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上古读后感 无缘社会读后感(实
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上古读后感篇一

家乡离缘、亲人无缘、朋友绝缘。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可在两层意义上理解；一是每个人维持自身生存生活的需求，
都必须通过社会中的他人来实现。二是，人类本身相互之间
结成的这种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整体。

当一个人，变成了家乡离缘、亲人无缘、朋友绝缘，那么他
可能会面临本书描述“孤独死”。

家乡离缘；大规模的城市化，大量青年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
从此不再返回农村的家乡。当他们老去的时候，家乡的人与
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亲人无缘；城市化淡化了家族的关系，城市化催生了单身潮
流。人们不愿意生孩子，老的时候自然成了孤独老人。

朋友绝缘，职场的朋友是人们的重要社会关系，但是随着失
业、辞职以及退休，这些朋友也是越来越少。人们渐渐成了



孤独的老人。

家乡离缘、亲人无缘、朋友绝缘，这是人际关系的钙化。

上古读后感篇二

看完书的时候，我在想有一天我会成为无缘社会的一份子吗。

想想就会很害怕。那天和一个学生视频，他在讲面对高考压
力特别大，小女朋友和他高考之后不知发展怎么样，还说他
们班女生之间的事情。说到女生关系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一
点也不关心。他问我那你现在女生是怎样相处的，我说大概
是礼貌且克制吧。他说你们真没劲。是哦，我也觉得我差不
多是个乏善可陈的人没错了。

今天在看完这本书，我在想，如果一味的不麻烦别人，不与
别人发生关联，那是不是真的会步入那样的地步。我现在越
来越习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学习。不过还是有男朋友，朋
友还有亲人，这样看也不算吧。

看日本的书，总感觉也是那样的理智且克制的感觉。《被嫌
弃的松子》被拘役，警察分析她为何是这样的后果的时候，
一条一条的罗列。在这本书里差不多也是按照“是什么，为
什么，怎么办”这样的逻辑顺序展开。但无论抒情还是理智
且克制，尤其还是以nhk的口吻，观照社会，观照的也是我们
自己呀。

这就是说，人，绝不是仅靠自己生存着的。

这就是说，人，只有意识到自己在“关联”中的存在与角色，
才能够生存下去。

重要的是，要有不可或缺的人，要有不可或缺的场所



即便不是“家庭”，不是“公司”，不是“故乡”，人与人
之间的`“关联”也还是能够建立起来的。这件最重要的事，
正是在非营利组织里集体生活的人们告诉我们的。

“只要有能够建立关联的场所，就能够生存下去。”

“只要有能够建立关联的人，就能够生存下去。

“亲情关联的乏力”、“雇佣状况的恶化”、“地域关联的
丧失”，都进一步使得“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单位本身日
趋孤立。这就是人们难以承受的现实。这就是“无缘社会”
正在扩大的形势下发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绝非事不关己，
它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

在我们的社会渐渐变成“对别人不感兴趣的社会”的今天，
尽管回归以往是不可能的，但我仍衷心祈愿我们是一个“能
够同情别人、同情生命的社会”

在高中我们说到老龄化的时候，我们会说到日本。在我们经
历了计划生育之后，我们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遇到。

在往昔，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三世同堂”非常普通，然而如
今时代变了，社会变为以“小家庭”为核心，并开始朝“单
身户”方向迈进。然而，就是我们自己，对于隔壁住着什么
人，他们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是也知之甚少吗？我觉得，从
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使自己周围发生了同样的悲剧而我们没
有觉察，也是不足为怪的。

即使是我们，如果人生道路走错一步，生活中出了某种问题，
说不定都会成为独居老人而悄然死去的。绝不是仅有某个特
定群体的人才会孤独老死，他们也曾有过像样的一生，或许
也曾有过孩子，或许也曾把孩子培养成人，或许自己出生时
也曾让爹妈喜出望外。他们都有各自走过的人生，怎么能仅
仅因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孤立了，就让他们的下场如此不



堪呢。

但即使这样，还是要继续去热爱生命，继续去拼搏呀，要不
真的被边缘化了。

上古读后感篇三

在本书中，鲍尔详细地回顾了社会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他从
十七世纪著名哲学家霍布斯谈起，因为霍布斯第一个尝试根
据机械论的世界观“努力从个人倾向中演绎出群体行为”，
即希望用严密程度不下于物理学原理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公
理”及逻辑推断、归纳和总结出一门关于政治、社会以及人
类相互作用的科学。然后鲍尔深入到更多的领域，如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哲学、经济学等，它们看
似各不相干，但都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说，是关于群体行为
的内在法则。

分散的个体行为，如何成就社会的秩序？这是本书主要内容
之所在，也是阅读本书过后使人们产生无限遐思之处。从细
菌生长的形态到城市的发展，从粒子的运动规律到交通流的
运行，莫不遵从一致的奇妙规律。作者认为，在纷繁的社会
中，每个个体的行为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当个体数量达到
一定的程度时，群体的行为就会表现得有章可循，就会在混
沌中涌现出秩序和稳定，而我们最终也能够在不漠视个人自
由意志的前提下预知社会。

作为单独的个体，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要预测每个人的选择
几乎无规可循，然而作为集体，我们的行为却表现出明显的
概率分布，遵循普遍的规律。这就像连续分布的概率密度函
数，任一点的概率都为零，但加总起来却等于一。又如同一
个容器内的气体，每一个气体分子的运动轨迹是完全随机的，
但它们集合起来却能对容器壁形成稳定的压强。而人之于社
会，正如气体分子之于整个气体。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不同的
国家，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甚至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价值观



和选择倾向，我们只生活在一个不算大的交际圈子里，那些
在与我们相隔万里的地方出现的人和发生的事，几乎都不对
我们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我们却完成了惊人协调，在行
为互动中秩序井然”。就像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进行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正是个人行
为成就社会秩序的典例。

由局域性的相互作用发展为集体行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
所在。当水沸腾时，每一微小部分的运动是随机的。但是，
当某一部分的运动方向确定后，则其相邻部分的运动方向也
随之确定，例如要么与之相反，要么与之相同，以此类推，
从而波及到更大的范围。单独的`个人作为社会的微小粒子，
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同类互扰――每个人秉持简单的处世
逻辑却造就了复杂多变的社会场景。也许是因为人天生具有
的群动性，或者说是“跟群”的盲从倾向，使得个体智慧在
非线性加总后形成了群体智慧，从而左右着群体行为的秩序
和规律。

这也使我对个人的人生历程有所思考。人是一个个的个体，
但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看作一个整体，而每个时刻或是每段
时间看作构成这一整体的一个个小的部分，人生最终走向的
不同也就可以用物理学上的分岔点来解释了。存在于每一个
分岔点上的两个选择都是明确的，然而选择哪一个的结果却
是任意的。因此，两个一开始完全相同的系统，经历的也是
同样的驱动力，却由于在每个分岔点上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结果就终结在十分不同的状态下，这也类似于数学中的随机
过程。生命也是如此，将每个选择的时刻都看作一个个分岔
点，而如何选择则是由我们个人决定的，它也许是经由思考
的，也可能只是一时冲动的，但选择一旦做出，就意味着做
出另一选择所能达到的任何状态都永远不可企及了，正如古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流”一样。社会的形式和组织是错综复杂的，但却有可能源
于十分简单的原理，作为社会的一员，也许最重要的首先是
做好自己，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影响身边其他人的行为，才



是对所处社会的运行秩序所做的最大贡献。

上古读后感篇四

《无缘社会》是一本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记录的关于日本社会
现象的纪实文学。所谓“无缘”，是指一个人失去所有缘分
联系，总括三大缘：“社缘、血缘、地缘”。

1.一些故事

所有的故事都开始于死者尸体无人认领的时候，记者按图索
骥般地根据死者的遗物去追溯他的生平，探索他为何死
后“无人收尸”，发现原来他们仿佛一座孤岛般地生活在都
市里。本书出版于20xx年，起初我以为是当时的技术水平落
后以致于无法联系上无缘者的家人，后来发现即便联系上直
系亲属也无济于事，宗族姓氏原因，女子嫁人后无法安置亲
人，或者因为多年没有联系等等因素，直系亲属也会拒绝安
置这些无缘者。

2.无缘社会是中国的未来吗

我看到书评中许多人因为此书对中国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
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可否认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的推进，原本的宗族概念渐渐弱化，大家庭逐渐分散成一个
个小家庭，甚至演变成单身家庭。年轻人离开家乡去到大城
市脱离了地缘，远离家人与亲戚脱离了血缘，996等忙碌的工
作使人脱离了社缘，越来越多的社恐出现在网络上。但是我
们和日本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我们没有日本人那种仿佛刻
入民族血液中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观念，我们的国情与
日本不同。

3.本书的启示

我认为本书是一本促进人去思考自身生活方式的书，思考自



身与社会的关联。或者说你选择怎样死去，我看到有书友在
看到那些无人接收的骨灰时戏言：选择死后将骨灰洒向大海，
但是无缘者都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执行这项仪式。希望当我们
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主义者时，能够理性的倾听自己内心深
处的声音，不要盲目跟风。

上古读后感篇五

我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我们的终极问题，
本来只是为了“催婚”，增强点危机意识，但自己从头到尾
听完后，让自己对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有非常多的思考。

首先，工作不能忘记生活。现在我们的生活看似丰富多彩，
充满诱惑和魅力，可是却有很强的欺骗性。大家忙着工作，
忙着玩，忙着买买买，可是离原始的纯粹的生活却越来越远，
就带孩子的能力来说确实在退化。工作和网络让我们远离了
大家庭小家庭，想想有多久没陪孩子玩，没跟爱人坐在一起，
没在家里做顿饭吃了。现在的社会让我们饱腹，却割离了亲
情和家庭，现在日本的现状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赶紧
给家里老人打个电话，赶紧给爱人一个拥抱，赶紧给孩子一
个微笑。

另一点感触就是不要怕麻烦亲人。日本社会向来崇尚不给别
人添麻烦，这看似是种社会礼貌，却让人更加脱离了亲情。
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人，心情不好了，只有父母可以毫无顾
忌的骚扰，朋友，甚至兄弟姐妹都是没有单独的交流，怕打
扰他们的生活，很少打电话，那时的我是闭塞孤独的，但年
龄和知识的增长让我学会了脸皮厚，反而比起打扰别人，收
获的感情更多。可以看到书中的人们都是善良而勤奋的，多
数都是因为不愿意打扰别人而脱缘社会。

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学习交流，回归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