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长江读后感(精选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
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长江读后感篇一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描述了江苏吴县开弦弓村经
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关
系，因此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读完这本著作，激起了我许多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思考，
再参看一些

长江读后感篇二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体悟到了社会人类学的研
究方法。从作者阐述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制度
的功能分析的细致程度。而且，这种分析不是纸上谈兵，它
结合了实际需求，是在一定的高度上避开政治立场、仅以一
个学者的身份所做的调查和研究，这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
立场和客观务实的科学精神。

本书行文通俗易懂，没有晦涩的名词，以一种平易的叙述方
式描述了开旋弓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
结构清晰、逻辑清楚。第二章说明了为什么选择开旋弓村作
为调查对象以及开旋弓村的大致情况。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描
述的当时中国农村的特点，介绍了开旋弓村的实际情况。从
第七章开始，是这本书的重点吧，分别描述了开旋弓村的生
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
羊与贩卖、贸易和资金。其中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土地的占
有这一章，土地真的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之于农民如同水



之于鱼，没有水，鱼无法存活。同样，没有土地，农民也将
无法生存，所以当土地只属于地主阶级时，农民最终会受不
了剥削而起来反抗。

长江读后感篇三

首先，笔者认为这本书有两个主要方面，一部分是向我们介
绍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经济、社交等形态，另一部分就是
通过之前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江村经济，
我们在读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的副标题“中国农民的生
活”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而且包括农村人的行为和心
理。

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中显现出来的就是农村社会
的“人情性”，最明显的是在蚕丝业改革中，具有威望者担
任改革首脑，而且改革中，改革者努力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
的集中，保证每户的心理平衡、人际平衡，有一句话或许最
能体现这种理念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另外，农民生活中，礼仪的开
支占了很大的重。在乡邻生活中，一家有事，四邻免费支援
劳力；在经济困难的时候，组成互助的首要对象是亲戚，亲
戚们也是自感责无旁贷；在从事同样工作的渔民中，他们之
间有相互接待的成规；在养羊的时候，羊多的人可以把自己
的羊的饲养权交给穷人，而报酬多数是采取送礼，而非金钱
在农村，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情关系。

关于小媳妇制度，体现的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本质上是因经
济落后而出现的思想。一个姑娘可在未婚前为家里养蚕缫丝
赚钱，结婚可以省去200元左右的婚礼费用，婚后可以减少婆
媳矛盾，但是，人们仍然排斥这种做法，原因就是这样会缩
小亲属组织，导致一个家庭在村里各个方面的孤立无援，尤
其是经济危机之下的借贷。这也体现了乡村社会人情的`价值
所在。



关于航船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讲，航船因为掌握了城乡交流
的渠道而得以生存下来，给笔者的启示就是，农村的发展，
一定要与城市结合。笔者做如下解释：因为有交通工具上的
便利加上职业性，航船主与城镇的商户建立了坚实的利益关
系，他们赚取了生活费用；他们免费为村民提供服务，获取
了村民的信任，他们获取了不可取代的优势；当蚕丝业改革
时，他们因为捎带货物的不可取代性而获取了补偿；当经济
危机时，他们因为与商户坚实的利益关系得以成为借贷的中
介，获取生存。假如每户农民都能与城镇直接经常联系，恐
怕航船主的生存不会那么容易了。

接下来，回归本书的重中之重，那就是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
费老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的说，
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
农村企业组织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
总结江村人发展经济的困境，有如下几点：一、信贷系统不
完善；二、市场知识缺乏；三、剩余劳力无法转化，女性人
口外流；四、传统观念的羁绊。那么，按照费老发展工业的
提议，针对江村存在的缺陷，联系现在三农问题，笔者认为
现在农村的发展需要的是：一、一个懂得市场经济、商业运
作、乡村人情、任劳任怨的领导人，这样才能在控制住民心
的前提下好好运作农村经济；二、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资，
给予银行借贷系统充足的资金支持农村建设；三、在国家控
制下的典当业的发展，可以弥补经济危机之下银行投资的空
白；四、知识下乡、科技下乡是必不可少的，建立一个覆盖
农村的科技知识系统；五、因地制宜建立乡村企业，吸收农
村的劳动力，将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六、继续宣传计
划生育、男女平等思想。

当然，中国的农民问题几千年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笔者所提
出的只是基于现实的浅见而已。费老将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解
决打开了一个缺口，给了笔者这样的启示：本着共同富裕的
原则，城市在农村的发展中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城市的
纳税人，要对农民土地上的产出物给予一定的补贴，这种补



贴可以是提高物价，也可以是增加税收反哺农民。

关于该书的方法论的收获：首先，费老以动态的方式完成对
中国农村状况转变的研究，从未开化传统状态到接受世界工
业的萌芽。马林诺夫斯基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认为“那面向人
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社学分析的人类
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因此，这部书无论在中国还是
西方学界都具有标志性影响。其次，采用田野工作的方法，
深入农村社区，向西方社会展现一个生动详实的中国农村社
会的图景，把中国的问题与世界背景相结合。再次，采取结
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导。第十二章《蚕丝业》是最佳典范。蚕
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
响到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如亲戚关系等。

最后，借用费老的话，我们要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
来，才不辜负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我相信，中
国的农村、中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长江读后感篇四

在泽之冰。

前些日子，我研究生时的老师博导阮建青老师推荐了一本
书――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此书是费老先生在去英
国留学之前，调研了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极其细致地描
述当时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这是人
类学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看完此书之后，谈谈自己看书的心
得和体会。

调查区域。

开弦弓村位于太湖东南岸，属于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平原，
适合种植水稻，村子的经济生活主要靠蚕丝业。当时全村人
口1400多人，不包括外来人口。本村人有一定的地方保护主



义，外来人口没有土地。村子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生活在这一
特定环境内的气候、交通、人文、经济和人口等社会问题。
该村的调研数据和资料可以与其他地区作为调查比较。每一
个地区都有独特的地理属性，前一阵子林毅夫教授调研东北
的报告引发了大批经济学家的质疑。费老先生在文中说：过
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
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
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
影响。可以较贴切的解释这种争议。

户与村的生活。

文中数个篇章非常细致地描述家庭、成员构成、婚姻、家庭
财产分配及生活习俗情况。家庭是在婚姻和血源关系或收养
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家庭受传统习俗、
宗族伦理、法律法规的影响和控制，以及自身经济状况的制
约。当时的婚姻是由父母决定，通过媒人和算命先生确立结
婚对象。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后代，儿媳妇的社会地位
需要靠生育孩子来确认，否则就会被遗弃。就算生育了后代，
儿媳妇的地位也是不高的，要受婆婆的诸多管教。由于人均
土地面积的限制，儿童的出生也受到了相应的限制，同时受
到重男轻女的思想，女婴的死亡率比男婴要高出许多。而有
较大产业的家庭则不受生育限制。因生产的需要，孩子们受
教育和劳作相冲突，因此普遍受教育程序都不高。在财产继
承上，嫁出去的女儿是没有继承的权力，财产都是归儿子继
承。因家家都忙于农作，娱乐表现形式较为单一，妇女大都
是回娘家看望父母兄弟，男人在空余时间聚在茶馆消遣。因
此，各个节日的庆典作为娱乐项目就表现得尤为隆重。村子
的村长一般由生活较为富裕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来担任，
可以为村民提供处理文书、照看公共财产和社会仲裁、传达
执行上级的指令等。村长是没有报酬的，但因提供了服务可
以接受村民的礼物，并受到村民的尊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如今婚姻大多由本人自己的志愿来决



定，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日益的提升，孩子受教育的程度
也越来越得到家长的重视。随着“二胎”的放开，越来越多
的家庭有了二个及以上的孩子。倡导人人平等的法律面前，
女儿和儿子享有同样的继续权。由于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集
中，农村的常住人口日益减少，甚至出现了部分村子的消失。
而文化生活的进步，现代人的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导致了很
多传统节日的氛围淡薄，节日更多地成为了商家促销的手段。

职业劳作、贸易、资金及基本问题。

该村三分之二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一年中至少八个月在进
行农忙，农民的食物完全依赖于自给自足。百分之九十的土
地种植水稻、油菜籽和小麦，另外一部分用来种植桑村。村
子里的男人基本都在做农活，女人主要从事缫丝。土地要交
租，缫丝也会因价格波动和蚕茧或天气的原因，不能保障收
益。于是出现了一些新兴事业来增加收入，如养羊、航船和
贸易。任何一项新兴事业的产生，都会伴随着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资金的投入，由此出现了互助会、高利贷和信贷合作社。
这些章节描述了当时农民生活的现状以及他们很迫切希望改
变这种生活状态的'想法和尝试，但又受到了诸多的限制，暴
露出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当时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
收入不足以维护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单凭农民自身又
无力改变现状。而当时30年代的政府，大部分精力不在于国
内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内部斗争。政府的不作为，更加导致
了农民生活的艰难。

费老先生在文中说：“社会制度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困难
在于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
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就组织得起来的。如果要组
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
进行细致的分析，这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和作用。”

现如今，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变革依然是每一
个时代都需要的。《周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与国如此，与家如此，与己亦如此。

以上是看了《江村经济》个人的一些小小感受。

长江读后感篇五

江村经济读后感

《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同
时也是费老的第一本书和成名之作，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着名
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后者将此书誉为人类
学发展史上“里程碑”。

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所以一直到现
在对于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想象中以及平时在高铁上所看见
的窗外的风景，其他的便很模糊了，但是这本书把农村的样
貌向我娓娓道来。正如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引用的一句e・
丹尼森・罗斯爵士看完本书的话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统
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
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
《江村经济》就是这么一本书，“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
身将自然地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
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
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他将
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
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
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
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
见的。”（序）

它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而且书中所体现
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能够给读者以无限的使
命感。



虽然费孝通先生只对研究对象――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做了
两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但本书无愧于老马的盛誉，它开创
了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先河，并通过从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
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
行道路。()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
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

同时，《江村经济》中从微观到宏观，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
以及深入社区，完全参与的参与观察法等调查研究方法也十
分值得我们学习。而且，《江村经济》中费老独到视角观察
到的种种现象在目前来说还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伴随着
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度政策可能会出现滞后现象，这就需要
不断地完善社会制度，当然在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仔细研
究学习《江村经济》这样的社会调查研究巨着，从中学习大
师们的思维方式及独到的视角。作为国家的栋梁，我们任重
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