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后记的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
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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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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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后记的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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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后记的读后感篇二

作者通过此书向读者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征，也
对其他国家的基层社会进行了比较，抒发了许多观点。

乡村中的社会是熟人社会——因为人口流动率小，所以社区
之间的往来较少。那人口流动率小又是为何？乡村人民的生
活依靠着土地。“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
下，‘土’是他们的命根。”乡下的人民们依赖着泥土所提
供的农业资源，土地又是不能迁移的，久而久之人们的居所
也就稳定了下来，常态是“生于斯，死于斯。”

“土”，基本意义是泥土，形容人本应是“淳朴”的意思，
而现今却成为了一个贬义词。这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正是
因为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所以社会中的人与自己的家人并
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熟人，这样就见外了啊！”对待
这样如同家人般的社会中的人们，大家都是如此的心态，哪
里用得着担心口说无凭，而画个押，签个字？如同作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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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

反观如今我们所熟悉的“陌生人社会”，多接触的并非熟人。
无法揣测对方的意图，无法保障在与对方的合作、交往中自
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于是出现了合同，出现了条约，要双
方签字同意。保障自己的权益无可非议，但这也是人与人之
间距离疏远的一种体现。“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
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
”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这一事实，因而许多人会感叹城里人们
不同于乡村人民的冷漠。

除了“土气”外，乡村人民还常因为不识字而被说是“愚”。
然而，文字之所以被发明，是为了运用于两种情况——一是
空间上的阻隔，比如人们想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此时文
字就能够跨越距离的阻隔传达于人们；二是时间上的阻隔：



显然古人并不能直接将信息传达于后人，于是他们著下书籍，
写下自己的感悟与经历。

而在乡土社会中，距离与时间都不具有隔阂，时常都是通过
询问熟人来解决问题，似乎没有文字的用武之地。再退一步
说，“愚”形容的是“学不会”，而不是“根本没有学，所
以不会”。就算是再聪明的人，不经过学习也一无所知。

后文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作者提出的“插序格局”与“团体
格局”概念，对比了中西社会间的不同，也让我对中国乡土
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此书书写了我们许多人都没有认真了解过，亲近过的中国乡
土社会，全面展现了基层社会的面貌。

乡土中国后记的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构成，涉及乡
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的.社会结构、道德体系、礼法、乡
村权力的分配、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各篇之间相互联系递进，
费孝通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于当时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
分析与概述，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想法与观点。

读完这本书，我认为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表达了中国的乡土社
会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是一个追求稳定的、变化漫长的
熟人社会。但在这种社会中也在不断孕育出新的概念，权力
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产生的变化，对于乡土社会的冲击等
等，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的乡土社会仍然
是当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部分。无论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
都离不开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该书主要描绘的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以及
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的一种展望。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
会的进步，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对于



这本书的学习，不仅仅是透过费孝通先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了
解社会学的知识，更加是通过这些文章的阅读，结合现在发
展的现状，感悟出新的观点和主张，同时要做到温故而知新。

受到地理环境、文化作用的影响，乡土文化是一种我国独特
的文化状态，几千年来文化形态的培养造就了我们独特的国
民性和文化性格。至今，我们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
我们并不能否认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至今还在直接影响着我
们。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乡土社会”也在不断
地“打怪升级”，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内涵，乡土社会也意识
到了思想解放与学习的必要性。经济的发展也不仅仅单纯的
依靠土地，现代工业的下乡提升了农民的效率，农产品深加
工提升效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快递产业的发展，拓宽了
交易的范围等等，乡土社会保留下来的精华我们仍在继承，
同时乡土社会为适应现代新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努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阅读《乡土中国》这本书，不仅
仅是为了了解当时的基层社会的状况，更加是发觉中华文化
的深刻内涵，探寻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乡土中国后记的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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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后记的读后感篇五

我们是不是经常给一些国家或是民族贴上标签?比如战斗民族
俄罗斯、开挂民族印度。而当谈到我们自己的标签时，知乎
上的一个答案很有趣。我们天生爱种菜。我们的外交官在非
洲大使馆种菜，维和部队自己种菜，中国小区的周边空地也
常常变为菜地。

正是看到这个答案，深感认同，我才开始阅读《乡土中国》。
费孝通老先生所作的《乡土中国》是人文社科经典之一。对
当今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文有很重要的启示价值。

在我们拜访亲戚，邻居的时候，敲门。主人问:“谁啊?”经
常听到这样的答案:“我。”熟人社会里，我们可以让对方用
声音判断我是谁。



我们在介绍一个人时会说他是我朋友、我同学，强调这个人
与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用费先生的比喻来说，一个人是水
波圈的中心，其他人根据和这个人的亲疏程度分别分布在一
层一层圈的不同圈层上。根据势力的强弱，这个圈可伸缩自
如。比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家大院宏盛时能有关系的亲戚
都攀关系。而当后来衰败时。只剩下几个人，所以中国人常
说，世态炎凉。

在这样的熟人关系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传统来维持的。
人们之间的行为准则，是上几辈所留下来的，你不用去思考
为什么，只需照做就是了，这就是传统。而在现今变迁很快
的社会，传统是无法维持的。所以出现了很多礼崩乐坏的现
象。其实这说明有些传统的确不适合当今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有农耕社会的文化基因，同时又接受了现代教
育，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人们之间的观念差异很
大。我们和社会一样矛盾。

“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
可以停止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恋爱
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
可以是生命意义的创造。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这
是费老先生对两性关系的一种畅想，但他也知道，在传统社
会中，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传统社会更提倡两性关系
是一种被安排的、不必发生激烈情感的关系。即是“包办婚
姻”。

这些都让我对传统社会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在我的脑中形成
了目前中国人很多行为的原因，很有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