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读后感(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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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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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首先，愚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笨，蠢；另一种那么是大智
假设愚的愚。相信很多人对于乡下人的看法就是不识字，粗
鲁野蛮。但是现在一定没有人会不愿意识字了，因此他们只
是缺少环境让他们学习罢了。

在我的老家——一个普通的小农村，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
都有许多哥哥姐姐考上了重点高中或是一流大学。每次回到
乡下，听家里的人说起，我总是羡慕不已。可见，乡下人并
不愚，只要拥有学习的时机，他们一定不比别人差。

小时候，听到方言，我常问母亲，这个字怎么写呢？她总是
笑笑，然后我又问，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母亲狠狠
地拍了下我的头就走掉了。现在，我慢慢的了解，每次当他



们讲方言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围绕着他们，尽管
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会这样进行交流，但是我却能体会到
其中的感情。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这本小册子我先前已经读过一遍，但当我爱人问起我这本书
讲的是什么内容时，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哪里说起，便问
她怎么突然问我这本书的内容？她说是她同事的孩子，一个
高中生，被要求读这本书，这个学生读了两页便读不下去了，
她同事和她讨论这件事，她想起我读过这本书，于是问我读
的感受。

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正是20世纪40
年代，他能比较完整地描述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而21世纪
的中国已经是现代化的中国，书中很多传统的礼治、长老权
力等现象已经难以找寻，但是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对传统与现
代、中国和西洋进行对比，这给了我很大启发。

文中提到，在传统中国，家庭的主轴是父子还有婆媳。父子
很好理解，毕竟子承父业在中国是传统，那么婆媳怎么理解？
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是父子相继，女则是婆媳相传，要
不然也不会有那句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句话道出了
家庭地位的更替。在这个家庭中，主轴的关系是纵向的，要
求孝顺，“二十四孝”的精神始终是传统礼治的宣传要点。
而如今的现代社会，则是以夫妻为主轴。

在二十世纪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
书中提出“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这不仅仅是
女权运动的胜利，也是家庭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展现。

我想到一个例子，一次我和同事在队部门口炒菜，遇到一位
老农，目测年龄六十有余，他短短的个头、瘦削的身材，手
里夹着点着的香烟，他上来与我们攀谈。他先是啐了一口痰，



感慨了一声，说“世道变了！”我和同事大为惊诧，不知他
有何冤屈，不方便接他的话。哪知他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大
老爷们吭哧吭哧地撅着腚在这炒菜，在俺家，这活儿我从来
不屑地干，这都是老娘们儿的活”，我同事倒是极幽默地回
了一句“社会越发展，男人地位越下降，城市不如农村啊，
农村的老爷们儿地位高”，那老农猛地吸了一口烟，发出爽
朗的`笑声。

我倒没觉得这有多好笑，联想到我家里爷爷奶奶的地位关系，
我每次回家都要帮着奶奶“顶撞”爷爷，但是奶奶好像丝毫
没觉得她受爷爷欺负有什么问题，虽然偶尔发两句怨言，却
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但是我在城里见到的确是另外一番景
象，大男子主义十分少见，男女争吵也基本上多以女性胜利、
男性沉默结束。这似乎无关个人品格，这也许就是乡土中国
到现代中国的变化。当然，不可否认的，孝顺等优秀传统文
化将继续在现代社会存续并发展，但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一
定是现代化的，“吃人的礼教”是不可能再回归了的，就如
同那作古的帝制一般。

费先生在对乡土社会治理力量的解构上，使用了各种权力来
说明，有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以及时势权力，后
面两种权力名词为费先生所独创。后来，年高的费先生谈到
自己写这本书，做这些讲演的年轻岁月时，他说那是一股子
闯劲，虽不成熟却也可爱。我觉得这几种权力的解释太过学
术化，我倒不敢说人家不成熟，只不过是因为我是社会学的
彻彻底底的门外汉，长老权力、时势权力的解释让我在与实
际印证方面犯了难，而我对这些需要体验的社会现象几乎触
及极少。

另外，文中提到西方将社会可以分成安稳的阿波罗模式和求
变的浮士德模式。乡土特色类似于阿波罗社会，“言必称
古”的文化塑造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变迁缓
慢的传统中国里，人们最常采用的是用注释的方式来弥补过
去的不足，所以那个年代的改革尤其是激进式的改革多半夭



折。而现代社会则类似浮士德社会，崇尚个人价值、鼓励积
极探索，相信创新创造产生的问题必将也必能由新的创新创
造来解决。

《金刚经》说，“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大概
意思是虽然世界并不真实，但是你却需要用心感知并择善固
执地行动。《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大约就是给人这么一种
感知体验吧。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从泥泞的土地里稳步走来，古老的中华文明正迈向现代。当
今中国，城市高楼林立，乡村生产兴旺，交通发达，通讯便
捷，一日跨越南北，居家领略天下——城乡面貌蒸蒸日上，
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依法治国理念深入推进，传统的礼俗道
德似乎在记忆中逐渐淡化。

礼与道德，从传统乡土社会格局衍化而来，成为贯穿千年文
明而深植民心的处世法则。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是遏
制破坏秩序的要素的。”“乡土社会是靠长期亲密的共同生
活来配合各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使人感觉到是自
动的。”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
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现代社会进入网络信息时代，
社会创新发展日新月异，人际关系多变复杂，超越时空限制。

由此观之，乡土社会的道德礼治要落后于时代发展。但事实
上，现代法治社会，正需要道德礼法深入人心。

法律仅仅给与了规范的外在形式，而道德礼法能成为人们内
心恪守的信条。法律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以国
家强制力为保障，并非万能。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是难以
仅依靠法律诉讼解决好的。所以社会急剧变革的战国，秦依
法家统一天下后，至大一统的汉朝，出于社会安定统治需要，
选择“独尊儒术”，用德礼教化百姓，大汉文明盛行。传统



的礼治秩序固然适应不了现代飞速变化的时代，但他具有比
法治更强的延续能力，也具有比法治更高的势能——法律条
文可以很快改变，植根于人们心理的思想观念却很难改变。

一部新法律，从制定到实施，要经过多少步骤？草案的公布，
意见的征集，为的就是充分反映民意。试想一部缺少人民支
持的法律，怎能深入人心？法律不可能脱离礼法价值而独立
存在。仅迎合帝王意志的那些严刑峻法，只会逼迫人民反抗。
想要更好依法治国，就要法入人心；想要法入人心，就要化
法律为道德礼法，洗涤内心，成为人们自愿遵守、乐意奉行
的行为准则。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人民的
法治观念也逐渐提高，这就是法入人心的表现。

道德礼治绝非毫无作用、拖累发展的糟粕，而是能与法治互
补，共同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法律和礼治并非对立，法
治应借鉴礼治传统。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德法并重，增强守
法自觉性，这有利于法律贯彻施行，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
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新时代的道德礼法不能与封建束缚
的“三纲”“五常”等同，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
会交流融合的社会规范。传统的“爱国”“友善”“诚信”，
融合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
现代价值取向。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费孝通先生把这本小册子称为“不成熟的果实”，但这本小
册子却是展现中国乡村图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不可或缺的
一份参照。费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悟，将自己在乡村
实践中的所见所感融合在了社会学这一偌大的智慧体系中，
将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一幕幕具体情境抽象成一些符号和概念，
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那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
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勾勒成像的色彩线条背后更为凝练
点睛的笔道与风骨，是乡村社会生活习俗背后的文化沉淀与
精神承载。



乡土中国以《乡土本色》开篇。的确，用“土”字来形容乡
下人是最恰当可是的，土地不仅仅养育着一方人的成长，还
寄托着他们的终老；不仅仅寄栖着他们的一生，还替他们养
育繁衍着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村的'人以土地为生活的根基，
丝丝缕缕都牵扯着泥土，怎样能不沾染点土气，又怎样不是
乡土本色呢。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这也是因为以农业为生
的农民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土地是根本，是搬不动也离不开
的，仅有当一个地方繁衍至人口到了极限，才会有一部分人
去开拓新的地方。正是这种与土地相依相息的生活方式，成
就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有文化。乡土就是本色，即便随着现
代化的推动乡土早已成为粗俗、野莽的象征，在国际化中的
经济较量中农村总是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阻碍被挤压、贬低，
谁也改变不了，多少年前的我们祖上先辈都是依存着土地代
代相传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当今社会再先进发达也离不
开靠着一身乡土气耕种收获的衣食父母。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六

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占据主
流位置，尽管它已经成为新潮和时代的弃儿，成为追求现代
化的心病。我们不喜欢它了，觉得背着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有
点欠地位，脱不了国际大款眼中的土包子形象。可是努力奋
斗了半个世纪，我们还是摆不脱这样的纠缠，还在想方设法;
个人想脱农皮而脱不掉，国家想脱农皮也常感为难。

因为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个稳定的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创新的
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求稳，四季的轮回即可保证农业的运转，
四季的轮回立刻带动人民的生活、带动人民的观念跟着轮回。
乡村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所以重视经验，所以有了老
一辈的权威地位。长辈们继承了前代的一切方法、标准，这
些旧传统，是足够把当前生活应付得服服帖帖的。后生小辈
自然只能唯唯诺诺，专以学传统为务，务必把老者当权威、
当老师，只能尊崇不能违反。待过几十年，自己也登上老者
的尊位，可以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数落乳臭未干的后生了;这



样的经历，好像复制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复制，如同四季的
复制。

生活方式影响生活的观念。不愿意变革、只求稳定是农业社
会的思想特征。老人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可以成为人生的指
针，因为他传递着祖辈们的心得，是靠世世代代历经洗练淘
出的金玉之珍。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后生要树立正面形
象，听话是先决条件，老人的'话不对你也不可以反驳，你也
不可以顶撞。传统教育要求孝，孝的主要内容就是“无违父
之道”，且根本不许怀疑父之道算不算是道，一怀疑就危险，
一危险就可怕，后果是严重的。听话者，善守祖业者，可以
得一世英名，说不定还有御赐的嘉奖。退一步讲，就算上辈
人的确立错了规矩，你也没有可以顶撞可以反驳的资格，你
可以阳奉阴违，但是照顾老人的面子和情绪是顶重要的事情，
是严重地关乎道德的事情。此外再无可退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