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生活读后感(大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
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农村生活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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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生活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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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生活读后感篇三

全书分为十六章，可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
本章是全书内容的引子也是对全书内容的总括。作者用一句
话揭示了全书的主旨，即“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
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第二
部分是第二章，本章从地理状况、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概
括了调查地区的情况，并阐述了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原因。
第三部分是第三章到第十五章，分别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
生活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该村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第四部分是第十六章，作者根据上文描述，指出中国农村真
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题。作者认为，“但当饥饿超过枪
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作者从一个学者的角度
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一是改进技术；二是社会再组织；
三是“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

1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

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
“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位于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由于气
候适宜,水源充足,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于水稻的种植和桑蚕的
饲养,因此,一直以来水稻就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作物,又因为
便利的水路交通,蚕丝业也成为“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
收入来源”,且“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作者以事实证明了中国农村混合型的经济结构,这就在一定程
度上否决了一般人认为中国仅是农业大国的说法,从当时农村
看来,中国是农工业大国,只是农村工业是分散型的,未能使人
易于觉察。

2造成农村经济萧条的根源

一般认为,农村经济萧条是源于内外交困和阶级的压迫,但作
者却有独到见解:“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
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
题。”“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
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
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上得
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
间的关系问题。”作者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了外来因素西方
工业扩张，挤压了中国农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导致中国乡土
工业的衰退,造成农村经济萧条。

3中国农村怎么走出困境

中国农村走出困境要经过两个阶段：一社会再组织问题。作
者赞成“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认为“这种改
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
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
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在这里可
以理解为对国家进行重组的问题，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有一
个和平的环境，进行工业发展。二是恢复农村企业、发展中
国式工业。作者把前者看成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最根本的措
施,而后者对前者的有效组织和发展壮大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并且作者把当时“合作社”的实验看成具有重要意义的
事件,它将对“中国乡村工业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通过对江南小村开弦弓村的描述,阐明了乡村经济存在的
状态、发展模式及崩溃衰败的根源,并指出乡村经济发展的途



径、方法与出路。书中的一些观点理论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这也许就是这本书已经写作出版了70年，仍被当代
学者反复阅读、提起的一个原因吧。

《江村经济》是费老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开弦弓村进行
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写成的。这本书给费老带来了终
身的荣誉，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之路。读罢此书，
眼前浮现出一副鲜活的江南农村社会生活的景像，文章没有
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太多的主观评论，字里行间流露出作
者力求客观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及强烈的人文关怀，不得不让
人产生由衷的敬佩。笔者打算从两方面来论此书:一是从文章
内容来说，另一则是从文章的方法论来讲。

一、首先来说文章的内容，《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通
过对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
等实际生产、生活过程的调查来探讨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结
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
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全
书的最主要论点或可概述如下：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
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换言之，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
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更不可能养得起一整个地
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
乃靠乡土工业之补充。因此，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
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
学派以后分析中国问题的全部出发点所在，从而贯穿于以后
的一系列著述中。在一九四八年《乡土重建》中，这一命题
表述如下：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
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
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
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
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
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



反抗。

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
准。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
工业的崩溃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
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
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
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
题”，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
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
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一方面，“地
主并没有丧失他收租的权利，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
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
更不能放松”。但另一方面，“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
成了来要他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空
前激化。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不是别的，乃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
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所激发的反抗。由此，解决中国
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但这
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
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最终
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
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但这
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
而且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
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
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
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二、就文章的方法论而言，显然作者受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
的影响，采用了文化的功能论和系统论的思想，费老先生把



江村社会生活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其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
结构的相互关系。如，“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综合
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
文化。一个人如果要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得一件新的，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又
如，“对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会引起其他诸方面
的变化。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便会继续下去，直到整个系
统完全重新开始为止。”这些都反映了系统论、功能论的观
点。

读完费老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反思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到底应该走何种发展道路？目前有很多人提出遵循西方国家
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之路。笔者认为其实费老提出的重建
和发展农村“乡土工业”的主张在当时不仅具有预见性，而
且对现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农村生活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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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生活读后感篇五

老师推荐我们去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第一次听到这个
书名，觉得似乎和我们这门课没什么关系，后来老师说是这
一本经典著作，于是加深了印象。从网上下载了电子版的书
来看，粗略看了一下，发现虽然他研究的内容许多都不太明
白，但是其中所运用的实地调查方法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江村经济》是立足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全书
分为十六章，其中涉及一个小农村的方方面面，写的很具体，



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在当时）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模式。尽
管这是七十多年前的研究了，但其对中国科学研究的贡献不
容忽视，值得我们仔细品读。

这本书打破了学术研究的常规模式，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
将一个村为研究点，具体考察农村的家庭关系、财产与继承、
户与村、产业和商业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小农村的真
实全貌，折射出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状态，以
小见大。作者的研究意图不仅仅是要弄清“开弦弓村”的农
民的生产、生活、消费、分配和交易状况，寻找其中的经济
发展的动力和问题，更要表现这个村庄发生巨大的变化，同
样在当时中国的许多农村发生着。

我们在研究一些教育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也借鉴这种对个案
的研究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现在
我们并没有丰富的资金、资源和强有力的人脉支持，对一些
宏观问题的研究会很片面，不能真正抓住其中的关键。而且，
对于微观问题的研究，如果采用常见的调查研究方式，总免
不了流于表面，落了俗套。

教育问题尤其如此。所以，《江村经济》这本书给我们带来
的启发应当多多运用在我们平常的教育研究中，毕竟将来在
教学活动中，我们面对的更多是一个个个体，也只有将个案
研究透彻了，才能更好的掌控全局，把握好教育的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