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 乡土中国读
后感参考(汇总8篇)

安全标语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比如悬挂在墙壁上、张贴在设
备上、绘制在地面上等。在设计安全标语时，可以结合图案
和文字，提高信息传递效果。安全不是偶然，它是我们的选
择。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一

有人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后来的总比先前的人有知识有见
解，不过这句话是很不正确的，至少在我看来现在很多人对
中国社会的了解还远远不如费孝通先生的著作里面的见解。
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所以看的更远，深层含义其实是
牛顿要比巨人的脑袋要高。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比不上巨人的
脑袋，并且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脚丫下倒着看的。费孝通先生的
《乡土中国》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农村的一扇大门。有人
也许以为这本书写的早了，对于现在的情况很不实用，我觉
得倒不是。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到现在还闪烁着光辉。至少到
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读过那本社会学的著作在理论和语言上胜
过这本薄薄的小书。

我看的版本是分十四篇的。按照我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篇算是背景，介绍是中国的乡土本色，也就
是中国的特殊性。第二三篇主要介绍文字在乡土中的不适应
性，第四到七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对于私人道德，家族甚至男
女关系的影响。第八到十一主要介绍乡土中的政治运作，最
后三篇大约介绍是乡村变迁。

有人认为费孝通在这本书最主要是提出了，“礼治秩序”及其
“差序格局”这两个概念。我倒是觉得他的最大成果是把乡
土中国的根子挖出来了，指出来为什么我们最近百年的变迁
会如此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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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这本书，我发此刻重刊序言和后记中有一句同样的话：
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
了。这句话的确很到位，理论创新永远不会有完稿，甚至不
会有定稿，人的一生应当有不断探索的精神。费老这种孜孜
不倦的理论创新精神和求质求真、舍生忘死的实践探索精神
也深深打动了我，他那谦虚、认真、务实、敢于向未知领域
进军的学术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费老的话结尾：这
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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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话是我们构成的乡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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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得讲个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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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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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熟悉还要满脸堆笑，因而我们会受骗、会受伤、会被别人
说成傻，但是，真的是傻吗，只但是我们的乡土习惯已经不
适应这个现代社会罢了。

时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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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每一次都会有收获！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三

在众多老师的怂恿下，怀揣着各种熟悉感细致地读了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首先，孩提时代的乡土印象再次浮现：五线
谱般的电线杆上鸟儿叽叽喳喳，清澈见底的小溪流里鱼儿欢
蹦乱跳，绿油油的田野上牧童的短笛在轻声歌唱，一垛垛的
稻草堆背后孩童们你藏我躲……可是，回首今朝的乡土概貌
已不同往昔，禁不住泛起内心那股暖暖的乡土涟漪。

很是惊诧，费老在“乡土本色”一行文中提到，他初次出国
时，他的祖母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他的箱
子底下。看到这，心里暗暗惊喜那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是什
么，并不是神秘的贵重物品，你是否也知晓了。后来，他祖
母避人和他说了，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



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惊诧完后，
也诉说一段我曾不敢启齿但与之相似的经历，第一次离家求
学时，我母亲，不算很老的农村妇女，也是把一包用红纸包
裹着的东西放在了我箱子的最深处，好奇地问：“是什
么？”母亲语重心长的说：“给你保平安的，希望你出门在
外一切平平安安……”一直压在箱底，直到后来算是翻箱倒
柜找东西时，又显眼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好奇心驱使我打
开了它，一抔灶土和几颗茶粒。

这就是暖暖的乡土，不仅有母爱的寄托，还有那淳朴的乡土
情缘牵系着。

将来的某一天，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
拥有半亩良田，披星戴月，荷锄而归。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人
际的勾心斗角，融入大自然，真真切切的享受乡村的宁静与
安详，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生长在暖暖的乡土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也许，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能明白泥土的可贵，才能体会
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虽然，城里人藐视乡
下人土里土气，但是，在乡下，“土”是我们的命根，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随着季节的更替，锄地播种，精耕细作，
尽管寸草不生，仍然期盼能从土里长出希望，收获果实。

或许，哪里来的最终本该回到哪里去，一如祖祖辈辈世世代
代立足于用汗水浇灌的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
沉默而苍黄的土地，以此来报答那暖暖的乡土养育我们世代
族人的大恩大德。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四

《乡土中国》共分为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等
共十四篇，经过我两个星期的阅读，已经对前三章有了一定



的理解，感受到了中国浓厚的乡土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有
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人的一
些特质，下面我就针对阅读后的感受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开篇，费先生便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
的”，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根
基，说乡下人“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
生，生于斯长与斯。中原人到了草原上依旧要锄地播种，不
管天气如何还要试着种地，想家时可以带一捧家乡的泥土煮
汤喝，“土”是他们的命根，又讲“村里的人过去什么姓，
现在还是那些姓，不太变动”。土地是固定的，不流动的，
而这种不流动表现在人与人身上，就是乡土社会中农民聚村
而居。

由于他们聚村而居，彼此之间相互熟悉，即乡土社会是一个
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维
持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人情。“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
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
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
从小就看惯的”。文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有机的团
结”即礼俗社会，“机械的团结”即法律社会，说到“我们
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在乡土
社会中法律是无法产生的，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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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性
注定了他们彼此特殊的交流环境。

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象征体质，文字更是，在人与人无法直接
接触到的情况下用文字来传递信息。“乡土社会”中的人是
在熟人里长大的，他们天天见面，面对面接触，不需要文字
也能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很好。费先生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
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乡下人
没有文字的需要，因此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
的本质。



三、再论文字下乡。上篇从空间维度讲述乡土社会是“面对
面”的社会，因此不需要文字，而本篇着眼于时间格局。认
为只有当生活发生变化时，感到记忆不够时才需要借助外在
工具即文字，而乡土社会不流动性强，缺乏变化，因此从时
间格局来看，乡土社会也没有文字需求。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讲的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正是
我小时候所切身经历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乡村生活中
最常见的就是举办红白喜事，同村甚至邻村关系要好的大家
都会提前帮忙，这次你帮我，下次你家有事我又来帮你。总
之，这本书读起来让我很有代入感，将学术与生活紧密联系
在了一起。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五

某天，我得到一本书。

封面是庄严而古朴的红，历史将它装点得如此沉重，时代和
乡土的气息萦绕着它，让它显得那样严肃，我有点望而却步。

扉页间却传来阵阵的邀请声，是沙哑的乡音，是热情的方
言……封面上的费孝通先生微笑着，那似乎也是一种诚挚的
呼唤。

《乡土中国》——它邀请我去重新了解一个我所谓熟悉的社
会，而我，欣然前往。

我本是农村的孩子，但却生活在城市。记忆中的乡村，只剩
下时间潦草勾勒的几笔，勉强留存下了一些浅淡的痕迹。

《血缘与地缘》——它将我尘封的记忆唤醒，那个热闹的熟
人社会在我的脑海中生动起来。费孝通先生的语言十分专业，
对于我来说不免有些障碍，但又恰恰给了我更多思考和想象
的空间。像文中作者写到的他的女儿一样，我也在“籍贯”



上填写那个其实并不怎么熟悉的地方，我从未细想过这个问
题，更从未将其与“血缘”挂钩。作者逻辑分明的论证，公
式化的语言，却弥漫出一股淡淡的人情味儿。

随着阅读的深入，一个喧闹的乡土社会在我的眼前逐渐放大、
清晰，它带着亲切的邻里，带着繁华的集市向我走来——那
是我的家乡。

我的心开始不能平静，也许这就是血缘，会在某个时刻勾起
根植心底的对乡土的'眷恋。无论我在哪儿，都永远属于那片
土地，并随时会为之感动。

《乡土中国》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不仅让我了解到了乡土社
会的许多知识，也带给了我情感上的诸多触动。

掩卷，手里的书又“厚重”了许多。

慢慢靠近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六

《乡土中国》一书是社会学巨擘费孝通老先生在二十世纪四
十年代后期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期间所讲“乡村社
会学”课程内容讲稿整理编写而来。这本书虽然历经七十余
年，但栖它的研究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特
质的重要思路，书里自对我国的很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层次
剖析。

我对该著作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我认为这部社会学巨著不
应在当今社会受到冷落。反复读了《乡土中国》后我有三点
感想：

一是中国人的安土重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农业文明，
中国是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整个中原文化都建立在对



土地深厚的依赖之上，所以我们和许有外国、游牧民族、水
上民族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
不随意更换自己的住房。如果遇到拆迁这样的事情，我们门
会较抗拒，中国人对房子有自己的情结，这也是我们房价居
高不下的一个社会除原因。

二是“熟人社会”，由于乡土社会传统，从而着成了一个生
于斯，长于斯的社会。

乡土社会发源子村落。在一个村子里，周围的人都是熟悉的，
没有陌生人的，大家都依靠着同一块土地生活，彼地相互信
任、依赖。也由比形成了一个由私关系引由面出的“差序格
局”的人际关系。

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激荡出涟漪一样越靠水波中心的地方
关系越紧密；越远的地行关系就越疏远，因此而形成的熟人
社会。关系近的风事好商量，工作开绿灯；不属于自已人的，
便什么事都很难有真正意义展开和作为。

三是婚烟关系。中国的家好做似事业组织，弱的大以做事业
大小决定。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妻关系只
是配抽。而这恰恰与西方夫妻关系是主轴，夫妻感情主要凝
聚力不同。因此在中国社会。夫妻间的感情淡泊是常见的现
象。因为乡土社会要求的是稳定，男女之间激烈的情感容易
破坏这种稳定，所以中国人不喜欢离婚。因为大多数人对婚
烟的就是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即使没有爱情也不影响彼此
方间的合作。

以上是我对《乡上中国》主要的感受，。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七

这是一本深入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
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内容只就农村而言。虽然如此，



但中国上千年来的压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几十年就能从我们
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旧有着乡土的特
性。因而从农村着手描述，更能反应出原汁原味的中国。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
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
政治、长老政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等方面展开叙述。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
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
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在《乡土中国》一
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
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
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
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
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这种乡土独有的气息蕴含着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乡村
独有的气息。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
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
统文化意识和乡土中国情绪，恐怕是难抒发出来的。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
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乡土中国》到
《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
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
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
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
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篇八

在我理解，差序格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亲疏不同
的关系网络。这个格局和西方的团体格局相同的就是格局与
格局之间都有交融性。在差序格局里，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
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



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就有些像一片雨点落在湖水里激
起的圈圈波纹一样，波纹不断向外推延，同时又互相交错，
构成整片湖的联系。而在西方社会中的团体格局里，人与人
的关系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团体构成。所以，我们今天大学
里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大概就是受到这一思想的影
响吧。

另外，据费先生所说，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人们总会存在着
私的念头，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
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并且除了为了个
人那一块，我们都可以说是为了一个“公”去牺牲其他的利
益。似乎都是“大公无私”的，但实际上我们总会披
着“公”的外衣去实现最终的私欲。

其实，当我在看关于这一些内容时，我总会产生一个想法：
那就是西方社会似乎也存在着一种另类的差序格局，只是他
们的关系网更多的是依靠朋友来推延出去的，而不像我们的
亲属关系，地缘关系等。或者可以说是这种靠关系的现象并
不是只存在于中国社会，只是中国社会因为传统的影响更为
的突出罢了。至于文中说的中国人很自私，各人自扫门前雪
或者是损公利私，其实这在哪儿都有这个坏毛病，只是说西
方因为有团体的传统要好一点，还有就是西方的社会制度更
趋于完善，能更好的指导人们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