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优秀10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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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一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代表著作。此书详细地记述了
中国乡村的种种事项。

作者首先从语言———乡村与城市的一大差异开始。在生活
中，语言看似是必不可少的一样工具，但是在乡村，几乎很
少有新增的常住人口。彼此熟识，语言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归有光在《项脊轩记》中写道，他日常接触的总是那些人，
久而久之，就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贵姓大名”是因为
不熟悉才用的词。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
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

许多人说乡下人“愚”，无非是城里的物事他们没见过而已，
绝非与智力相关。而我们去到向下，见到狗吠不免惊慌，未
必不会被耻笑为“无见识奴”罢。

但这绝不是阻止推行文字下乡的借口。在现代化过程中，我
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
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
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
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
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
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传的情、达的意是有限的。
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
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



乡下人“聪明”起来。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二

《乡土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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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三

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熟人社会即乡土社会，还是陌生
人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个社会所体现的特性，从根
本上说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特点。是这
些特点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特性。所以要谈社会的特点，就必
须先了解人。

世界上民族众多，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
点就是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包括风俗，宗
教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的性格特点。一个民族的性格
是他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位于南欧，两侧分别是地
中海和爱琴海，地形高低起伏，加上地中海气候，是不适宜
发展农业的。当雅利安人迁移到希腊时。面对不同的生存环
境，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后
来就建立起“半权力社会”。多数则选择了航海贸易的行当，
形成了“城邦社会”。航海就意味着不断的变化移动，不可
能长期和固定的人交往，同时也得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
航海和贸易也不可能完全依附某一样东西，所以他们之间表
现出更多的竞争。不断的移动和竞争最终带来了一种崇尚自
由的品性。在《圣经》中，时常可以看到先知们带着自己的
部落迁移，同时也由于自由和反抗压迫等不断地进行战争。

希腊是“城邦社会”他们的城邦是由不断从外面迁移来的人
组成的.，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对城邦事务进行管理时，就必



须协商，最后妥协，这就形成了名著的传统。不仅城邦内部
如此，各城邦之间由于力量相当，不能形成专断，所以也表
现出一种协商和妥协。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由于地处岛国，土地稀少，且多火
山地震，生态环境恶劣，所以日本人对土地有着特别的渴望，
同时也有很深的危机感，这也就造就了二战时日本的“大陆
计划”，企图征服中国，征服世界。在一部日本影片中，日
本即将沉入海底，而多数国家对此置之不理，对日本移民也
不断排斥。这些都体现了日本民族沉重的危机感。也是由于
这个原因，日本人给人以心胸狭隘之感，喜欢剖腹自杀的也
只有日本比较常见。日本也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民族之一。

所以一个国家所处区域的环境和天气等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
很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有长江
和黄河两条大河，同时是季风气候，适宜发展农业，这使中
国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东部有漫长的大海，南部大
多是高大的山地和丘陵，北有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部则
更有世界第一的青藏高原，在加上后来修的万里长城，中国
几乎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而中国人也体现出更多
的保守性。当然这只是大环境，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是对土地
的依赖，也就是处在农业社会中。农业对土地，气候，水利
有着特别的要求，一旦选择一块地后，人们便不愿意迁徙。
由于人口的增加等带来的粮食的增加，也很少有人另外去开
垦土地，而是通过精耕细作来增加产量。而精耕细作的技术
也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安土重迁，重传统，不愿对外开放。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四

中国人傍“土”为生，“乡土中国”更是极其生动的囊括了
当今的中国。

费孝通先生说，“土”并不是个贬义词。中国人的最根源便
是靠着一方土地生活，“土气”也从而扎根在了心里。



我并不是农民出生，但也或多或少的接触这“农民”这一阶
级的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的特色。就像西
方国家很难意会到那些拿着锄头的人，身上有着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革命时期，
中国的血脉大多还是流淌在农民的骨子里。

我所认为的“乡土”，是个别具风味的词，这让我联想到艾
青的《我爱这土地》。“乡土”既是中国的土地，也是中国
的风味；既是物，也是情。中国大半辈子都在土里扎根，也
是这一方土地孕育了一方人情。在农村里的乡土情，能把几
户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家串起来。毕竟村子就那么大，农民的
性子永远比不得商人的弯弯绕绕。

当今时代的发展，农村也逐渐成了城市的修饰。我常听人拿
农村人和城里人做对比，比没两下话语中的嘲讽之意毫不掩
饰。城里人有作为，城里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城里人有教
养……但殊不知中国人本就是农村出身的。农村人心思直，
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农村的孩子勤劳能干，身子板硬。其实
没有聪愚之分，只是较比的方面不同罢了。反观人情世故，
中国人骨子里原有的热情好客，却被城市的忙碌扫得一干二
净了。我不认为应该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土气”这个词，
同样觉得农村和城市应该是平等的。

总的来说，中国人是含蓄的，是有秩序的，是有“礼”的。
这本书以浅入深出的方式将中国社会剖解出来，且又富有生
活气。既是通俗易懂，又值得一读。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五

在我多年的潜意识里，费孝通都是以一位政治家的印象出现，
但在读过《乡土中国》之后，才了解到政治只是费先生的副
业，他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有了长时间的
田间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再经过逻辑脉络清晰的解读，
就有了对中国乡土社会，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本质基础，最



贴切与深刻的描述。

第一，生存是任何群体的最重要目标。所谓乡土社会与现代
社会，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要义与
风俗习惯都不过是生活在某个时代某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适
应环境，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而建立的规则。

中国人口密度大，在农耕社会土地又几乎是唯一的和最重要
的生产资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礼教”为纽带的乡土
社会是最好的能够平衡个体发展与群体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
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
一切足以破坏秩序的要素都不被鼓励。这也就造成了缺乏了
自然科学创新，人员流动和信息流通的土壤。乡土社会的人
情世故，血缘关系，也限制了讲究“权利”的现代化商业社
会的发展。

第二，乡土社会缺乏流动性，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
会的特性决定这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社会”，
人们更重视“是非”，而不是“权益”。“权益”可以暂时
妥协，甚至人们有意的进行牺牲交换，从而赢得周围人更多
的信任和情谊，所谓“礼”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

在这样的环境下，遵循传统就是生活的保障，传统在封闭社
会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人们从内心形成敬畏
感，使人服膺于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的那套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态并非愚昧落后，而是很好的适应了上千
年乡土社会的特色。“权益”和“契约”是与陌生人打交道
才需要的工具。

中国人不应对自己的传统妄自菲薄。也不要对看不惯，看不
懂的事物妄下定论，或是心生歧视。存在即合理，追踪溯源
便能够明白现状，哪怕是不合理的现状所产生的根基在哪里，
背后的原因有那些。



第三，文化和文字的本质是经验的传承。当社会变得越来越
进步，我们面对的环境越复杂，需要更多的协作，所以文字
就有存的价值，文化也就逐渐兴盛。文字可以将经验跨越地
域和时间的障碍传承下去。

但是在一个不需要经验传承，或者生产生活场景经年不变，
只需要简单的经验传承的社会，所谓的“文化和文字”的价
值就十分有限。人们普遍来说是实用主义，不会为了学习文
化而学习文化。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上千年都处在相对稳定
的环境，交流少，与外界的接触少，生产方式也几乎恒古不
变。口口相传即已足够，古人读书几乎只有做官一个目的，
所以读书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是意义有限的。

第四，中国人对“家”的定义可以无限大，并且家和家族承
担了很多社会化职能。家可以是夫妻二人（生育的组合），
也可以是家天下（事业的组合）。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是一
个绵续性事业社群，以同性为主轴、异性为辅轴的单系组合
更适合于完成社会事业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所有的学科都是相通的，背后都是逻辑
架构与推理说明。化无形为有形，复杂逻辑“简单化”，以
外行和普罗大众都听得懂的语言和文字讲述出来是一种能力，
需要修炼。《乡土中国》也是一本好的逻辑学参考书。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六

“礼”向来是文质彬彬的内涵,像《镜花缘》所描绘的君子国
一般的社会.我们所小就被教导要懂礼、知礼,读《三字经》、
《千字文》，要“尊老爱幼”等等。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便
是“举孝廉”。圣人孔子也曾经说过“不学礼，无以立”，
礼是一切的根本。然而凡事多有两面性，礼也不例外。

礼，规范我们的行为，和谐我们的家庭，稳定我们的社会。
自古以来，礼是约束自己的手段，古仁人志士强调“克己复



礼”，今人强调“传家风、承家训”。孔子曾经说过：“导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孔子的儒家与法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强调，
以德治国，反对严刑峻法，以礼服人，而法家思想则推崇酷
吏，以法治国。孔子在这句话中就指出，以法治国能使国家
稳定，但民众“无耻”，没有羞耻心，只是碍于法律效力，
并非主观愿意；而以礼治国，民众“有耻且格”，人们有羞
耻心能自我约束。人服礼是主动的，可为人所好，即所谓
的“富而有礼”。

然而，作为一个统治了中国千年之久的思想，它一定也存在
某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例如古代有杀人祭旗的习惯，又如帝
王死后要活人殉葬。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写到一个人物
团圆媳妇。她十二岁就被“卖”到男人家做媳妇，她从原先
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女，被一群受到愚昧思想禁锢的人们活活
残害致死。体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小团圆媳妇本来是
健康活泼的，但在这个被封建礼教封闭的小城，婆婆为了让
她守规矩，甚至为了让自己舒心，任意打骂她，团圆媳妇在
极度恐惧中生了“病”，邻居也带着“好心”帮助她，人们
这种杀人无意识，以及杀人的隐蔽性和残酷性让人悲惨和痛
心。作者通过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得近乎冷漠，对封建
愚昧的国民进行了嘲讽和鞭挞。

“礼”可以救人，也可能杀人，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
存在此类现象。在印度，丈夫的葬礼上妻子要被活活地烧死，
这也是“礼”；在缅甸，孩子成年礼时要杀死几个人，这也是
“礼”。在诸多事例中，“礼”对人性的禁锢，对生命的漠
视显露出来。

由此看来，儒家所推行的礼制并不是完美的，或者说，在后
人的传承下变得扭曲，变得野蛮，不合时宜。

综上，对于礼，我们应该理性面对，“仁、义、礼、智、
信”要有，但我们不能愚礼，错误地盲从礼，这样就会导致



你做出一些荒唐的事，这种礼在现代社会看来是残忍的。因
此，礼要达到治，要能适应现代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礼
不是唯命是从，不是三叩九拜的繁文缛节，更不是是非不分
的愚忠。而是一个人对道德的理解和诠释，一个人对文明追
求与展望。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七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
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
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
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
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
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
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
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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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
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
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
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
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
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
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
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



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
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
“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
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性是什么？先生在第一篇已经很好指
出来了。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
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
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
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
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
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
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
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
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
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他在谈论文字下乡的问题里面，他认为，在乡村社会很大程
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的教，在一
个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
的，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当
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下面就讲到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差序格局”。什么是差
序格局？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
最中心的哪一点是自己，其余就是按远近程度来划分。对于
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但是先生在里面把这
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他发现我们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就
在于群己，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
是团体。团体内外的人很清楚，他就从最基本的家庭这个概
念分析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他的伸缩性非常大，你得势的
时候可以宾客三千，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也许一个
人都不认识你。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结果就
造成了没有一个人和你的网络一样的。这样我们和西方的不



同就出来了，西方要的是权利，而我们攀得是交情，我们讲
究是等差。西方是讲团体，先有一个团体的概念，当然团体
不能抹杀个人的，只能是契约平等，而我们却是自我主义，
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

其实不止乡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
更私。这不，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作者却认
为“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在接下来是
内容中，费孝通先生讨论了私和公家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会
和西洋社会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
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
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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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被圈子的波纹
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
很小了，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
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没有详细概念。我是一名见识浅
薄的学生，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就在此打住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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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八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本来是以戏谑的心理拿起这本



《乡土中国》，想着我在湘潭看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应景。但
是没想到这是一本特别专业严肃认真的书，我断断续续地看
了一个月，很多地方都还是不是很懂，但是还是感觉受益颇
多。

这本书年代久远，作者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
乡村社会学，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才定稿出版。总之在那个
年代，有一个学者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是一件
让我特别感动钦佩的事情。

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稳定的，所以它的发展进程就相对比
较缓慢，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突然迅速
涌入的东西无法用乡土社会的根生于土地的习俗来应对，所
以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乡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而
且我觉得作者说的很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不能用同一种标准
去衡量，什么是愚什么是聪明，这是一种相对的关系。而且
愚是一种智力缺陷，这样去描述乡村孩子是非常侮辱的。如
果同样是连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嘲笑才显
得相对公正，但是并不见得绝对的知识是衡量的标准，还有
身体素质和动手能力。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相关，溶于骨子里，血缘决定地缘，
地缘就有排斥性，人口不流动，所以新客想要融入一个村子
是非常难的事情，除非他有土地，但是土地又是氏族的受着
保护。

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秩序特别推崇，他认为这是一
种出乎与道德上的礼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会破坏会误解，是
一种被动和强制。但是我觉得传统固然可贵，稳定的社会结
构不代表不发展，在剧烈的时代大冲击上看，新问题的涌出
会加剧，那么按照原有的进程，相关秩序的出现是会落后的，
法治是必然的趋势和进程，这是需要协调和认可的。

他过于否认农村中夫妇两性之间的作用，乡土社会固然是一



个大的团体，但是也是以一个个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组成，我
觉得这种两性之间的联系不是淡漠的，而是牢固的，以这种
联系作为轴才能促进宗族和谐。

总之社会学社会现象是非常深奥的东西，是一种综合的学科。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九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让我们好
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你想知道读
后感怎么写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乡土中国》读后
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于乡土习惯与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
是了，还用的着多说吗?”这类话是我们形成的乡土习惯，但
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乡土社会从熟悉
得到信任，而现代社会口说无凭，还要签个字，画押，形成
法律。乡土社会的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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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点体现
得很明显，当我们走出那片乡土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
我们会有诸多的不适应，我们会爽快的答应别人，我们不明
白为什么说好了这样却没有照办，不明白为什么不怎么熟悉
还要满脸堆笑，因而我们会受骗、会受伤、会被别人说成傻，
可是，真的是傻吗，只不过我们的乡土习惯已经不适应这个
现代社会罢了。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
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
铭刻在心。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
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
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
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



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这才是我读《乡土中国》的第一遍，我还会读第二遍、第三
遍。希望每一次都会有收获!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十

“礼”向来是文质彬彬的内涵,像《镜花缘》所描绘的君子国
一般的社会。我们所小就被教导要懂礼、知礼,读《三字经》、
《千字文》，要“尊老爱幼”等等。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便
是“举孝廉”。圣人孔子也曾经说过“不学礼，无以立”，
礼是一切的根本。然而凡事多有两面性，礼也不例外。

礼，规范我们的行为，和谐我们的家庭，稳定我们的社会。
自古以来，礼是约束自己的手段，古仁人志士强调“克己复
礼”，今人强调“传家风、承家训”。孔子曾经说过：“导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孔子的儒家与法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强调，
以德治国，反对严刑峻法，以礼服人，而法家思想则推崇酷
吏，以法治国。孔子在这句话中就指出，以法治国能使国家
稳定，但民众“无耻”，没有羞耻心，只是碍于法律效力，
并非主观愿意；而以礼治国，民众“有耻且格”，人们有羞
耻心能自我约束。人服礼是主动的，可为人所好，即所谓
的“富而有礼”。

然而，作为一个统治了中国千年之久的思想，它一定也存在
某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例如古代有杀人祭旗的习惯，又如帝
王死后要活人殉葬。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写到一个人物
团圆媳妇。她十二岁就被“卖”到男人家做媳妇，她从原先
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女，被一群受到愚昧思想禁锢的人们活活
残害致死。体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小团圆媳妇本来是
健康活泼的，但在这个被封建礼教封闭的小城，婆婆为了让
她守规矩，甚至为了让自己舒心，任意打骂她，团圆媳妇在



极度恐惧中生了“病”，邻居也带着“好心”帮助她，人们
这种杀人无意识，以及杀人的隐蔽性和残酷性让人悲惨和痛
心。作者通过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得近乎冷漠，对封建
愚昧的国民进行了嘲讽和鞭挞。

“礼”可以救人，也可能杀人，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
存在此类现象。在印度，丈夫的葬礼上妻子要被活活地烧死，
这也是“礼”；在缅甸，孩子成年礼时要杀死几个人，这也是
“礼”。在诸多事例中，“礼”对人性的禁锢，对生命的漠
视显露出来。

由此看来，儒家所推行的礼制并不是完美的，或者说，在后
人的传承下变得扭曲，变得野蛮，不合时宜。

综上，对于礼，我们应该理性面对，“仁、义、礼、智、
信”要有，但我们不能愚礼，错误地盲从礼，这样就会导致
你做出一些荒唐的事，这种礼在现代社会看来是残忍的。因
此，礼要达到治，要能适应现代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礼
不是唯命是从，不是三叩九拜的繁文缛节，更不是是非不分
的愚忠。而是一个人对道德的理解和诠释，一个人对文明追
求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