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土中国读后感(实用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一

“书是良药，可以医愚”。不同类型的书带给我们不同的阅
读体验和感受。通过对《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学习与阅读，
我得到了不少启发。

首先是阅读方法方面。在此之前，课外的读物大多是小说，而
《乡土中国》这种的学术著作是第一次接触。打开目录，一
些生僻的词出现在我眼前：“长老统治”“文字下乡”“无
讼”······再随便翻开其中一页，都是些枯燥、艰涩
难懂的词，很让人抵触。

在开始的几章中，经常会发生前几段要读好几遍才跟得上文
章思路的现象。但随着不断地深入，我渐渐地找到了方法：
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需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会提
出概念或作出结论；抓住关键词，圈画下来，排列在一起，
就如同有了一张阅读的“线路图”；画思维导图，可以帮助
梳理文章脉络。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提取、归纳
信息的能力，让我理清文章思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再者是文章的内容方面。作者从权力结构、社会规范、伦理
道德、家庭制度、礼法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
面貌，深刻地揭示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在这些观点
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差序格局》和《血缘和地缘》。

《差序格局》中提到了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大的



圈子就是我们的人际圈。作者形象地用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
涟漪来形容，它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亲疏关系的远近会对
它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圈子的大小是依势而定的，真可谓
是一语破的。

《血缘和地缘》主要围绕着“人情”展开。在这个充满人情
的社会中，真正的商业是无法进行的，文中的例子：只有到
十里之外的街市，人们才能自然地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
才会认真的讲价、买卖。这是土地上该有的规则，人们一代
代的遵守着。

这些现象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而费孝通先生却能
将它上升到学术方面，这与他亲身下乡观察实践，不断总结
思考有必然的联系，费先生的格物致知精神让我多了几分敬
佩之情。

读书的过程如登山。前面是数不尽的台阶，但只要一步一个
脚印地走，顶峰之处再首来时路，我们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是
无法比拟的，那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读书是一件幸福
的事！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它更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平淡无趣。这本书充满了富有浪漫亦
或哲理意味的句子。“从个人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逆旅，
寄寓于此的这一阵子，久暂相差不远，但是这个逆旅却是有
着比任何客栈、饭店更杂复和更严格的规律……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
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
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
子为难过。”……它们激起我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发
了我更深刻的思考。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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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当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借这篇报
告的写作之机，我想就寒假返乡的所见所闻和《乡土中国》
的阅读理解，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与西方社
会提出的新概念。中国的乡土社会的乡土性、不流动性和地
方性，造就了由私人社会关系远近决定社会范围的独特社会
结构，进而衍生出了因时因地富于伸缩的社会范围。

然而，在城镇化刻不容缓，乡村边界一退再退的今天，“差
序格局”的产生原因——取资于土地的传统农业社会已近不
复存在，更多的是没有土地、转向现代社会谋生的“新农
民”。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仍然聚村而居，垦地种菜，生活并未因
远离土地发生较大改变。我返乡后的经历或许可以为此做出
一定解释。

本次春节撞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地返乡人员的我自然在
回家路上遭遇了一定的困难，而其中又以在门禁上发生的一
系列琐事最具典型性。

我所居住的商品房小区主要为回迁的原李家壕村村民，我祖
父母所居住的另一个小区则主要由我所隶属的原红庙坡村民
构成。问题就出在我出于必要往返于两个小区之间的时候。



我首次返回小区时被保安拦下，签了一份居家隔离承诺书并
测了体温，确认无明显症状后居家隔离十四天，顺利拿到出
门条。但在我持有出门条和身份证的前提下，保安仍然拒绝
放行并与我发生争执，说什么都不肯放我——这个对他而言
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出村。此时，我在这个小区居住已久
的姑姑为我解了围：她认出了我，并向保安确认了我的身份。
保安顺利放行。

而在另一小区，保安认得我，因而简单查看出门条之后就爽
快地挥手放行。同样的剧情发生在两天之后我出门买菜时，
不过这次的关键人物换成了同样认识我的另一位村民。

这很有趣：一个试图进入社群的陌生人，会因为不熟识而被
排斥，但在另一成员确认他处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
里后，又能被迅速接受——这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绵延。如
同两个石块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本就不甚清晰的界限被迅
速模糊、抹平，两个以个人为中心，社会关系为主线的社群
自然而然地在同一点相交。

关于我和保安之间产生的纠纷，其实可以用差序格局下的伸
缩性来作出解释：规矩既然可宽可严，那么自然应有作出伸
缩的标准：这标准就是社会关系的远近，往往以血缘、业缘、
地缘三大关系为限。远到“一表三千里”，近到父系一方的
祖父母，都可以划归血缘;业缘和地缘的边界则更加模糊。

这实际上可以作为“差序格局”仍然存在的又一证据——这
就是扎根实际研究的理论魅力。即使时移世易，但经典不会
蒙尘：它永远历久而弥新。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被列入了高中必修课本中的整本书阅读的推荐书目，
而另一本必修课本的推荐书目是《红楼梦》，是在好奇能够和
《红楼梦》一起并列必修课本推荐书目的书是什么样的作品，



于是买了这本书打算细细品味。初听书名，还以为是写中国
乡土风味的散文集或是小说、杂文集，后来才知道是学术作
品。

说实话，这本书对我来说，读起来是困难的，不是说理解上
有多困难，而是读起来，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抛去一切杂念
来读，实在太不容易了。可能是学术作品的原因，又是社会
学的书籍，涉及不少专业词汇和专业问题，给我的感觉总是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高难度化，读来有些难以消
化或者说难以产生阅读的快感。

前面的乡土中国读来稍微好一些，有原生态的乡土情味、风
味，也细数了不少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乡村观念、乡土问题，
后面的乡土重建则涉及到了经济、社会、制度等问题，越读
越觉得晦涩，也不太提的起兴趣。

可能也是我个人便好文学类的书籍，更是因为我的水平和阅
历不够，所以没有特别大的收获和感悟。不过，作为教育类
的研究生，我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书籍推荐到中学生的整本
书阅读中有何意义，作品本身的价值和学术高度这是不用质
疑的，但是让高中生来阅读这本作品，老师要花费一定的时
间来完成这样的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任务，是否真正的对学生
有帮助。能不能读懂是一个问题，能否学会读学术类作品，
学会学术文章的写作方法又是一个问题。

这本书中提到了很多次云南，也提到了很多次云南的呈贡，
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有熟悉感，有陌生感，作者笔下的
乡村，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乡村，有本质上的相同，也有形
式上的不同。因为书中的论文及所涉及的调查大多在五十年
代左右，距离现在过去了太多个日新月异的年头，不过，作
者很多关于农村建设，乡土工业的建设似乎在今天看来，得
到了实现，说明作者的调查的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同时
提出的解决措施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写不出什么有质量的书评，因为我实在读不懂、进不去这本
书，可能需要历练可能还需要多沉淀，才能了解乡土中国，
而不是把乡土仅仅局限于我童年成长的的乡土风俗。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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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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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书心得

乡土美术教学

林清玄乡土散文特质

乡土美术特色师资培养模式探究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



浅谈余光中诗歌的乡土意识

深挖乡土美术资源开发美术新课程

乡土地理课题开题报告范文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八

当我看到《乡土中国》的书名时，第一反应是——作为一个
由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孕育的子女，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书，
值得我们去读。

文章开篇即提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说明中国
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作为农民，自然而然的被视为
“乡下人”，因为“乡下人”这个称呼，从褒义上来讲，它
表示的是农民淳朴，忠厚，本心做人的性格：从贬义上讲，
则带着几分蔑视，意味着农民的.愚昧、木讷、迟钝、没见识、
没文化、落后的常态。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农耕
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其实早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乡
土性”的文化基础。农民的生活离不开土地，自古以来，农
业的发展是在土地的基础上。农民播种、耕田都要依靠土地。
所有的农业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乡下人对于农业的无土栽培。同时也说明了土地对中国社会
有重要意义。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说明并阐述了中国的乡土社会
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人们在生
活上社会作业都是与一些熟人。这就意味着人与人是直接接
触的。而作为文字，字是人与人之间间接接触的工具，是依
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所以，
在乡土社会这一熟人社会中，“文字”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
人们喜于用语言表达和交流，所以文字下乡必定会受到一定



阻碍。文字作为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媒介，要在乡土社会
中得到广泛使用，就必须要使文字渗透到乡土社会中。也就
是现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
乡。

《乡土中国》这本著作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又是具有很
强的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成
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

回顾宋朝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原出来的中国乡土社
会特有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祥和、安定的社会。而
今，在党的领导下，老百姓的日子期盼更富足、祥和的社会
生活更让人期待。全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新一代中国社会的必然发展方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