不到审美层面的高级。

从“乡土性”来说，其社会结构是倾向于稳定的，而感情的
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中国传统的感情是偏向
于同性去发展。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乡下，夫妇间感情的
淡漠是日常，一早起来各忙各的，各人做好各人的事，除了
工作和生育事务上，夫妇间大多是“没什么话可说的”，这
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婚姻把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经济、政
治、宗教等纳入到了这个社群所引起的结果，这更像是一份
事业，而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效率是要讲纪律，
排斥私情的，所以中国自古讲的是“三从四德”，“相敬如
宾”，是负责，是服从，两性间的矜持和冷漠就是自然而然
的了。

从“现代性”来说，其实中国的“现代性”是从“乡土性”
这基层上长出来的，自然也就带着“乡土”的烙印，这是文
化所影响的。真正“现代性”的感情是浮士德式的，在相异
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需要不断的在创造中求统一，是
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恋爱是一项探



险，是对未知的摸索，是不停止的，是追求，是向对方寻求
心理上的契洽。在中国现有的文化环境下，浮士德式的感情
追求是让人撕裂的，是充满与环境对抗的，但生命力也会因
之越强。

我很高兴的能看到在现在的中国，有这么一小群人有着对爱
情美好的追寻，他们能够跳出传统婚姻中承载着的经济等功
能，把夫妇发展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轴，让两性之间的感情作
为家庭凝合的力量。

当然，无论“阿波罗式”的还是“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
没有对错好坏，全看个人追求和需要，但我还是希望看到越
来越多的人因为爱情而结婚，并在恋爱的持续中，不断的去
克服阻碍，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去创造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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