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感
(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一

以《乡土本色》开篇。乍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
土性的。”这一句话，费孝通仿佛就给中国给定了含义，此
处不谈。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的流动性是较差的，我比较喜欢书中的一种表述：
将乡土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颗老树，人们共同依存着这株老树
生存，一起享受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起为它的根茎供给营
养。当承载这颗老树生存的土壤无法结出完全供给所有人的
所需的果实时，人们就会作为“蒲公英的种子”向远方漂流，
重新播种成为新的大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
会。”其实，乡土中国并非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而
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因为哪怕是哪些飘散出去的种子，
也有共同的文化来作为“根”来彼此连接。

这一点与美国起于拓殖时代产生的乡下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
位是颇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孤立”与“隔阂”相对体现
在聚居地上，而并非个体。这或许也是中国并没有产生像美
国那样突出的“独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人们彼此的连接是不可隔断的，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束缚力相
对较小。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土本色》

文中有一个词汇让我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熟悉”。这
个词汇不禁让我联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驯服”一词，因
为它同“乡土性”一样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线。

乡土社会的信誉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
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果说西方的履约是
由于外在束缚的契约精神的一种捆绑，那么中国的履约更多
的发生于一种植根于基因与血脉里面的本能。在乡土中国并
不需要大范围的法律的限制，相对于法律，他们反倒觉得彼
此之间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抉择不同于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顺从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而跟从
内心是个人性的，这就与费孝通在书中写道的“从俗即是从
心”不谋而合了。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
《文字下乡》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变化速度跟不上现代
社会的变更，于是乡村出现文化脱节的现象，由此产生
的“乡下人”这种类似的词汇附带上了贬义的意味。

但是这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贴合，比如它们的生活
由于更多的用语言来传递信息，不通字词的现象被冠以“文
盲”的概念就是一种失误了。农村人的知识来自于生活，农
民看到蚂蚁搬迁巢穴就知道要去开垦沟渠，而农民本身是不
知道或者不熟知这背后蕴含的气候知识的。



如果说“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就不能作
为愚与不愚的评判标准。知识的底蕴往往与时间的积累是分
不开的，中国五彩斑斓的文化灿烂如星海，这就与中国有不
断绝的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而语言相对文字而言无疑有更
加悠久的历史，那么乡土中国的农民代表选择以语言而并非
文字来作为往来交际的载体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则是不是
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舍近求远呢?这种说法看似是一种诡辩，但
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都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
已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说
话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随手而记，随心所欲，随笔墨的流动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
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二

因为不变，人际关系的稳定不变，所以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
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这本书中自己总结提
出得一个概念，用以区分西洋社会像成把、成扎、成捆、成
挑的柴一般界限分明的团体——“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
扎清楚地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所发生的一圈圈
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
心。被圈子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他用这样形象的比喻来
解释中国农村的这种格局。这种格局下的直接产物便是中国
私德之盛行，西方社会都是先有了国家再有公民，先团体而
后才个人;但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在一亩三分地上，谁不
能自食其力，只有在偶尔的特殊情况下或者一个人会需要其
他人的帮忙，这远远不能构成一个团体的震慑。所以西方人
民有着一个共同的信仰叫耶稣，而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只
有一份用私人联系起来的道德，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到
现今的中国式关系。中国式的关系社会也可谓是这种格局下
的鲜明例子，不同于西方连孩子与家长组成的团体中都会界
限分明，中国社会则恰恰相反，是一个攀关系、讲交情的网
络，而这个网络在差序格局中又是具有伸缩能力的，所以小



家庭的关系网小，大家族的势力强，也才会有“树倒猢狲
散”这一类说法。但这样的人际关系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则彻
底被冲散，因为在每天遇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每天需要与
从服务员、清洁工到快递哥的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现代生活中，
人际格局每天都在变动并且错综复杂，再不能像乡土社会这
般保持着稳定的一圈圈的差序格局了。

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重视经验，维系着长老统治。农
村生活像一个固定的模子，从日出而作到日落而息，从春天
忙种到秋天忙收，从嬉戏垂髫到蹒跚老人，一天、一年、一
生的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这个模子从来没有变过，只有跳
到这个模子里的人一代代更迭，一步步跟着前人的脚印走着
同一条路。这样，“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的老人就
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利象征，也即长老统治。“一个乡土社会
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
一年一度，周二复始。前人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
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
也愈值得保守。”长者传递给你生活经验、让你少走弯路，
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呵斥你遵从规则与传统——这些
在代代相传中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在不断沿袭中成了习以
为常的事。在农村，无论是婚嫁丧娶这等大事，还是逢年过
节这种小事，都有不少繁复的礼节，这些都是靠老一辈人口
口相传告诫下一辈，有时遇到一件什么大家都不知该如何是
好的事，就只得找更老一辈的人询问清楚。同样的，倘若是
谁和谁之间发生什么冲突了，请一位老者出面，两人即使再
不服气也会缓和下来。这当然形成了一定的等级，老者尽可
指手画脚，晚辈只得唯唯诺诺。这就是在不变的乡土社会中
形成的以传统、以老者为尊的秩序。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三

这里我有一个切身的事例，在我读高二的时候，曾听大人们
提起过，我母亲的祖上是广西人，由于饥荒和战乱，祖上携
着妻儿逃难，徒步跋山涉水，找到了一处和家乡的环境相似



的地方（云南师宗县五龙乡）并定居了下来，确切算来，到
母亲这辈是第三代。2015年，广西那边的后人根据祖上的书
信，族谱和口头相传的话，找到了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
我曾见过他们相认后的合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长相，
照片的背景是一条河和连绵的青山，就像外婆家的自然环境
一样，我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世背后居然还有这段奇妙的故事，
读到费老所提到的“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
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
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想，或许费老当年所
说的“大树”和“种子”，便包括我母亲的族人。

交代完农业人口时代定居在一片土地上，其状态是基本稳固
的事实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是由
小农经营、水利合作、安全保卫、继承产业四个原因导致的.，
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但是村落间是孤立、隔膜的，
正如一开始所说的人们世代定居在某一片土地上，人口流动
性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就必然疏少，这样的生活是具有地方
性的，在这种限制下，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
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人们的关系也就发生了
一种特色：熟人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
而不逾越规矩的自由，不是法律所保障的那种自由，规矩是
习俗和礼节，是传统的、世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在第四章，
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就像
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
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举个例子，一个人
如果有钱有势，他的关系圈可以大得像一个小国，在乡下，
一个人的圈子可能就仅仅局限于小家庭里，所以中国人对于
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因为这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格局，在这
样的人情社会里，我们就注重攀关系，讲交情，大家都
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波一样越
推越薄。

儒家讲究人伦，这个伦就是由己推及到别人所发生的一圈圈
波纹的差序，也就是我们传统的社会里最基本的概念，接着



在第五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具体指出，道德观念是在社
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一个差序
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建成的网络，这网络每一
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自然也就没法超
脱于人伦道德的差序而存在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
道德和法律是可以伸缩的，因为你的站立基础是人伦道德，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能发生作用，要在问清事情是什么，对
象是谁，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四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
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
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
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
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
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
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
“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
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
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
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
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
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
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
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
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
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
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
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



“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
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
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
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
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
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
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
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
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
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
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
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
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
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
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
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
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
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
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
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
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
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
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
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
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
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
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
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
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



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
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
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
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
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
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
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
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
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
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
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
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
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
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
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
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
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
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
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
己的权益。

乡土中国章节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深入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
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内容只就农村而言。虽然如此，
但中国上千年来的压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几十年就能从我们
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旧有着乡土的特
性。因而从农村着手描述，更能反应出原汁原味的中国。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



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
政治、长老政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等方面展开叙述。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
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
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在《乡土中国》一
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
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
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
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
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这种乡土独有的气息蕴含着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乡村
独有的气息。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
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
统文化意识和乡土中国情绪，恐怕是难抒发出来的。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
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乡土中国》到
《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
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
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
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
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大家小书，获益匪浅。同时，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难以“有
感”，更多的是获取知识，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引导进入中国
社会现象的内心，找寻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是怎样
一种文化传统。

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公”与“私”的界限问题，解决
了一些曾有的困惑。度娘解释的词条其实并不明晰，只有读
过完整的论述才能真正了解它在说什么。这种富有弹性的伸
缩关系网络，可以跟随境况来判断公私，夺定取舍，看来有
趣，实际也是如此。费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果说西方是
“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里有平等与宪法的观念，那么我们



则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想来有时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双重标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种自
我主义作祟。

与父母长辈的观念之争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说法。过去的家
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复杂的功能，不仅生育一
则，大家族是荣辱与共兴衰并在的。因此在教化之中，孝就是
“无违”，在长老的经验下循规蹈矩延绵香火。文化与政治
的区别在这里是这样：“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
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
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
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
种教化过程。”因此在如今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之中很多东
西留存着，很多坍塌了，也有很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分裂地
挣扎着。所以也不能太贪心，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做个自我
批评，不能一边向往着西方的自由，一边眷恋着传统的关怀。

一本值得一读又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