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演讲稿 乡土中国读后感(优
秀10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合发表的讲话文稿。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那么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一

“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
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
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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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
大国，大河文明的滋养下，中国的农业很早以前便领先于世
界。而农业的根基在于土，中国人离不开土，就像孩子离不
开母亲的道理一样，正是这片神州大地，孕育着代代炎黄子
孙。家立于土之上，国也立于土之上，土为我们所居，是一
个大概念的家，由此而生“生于斯，死于斯”中国自古
有“落叶归根”一说，人死后，总要把尸骨带回出生地安葬，
“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
此观念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代，四面八方的农民放下锄头，
来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谋生，成为农民工，赚的钱不是为了
在城市买套房子安居在此，更多的是吧钱寄回老家建房子，
就算在城里有什么不测，家人也要千方百计把在外打工的人
送回老家。

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
的。”出于农业原因，乡下有大大小小的聚居地，说也奇怪，
中国习于聚居，但是孤立和隔阂是明显存在的，大家在同一
个村子里，生活在彼此熟悉的环境中，把信任和深度交往局
限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放眼到都市中这样的生活圈子由一



村缩小到一家，在高楼大厦中，门对门的两户家庭可以说是
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再者，中国虽然地大，但是人口
都集中在个发达地区，形成人口的过于集中，人就不得不聚
而居了，此情况多为都市所有。而美国乡下则很少出现聚居
现象，美国人少地多，个人家庭自成单位，独来独往。我想
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民的冒险，个别负责精神也是由此而来的
吧。

“土”也成了骂人的名词。乡里人到了城市不会看红路灯和
城里人到乡下分辨不出包谷和麦子的道理是一样的，是知识
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国家处于各种原因，人为性的把人
们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除了户口上的区
别，农民和城市人世无差别的。只是因为硬件软件上的差异
导致农村人接受知识的机会比城里人弱，导致他们知识不及
人。习惯性地把乡下人称为“文盲”，不能是“愚”的表现，
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用另一句话来
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上
我们称之作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
群。”于是他们不习惯用“间接地说话—文字”。就算如此
理解，乡人还是被戴上愚的帽子。，乡下人和城里人总会受
到不同的待遇，前者总充当弱势群体角色，如上
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全力调
查”后找出相关“责任人员”—8名无牌烧焊的农民工！因为
所谓的“愚”，没有足够的维权意识，这八名农民工被“光
荣”推上负责人的位置，成为民符其实的代罪羔羊。而相关
的工程负责人，那些批准无牌作业的领导班子，责任人在？
他们当然是聪明的，把责任推卸地一干二净，但这聪明明显
是道德败坏恶心的产物。在孩子身上，这种不公平也是明显
存在的，有些城里，政府会建立农民工子女学校，此做法有
利也有弊。特意建立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可以方便管理，也
有利于孩子的安全问题，这是对待留守儿童问题的较好做法。
由于城乡孩子受教育的起点不同，分开学校有利于安排学习
进度，但是这人为地分割会使孩子从小形成“我很城里人不
同”的思维。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认为乡里孩子“愚”学



习能力不如城里孩子，人为地分割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
危害。

在中国这个乡土社会里，教化总是取代折狱，打官司在村人
眼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除非非不得已，否则都不会对簿公
堂。中国传统崇尚“礼制”非“法制”，以礼为先，法制传
播受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影响。像在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
中，秋菊为“讨个说法”把村长告上市的法院，在村里人看
来，秋菊是可鄙的，根本无人理解秋菊的做法，最后秋菊赢
得了官司，却输掉了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情世故文化。中
国传统文法与现代法制形成的矛盾，非一日之时可以解
决。“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
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乡
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
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由此可见，要让
法制深入人心，并非要盲目照搬国外法律条文，而要结合中
国的传统文化，人情世故，灵活变通，“所谓礼治就是对传
统规则的服膺”—让法律被人们所服膺。通过对《乡土中国》
的阅读，让我了解到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好地认识
到我们所处的位置，定位于中国本土趋势，更好地展视未来。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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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三

《乡土中国》一书是社会学巨擘费孝通老先生在二十世纪四
十年代后期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期间所讲“乡村社
会学”课程内容讲稿整理编写而来。这本书虽然历经七十余
年，但栖它的研究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特



质的重要思路，书里自对我国的很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层次
剖析。

一是中国人的安土重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农业文明，
中国是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整个中原文化都建立在对
土地深厚的依赖之上，所以我们和许有外国、游牧民族、水
上民族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
不随意更换自己的住房。如果遇到拆迁这样的事情，我们门
会较抗拒，中国人对房子有自己的情结，这也是我们房价居
高不下的一个社会除原因。

二是“熟人社会”，由于乡土社会传统，从而着成了一个生
于斯，长于斯的社会。

乡土社会发源子村落。在一个村子里，周围的人都是熟悉的，
没有陌生人的，大家都依靠着同一块土地生活，彼地相互信
任、依赖。也由比形成了一个由私关系引由面出的“差序格
局”的人际关系。

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激荡出涟漪一样越靠水波中心的地方
关系越紧密；越远的地行关系就越疏远，因此而形成的熟人
社会。关系近的风事好商量，工作开绿灯；不属于自已人的，
便什么事都很难有真正意义展开和作为。

三是婚烟关系。中国的家好做似事业组织，弱的大以做事业
大小决定。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妻关系只
是配抽。而这恰恰与西方夫妻关系是主轴，夫妻感情主要凝
聚力不同。因此在中国社会。夫妻间的感情淡泊是常见的现
象。因为乡土社会要求的是稳定，男女之间激烈的情感容易
破坏这种稳定，所以中国人不喜欢离婚。因为大多数人对婚
烟的就是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即使没有爱情也不影响彼此
方间的合作。

以上是我对《乡上中国》主要的感受，。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四

说是机缘巧合也好，说是命中注定也罢，在翻启费老师的
《乡土中国》之后，心中眼中便展开了一副辽阔的图景——
那是中国，却又不是一般的中国。那样的中国，混合着一股
充满乡土气息的泥土的味道，裹挟着一阵清新又浓烈的草根
气息，渐入鼻腔。那是陈旧的、历史的中国，却对我们这身
处新时代的`年轻一辈来说是如此的新鲜，甚至于对其饱含了
感慨了。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先从“乡土本色”开始，向我们娓娓道来
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用朴实通俗的语言
带领我们深入研究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
并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

在《家族》这一章中，费老提到了家庭的概念和构成。我们
不妨将其归为一种中国乡土社会独特的文化底蕴。因为横观
整个中国，构成它的最基本社群单位便是家庭。在世界上，
不同地区有其不同的家庭性质，而每一种不同的性质都是当
地独一无二的人文特征。费老就在这文中拿中国与西洋两个
区别鲜明的典例作了对比。“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
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而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
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
夫妇成了配轴。”正如此，故有了五世同堂这样具有中国乡
土特色的家庭团体。多个家庭便组成了地域，而正因家庭的
特色，才使一个地方有了其独特的特色。因为一个家庭总有
它的家法，例如夫妻间相敬如宾，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等。
在我的家乡，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距离，不同性别与年龄段
的人每天各做各事，而西洋地区，男女往往是在家庭中获取
生活上安慰中心，并非同年龄的集团。如此多个地域又构成
整个庞大的华夏，乡土特色便显现出来。纵观中国历史，这
种乡土特色并没有随着历史到现代的变迁而消逝，而是自始
自终贯穿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成为独特的文化底蕴。



中国土地辽阔，况且不同地域风俗特色繁多。同属于中国的
我们可能来自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域，过
着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生活，可我们的情缘始终是相同的，
正如费老所说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不同，”每个不同地域的发展终将促进中国和谐的大发
展。当今的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视港澳台的发展，因为只有大
陆与港澳台共同发展了，才是祖国真正的发展。世界各国友
好往来的目的追根溯源，也正是各国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的
发展趋势。

如今，《乡土中国》已成为高中必读书目，为什么它如此重
要？因为我们需要费孝通，需要他这样的引路人来引导我们
中国人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乡土中国》是对中国历史的
记录与怀念，而这仅仅是它的历史价值。它对中国的现实，
以及对中国社会未来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它让
我们明白泥土的可贵，明白乡土才是中国的根源。乡土的就
是中国的，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工业大时代，工匠精神正日渐衰弱，
乡村也逐渐被城市取代，高楼林立的“城中村”繁华得只剩
下了一个“土”味的公交站名，一些保留相对完整的乡村供
城里人消遣的旅游景点。但中国乡土社会的城市化是无法遏
止的，它也正顺应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但无论如何，我们
同生在一片乡土上，我们的根源永远扎根于乡土，这根基是
不会随着世事变迁而消失的。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
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我们抵御不了时间，岁月的变迁，但我们要牢记我们的身份，
传承我们的血脉，热爱我们脚下的热土。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五

从"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入手，作者展开了对中国社会乡土性
的阐述。在作者看来，"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土气",是一
种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藐视；一种是泥土、土地，是乡下人的"
命根",于我而言，一个从农村来的人而言，土对我们，是有
着特殊含义的。村落的形成必须有土地的存在，土地， 带给
我的是种踏实的归属感，突然想起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作
者论述的乡土社会中，我体会到了一种浓厚的淳朴气息，和
谐的乡土社会在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内心真的希望，在世
界的某一角落，可以一直有"土气"的存在。

乡下人因没见过先进的器物被称为"愚",但有些城里人，甚至
教授在基本技巧上却不如乡下人，在我看来，各有各的长处，
谁也没有资格对另一人做出评价。费孝通先生在文中论述了
文字与"愚"的关系，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乡土社会
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是在熟人里长大的。"正因为人与人
之间的熟悉，大家才会使用"特殊语言",推行文字下乡，的确
需要考虑文字和语言的基础。

学习，若要打破今昔之隔，必须要通过记忆。"文化是依赖象
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读了这篇文
章，愈发的感觉，任何一件事的实施，都是需要考虑多方面
因素的，比如推行文字下乡，不仅要考虑社会文字和语言的
基础，还要考虑社会特点（基层）。

作者以苏州人家城里的水道、走廊为例，展开了对"私"的表
达，"私"与"公"相对，"私"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以"自我"、
"自家"为中心的网络结构，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利欲的诱惑，
有些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社交的圈子也变得越来越乱，作
者提到了孔子的"推己及人",我认为，人都应该以一种包容的
心态，由己及人，使自己拥有一种宽阔的格局，一种心怀大
事的气魄。



社会的格局决定道德。课本上学到了我们的行为应该以道德
为标准，以法律为底线。我认为，道德不仅是一种规范，更
是一种引导，引导着个人去构建更美好的社会。提起道德，
脑海中首先闪过的是"百善孝为先",其次便是"忠义理智信",
作者提到了"仁","仁"与"礼"是孔子学说的两个核心，在成长
的路上，我们应该通过学习，见闻丰富自己，使自己真正成
为一个有格局的人。

看到文章的题目《家族》，倍感亲切，因为从小生长在大家
族里，村里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刘，从小到大，离家的距
离越来越远，家，对于离开家的我来说，意义重大。曾有制
作了一份简易家谱，发现，四世同堂的我们家，真的很幸福。
作者在对家的阐述中，尤为认真的指出了其生育功能，家是
绵续的。

作者说，男女有别。不仅是生理上的区别，更是一种在社会
分工，地位上的区别，大概正因为这种区别，才形成了安稳
的乡土社会（作者一直在强调，乡土中国是安稳的社会），
因为对感情方面的是不太了解，而且文章读的也不是很懂，
所以，也没什么感想。

作者以"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开头，引出后文乡土秩序的维
持是靠一双看不见的手来维持的——"礼治",不同于法治的被
动，从作者的论述中，我感受到礼治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
由内而外的规范，乡土社会是传统的，因而"礼"在其社会里
发生作用便成为顺理成章，乡土社会给我的感觉是"车马很
慢",在慢悠悠的生活状态下，礼治社会出现了。

在礼治的乡土社会中，社会秩序必然是稳定的，但也有例外，
一定会有人因为特殊情况而"逾矩",诉讼便变得必要，但又由
于乡土社会传统、稳定的特殊性质，那些从西方引进的法理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发生着很特殊的副作用，传统的观念与
现代司法制度的碰撞，使得推行法下乡成了一个值得人们思
考的问题。



一直以来，课本中的权力与权利是同时出现的，作者从社会
合作与社会冲突两个角度分析权力的存在。当今社会，权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确是比金钱更诱人的，作者看来，权力
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在乡土社会，在小农经济的体制下，乡
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微弱无力的。

这篇文章，作者带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
提出：在乡土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教化性的权力，在对社会
规律的论述中，引入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确在人们的生
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我认为
携着社会契约的教化权力在维持社会稳定、慢步发展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

但从"缘"字来看，我认为"缘"代表一种关系，由于乡土社会
的稳定性及社会的生育的持续性，在规模比较小的乡土社会
中，血缘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范围较小的乡土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又多了一种地域上的联系，即地缘关系，血缘与地
缘像两条丝带，维系着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乡
土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迁，时势造成了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第四种
权力：时势权力。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慢的，这种"慢",又导
致了时势权力的不发达。这样，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就存
在四种权力：同意权力、横暴权力、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

从欲望到需要，作者由时势权力想到了社会计划，因计划就"
需要",作者在文中又将欲望与需要为我们做了区别，由于这
篇文章读不太懂，所以没有更多的感想。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六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讲究长幼有序，为什么故土难离还要落叶
归根，为什么是礼俗社会，为什么是熟人社会，为什么乡间
重语言不重习字，为什么攀交情重关系不重权利和契约，为



什么会形成单系(即父系)亲属原则，为什么这样的社会是皇
权的发祥地，等等。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均有解读。

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很多日常社会现象思考，直击现象中蕴
含的本质，并智慧地从本质中发现了规律。《乡土中国》
在1947年出版，但这种观察方法和思考方法在70年后的今天
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
一惯性，乡土特征在现在仍然存在，理解这些特征，对分析
现今社会现象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这本书内容很多，乡土内涵也十分广泛，下面我想主要从法
院解决纠纷职能的视角出发，以五个问题为线索，简单介绍
本书的部分内容。

一、乡土是什么

说到乡土社会，乡土性，我们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印象，比如
人情关系，家族制和家长制，熟人社会，礼治等等。这都是
乡土的表现。我们在有一个这样的初始印象的基础上，在下
面的思考中，可以简单地将乡土社会代入为农村，现代社会
代入为城市。

二、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如何

谈及此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无讼”“厌讼”。乡
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社会，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
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
而认为是当然的。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在身
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每个人知礼
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
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师之惰”，儿
子做了坏事，父亲得受处罚，甚至教师也难辞其咎，教得认
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
的根据，打官司也就成了一种羞耻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由德高望重、读
书知礼的人主持调解，先把被调解的双方骂一顿，“这简直
是丢我们村里的脸”，教训一番，有时候还得罚他们请一次
客，这样的做法十分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子曰：“听
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说审案子的根本目的
是使案件不再发生，乡村里的调解就是以此为目的的教化。

三、乡土社会的调解教化与现代社会的诉讼审判之别

上面谈到，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扎根于土地的，现代社会
是流动的、契约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事案件中，婚姻、
继承、物权、侵权等纠纷更具有乡土性，合同纠纷、知识产
权纠纷、公司、保险等商事纠纷更具有现代性。因此，强调
调撤等非诉解决方法，可能区分不同的纠纷类型会更具有社
会性的意义。

四、乡土性现在还仍然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吗

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现代社会的诉讼审判方式可能存
在不适之处，但那是70年前的状态，现在很多农村农民也有
一定的法律意识，更何况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已经融入到现
代契约社会中去。那么第四个问题，乡土性现在还仍然作用
于我们的生活吗？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限定于婚姻家庭
领域。

我在和其他法官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到，他曾经到某较
不发达地区任职办案，离婚率很高，很多人都是外出打工的
农民，回家了就办理离婚，他认为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
副作用，家庭容易破裂，不像乡土社会那么稳定。我倒是认
为这恰恰仍然是乡土性作用的结果。

家庭这个概念在人类学上是指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为
其机构，生育为其功能。但在任何文化中，家庭总是被赋予
了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夫妇之间的合作并不因儿女长成而



结束。尤其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庭也并不只限于父母子
的三角亲子结构，而是父系氏族结构，五世同堂的家，可以
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
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具有政治、经济、
宗教等复杂的功能。这样的组织必须是长期延续的，不因个
人的成长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在这样的结构中，
夫妻之间的富有激情的、易变的横轴是配轴，父子、婆媳间
的稳定的、讲究服从的纵轴是主轴。这样的一种社群结构或
者说生活习惯，落在刚才所说的夫妇二人外出打工的情形中，
就可以解释为，纵轴缺失，仅依靠横轴支撑家庭的稳定，而
横轴本身是激情的易变的。因此对于仍停留在乡土社会思想
状态的农村夫妇，既没有纵轴支撑，也没有现代夫妻思想契
合，富有责任感的横轴观，这样的婚姻破裂是可以解释的，
很正常的。

五、《乡土中国》中的乡土

说完了这几个问题，让我们带着思考回到第一个问题，乡土
是什么。从本书来看，解释乡土社会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差
序格局”。费孝通指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现代西
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不同之处。在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中社
会的道德体系的来源是宗教观念：人在神面前平等，且神对
每个人都公道，所以道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无差别而人人
平等的。这跟墨家所提倡的“爱无等差”是类似的。但中国
乡土社会遵循的道德体系是根据儒家孔子提出的“推己及
人”，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道德体系，社会范围变成
了一根根的私人联系，每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决定着不同的道
德对待，这种道德体系是有差别的，团体道德是缺乏的，换
句话说就是道德标准缺乏普遍性，所以称作差序格局。刚才
我们提到的调解、教化是差序格局的体现，夫妻和父子的横
纵轴是差序格局的体现。群己之界限，公私之分别，都蕴含
在差序格局之中。我们很难给乡土下个定义，但可以说，乡
土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作为潜在规则的礼治和作为外在形态的
差序格局。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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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八

费孝通在书中认为，乡土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乡下人离不
开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最主要的谋生方式，土地在农民眼
里是跟生命同等重要的东西；二是不流动性，并不是指人员
的居住地是不变的，而是在人与空间的关系上是不流动的；
三是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特点就是人员的变动十分缓慢，
迁出迁入的情况比较少见，因而乡土社会是熟人之间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从而会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

但是乡土性只是对乡土阐述的一个方面，费孝通用了一本书
都说不尽的东西，我们也不强求概念，我们只需知道，现在
的中国社会仍是乡土的，仍保留着古老的独特的文化属性，



中国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从根本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乡
土特点。第二个部分又谈到了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意义。作
者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字是不必要的，“面对面的往来是
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其实，
还有更多的不需要声音和文字参与的“特殊语言”可用来作
象征的原料，如表情、动作等，它们比语言更有效。“所以
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说话都不是传达情意
的惟一象征体系。”乡土社会的稳定结构导致在这个社会中
的人接触的人员网络比较简单，加上生活方式的单调，语言
足够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文字则显得过于麻烦和多余了。

第三个部分谈到差序格局。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十分难懂，在
中国的社会中，个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可以
是自己圈子的中心，通过个人向整个关系网传递信息，有自
我主义的特点。其中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人治社会”
的概念。中国是法治国家，但是在乡土社会中最有效的维护
秩序的方式并不是法律，而是人伦。往往人际关系会限制自
己违反秩序的行为。差序格局的特点在营销中有很大的作用，
除了比较官方的广告投放之类的，我觉得拼多多也算是很好
的利用了这一点（不知道理解的是否透彻）

然后是家族和男女有别，到此的视角突然以家庭为主体放大。
中国的家庭以父系大家族为特点，是连绵延续的，从而在生
儿育女方面中国人的重视度极高，对子辈成员的感情婚姻问
题也比较在乎，才会出现早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而
男女有别则认为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和相互了解，在生活和精
神上产生一种隔离，防止出现激动性的感情（这一点我也不
是十分理解）

最后几个部分都写到了乡土社会中的决策和权力结构，
以“礼”的社会规范来调节秩序。作者还认为现有司法制度
的缺陷是破坏了礼治秩序，难以建立有效的法治秩序。权力
的归属有四种形式：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社会合
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社



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时势权力。其中的长老权力我认为是比较
广泛的，乡土社会中有名望的长辈话语的执行度很高。

总而言之呢，这本书看的比较累，专业度比较高，加上这种
社会学的作品很少接触，所以费了很大力气看完，也不太能
够理解透彻里面的一些概念。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九

本书收集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
大和云南大学的十四篇文章。此书略薄，正所谓浓缩的精华，
先生用通俗易懂、高度概括、简洁明快的语言，为我们透彻
地讲解了“乡村社会学”的内容。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
股浓浓的、亲和力极强的“乡土气息”。跟随作者的脚步，
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事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
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珍贵的价值，
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在本书中，费孝通先生围绕“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展开，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
现代社会进行对比，叙述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费老
说：“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
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究竟什么是乡土社会？它是中国基
层社会中“一种特具的体系”，这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生活
的方方面面。费老在文中并没有没有明确指出乡土社会的概
念，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
乡”的一种固定的“熟人”社会，并且具有强调血缘关系和
伦理观念的特征就是乡土社会。费老讲了乡土社会的特征，
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两点，潜在规则的礼治原则和作为外
在形态的差序格局。这是中西方基层社会的最大区别。

在《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先生开篇提出：“从基层上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由此可见，“乡土性”是针对中国
社会而言的，不单指乡村社会，还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城镇。



费老首先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把传统基层社会的“乡土本
色”概括为“乡土性”。何为乡土性？乡土就是中国传统农
业社会。土的本意是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种地是
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长期以往，增大了人对土地的粘附性。
由于受到土地的束缚，人们安土重迁，过着生于斯，长与斯，
死于斯的社会生活。接着作者指出人地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在空间排序关系上的“孤立和隔
膜”以及在时间上的“熟悉”，而人与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
缔结的生存状态，又直接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习俗和
生活方式的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
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交流方式、交往方式也发
生了巨变。但是乡土社会的特征没有完全褪去，而是将“乡
土性”的特点适应性的保留了下来。

《文字下乡》中主要讲在交流方式上，受西方社会影响下的
现代社会和乡土社会的不同之处。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
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
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比如说“眉目传情”、“指
石相证”，就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追求直接的会
意。中国社会基层，有语言而无文字。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
活的人所需要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在都市的人是不同的。
乡土社会的特点就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落叶
归根”就可以解释乡土社会中生于斯死于斯的世代黏着性。
不论在空间和时间得到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
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
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
的需要。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有些话可以当面说
明白，并不需要借助于文字，但并意味着不必推行文字下乡。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工具的文字使得我们开始逐
渐远离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
基层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也必须下乡。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观点，可以拓展至文字下乡背后的乡村教
育。时至今日，尽管乡村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教育资源



不均衡的城乡空间分布，形塑起来的社会格局深刻影响着现
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而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文字，在
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下，业已引起社会交往的巨大变迁。这
一变迁对城乡的影响深度存在何种差异？这一差异又将如何
影响城乡间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健在的话，也许也会思
考这一问题。

《差序格局》讲的是中西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不同之处。
费老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把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在
基本结构及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比较，提出的“差序格
局”这一本土概念。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被归
纳为一种“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
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
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
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
的波纹”。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中费老所用的两个比喻，
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特点是一种规范特殊性、公私界限不明、
社会关系等级化的伦理型交往。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每个人
的人格是独立的、平等的、互惠的。团体格局中讲契约、法
理，以契约信用和法律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以法理保护社
会公平公正。社会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
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
系上。

而差序格局中的道德体系出发点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
网络，从己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一
根绳子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中国的法律和道德，都因
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在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依然存在，但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
化。血缘、地缘关系弱化了，体现的更多是业缘关系。人们
为了生计，一部分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加大了人口流动
性，固定的“熟人”社会由于交流、联系的减少渐渐疏远。
从乡村向大城市发展，造成了中国乡村的“空心化”，弱化
了血缘和地缘的联系，业缘成为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



因素，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

《礼法秩序》讲的是中、西方管理方式的区别。人们总是认
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而西方社会是“法治”。其实
不然，中国传统的社会并不是“无法无天”的，乡土社会是
一种“礼治”的社会。费老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
规范。”西方社会的“法治”并不是指法律本身能统治，能
维持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
法律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
有人的因素。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
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
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

礼不同于“从外限制人”的法律，也不同于以舆论话语限制
人的道德，而是一种由主动服膺于传统的行为构成的秩序；
礼从内作用，但同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秩序，也作为社会
秩序从外作用于人，目的在于“克己”；礼治秩序在规模较
小的乡土社会里可以满足人们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的需要，
但现在社会要求规模更大的团体合作，此时，“礼治秩序”
要过渡到“法治”。现代社会中，由于“熟人”社会渐渐过
渡到“陌生人”社会，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复杂程度
增大，导致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弱化，必须依靠社会契约来作
为和交往、合作的保障，所以法律制度也凸显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尊法、守法成为人们交往的准则，对人们也产生必不
可少的制约。随着“依法治国”观念的深入，人们的法律意
识也逐渐提高，“法治”社会将更有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距今已是70多年了，当今的社会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都与费
老那个年代大相径庭。重拾费老的《乡土中国》，深刻理解
中国传统社会本质，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乡土中国演讲稿篇十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
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

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
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
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

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
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
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

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
也生长。

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
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

“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
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
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
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



是了。

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
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
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
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