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人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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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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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读后感篇一

我算是明白了，有这么几类人：我们大部分人，就是一直在
学习的过程，面对一堆知识和观点的时候，并没有抱有敌意，
经常恍然大悟（当然说不定是经常左右摇摆）；另有一部分
人，或者第一种人到了后期，开始学会有自己的想法，对于
很多东西都开始有选择接受了，有时候不自觉的也开始了成
见和顽固；再有一部分人，是引领观点创造观点，它一定有
它的支持者，甚至成为改变历史的名字，任何一个信仰（宗
教及革命），无不是煽动起家；最后一部分人，从一开始，
无论是强大的内心还是强大的智商，一开始就完全是自己的
一套体系，不幸的是，这一套与整个社会都不太和+谐，更不
幸的是，他有才华有名气又好斗于是成了个怪物。比如辜鸿
铭。于是，他的智商加上固执只能引领着他一步步构建好自
己的越来越“理直气壮”的歪理大厦。

他自负到不会改变。那些被他时不时提起来的反对西方物质
文明的学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对他有用；以他的学识，
假想敌的观点他不提起罢了。而真正狂傲的人，也会对真理
谦逊。跟他观点对立的陈独秀，一样自负有才且还有个共同
爱好，一生却一直在不停的否定自己。金庸也不停的颠覆之
前的风格，几乎所有有追求点的文艺工作者，都喜欢百变，
无论是闲来无聊还是努力超越，这其实是很可爱的。



比如中国人的精神，论中国妇人，论纳妾，他用他的那点子
中国底儿，说着英文向老外倾倒。几句古文几句诗词，顺带
来个其他地区的地域歧视，就代表了中国人温文尔雅，中国
妇人热爱自虐，纳妾制度完美至极。

而面对对手，他接着用他的利口，尖锐地指出对方的技术性
错误。于是否定其观点。我晕，写一个错别字不等于不知
道1+1=2。再一个招数就是书中反复重申同一观点，现实中外
文狂飙，睥睨众人，没社交礼仪了，这些个出风头的招数，
哪个跟观点的碰撞有关？这也就是那时候大家喜欢热闹，思
想自由些。要不然，猴戏早一边歇着去了。要学白展
堂：“跳舞，我不行；打架，你不行！打架讲究稳准狠，整
那些没用的干啥啊？”

ps：他的所谓英国群氓主义，看了半天，应该说的是英国民主。
德国是正义的，憎恨混乱的；而英国群氓是造成混乱，于是
激发了正义的德国的军国主义，于是战了争。该怎么做呢？
把人民驯化成中国人，啥事儿也没有了。

人类的知识存在上万年，不是为了一个固执的老头的特立于
世而去为其所用。看了他的书，他被那么多人关注，是因为
他用他的花里胡哨的才华与行为艺术，让时代终于记住了转
型期还有这么个声音。就像是人类进化中，倔强的阑尾。发
了炎了，谁记不住啊！割了拉倒。

ps：我觉得哈，那个经常写出让人警醒的好文的苏维埃师兄，
在其他方面无疑是犀利的进取的。在涉及到愤青体系时，完
全就是上面提到的第四种人。ok，完全同意西方不是好东西理
论，而且从统治者角度讲，用法家的思想治国是利于统治的，
问题是，我们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行吗？利于统治就一
定利于进步吗？不说寻找一个在维护国家强大与保证人民权
利的平衡点，不说少点七十码李刚门，反而怪人民发帖子看
韩寒。puei！就中国的历史来讲，国家挂了，绝不是人民的原
因，也不一定是人民的力量，但一定是人民的痛苦。



我晕，怎么写这么远，能通过不？

中国人读后感篇二

辜鸿铭的思想主要是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其代表作《中国
人的精神》详细阐述了其主要观点。然而对于书中毒害女性，
维护封建社会摧残妇女身体的“三寸金莲”思想，否定女性
自身的独立能力与价值，将女性置于一个“无我”地位的论
述，其内在逻辑推理过程明显存在不足之处。下面就我个人
看法提出以下观点。

一丈夫纳妾等于爱妻子?

辜鸿铭说：丈夫允许纳妾所含有的对妻子的保护，是丈夫对
妻子的爱。辜氏的纳妾观令我十分费解。丈夫纳妾怎么就成
了一种保护，一种对妻子的爱了呢?让我们来整理一下这里面
的逻辑关系。

2正是中国妇女的无私，才使丈夫在纳妾时避免妻子不受到伤
害?

我想，这一点不用我多说了，历朝历代宫廷中的勾心斗角，
争风吃醋，便足以推翻辜氏的论调。后宫佳丽三千。昨夜风
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
锦袍。便是对宫里女人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每天充满希
望地翘首等待，在等待中渐渐磨去了棱角和耐心。接踵而来
的是失望、痛恨、绝望，是容颜难再，青丝变白发。而那个
高高在上，睥睨天下的君王此时又在哪里?面对万千粉黛的新
人们，男人早已将那些旧人们遗忘在了冷风里，一刻不曾提
起。于是女人们谨记只有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如何用尽一切
手段，才能保住君王对自己的怜爱。后宫争斗的结果向来都
是残忍的。不论谁赢，到最后都只是一场空虚的胜利。即使
坐在了皇后，皇太后，甚至太皇太后的宝座上又如何?她们失
去的是昔日的友谊，是曾经关于爱情的幻想。



试问有哪一个女人可以无私到与别人分享丈夫的爱，却没有
一丝丝的妒意?嫉妒是人的本性，面对丈夫怀里别的女人，妻
子们也只能强颜欢笑，忍气吞声。表满上的无私，只是为了
保住现有的位置，讨丈夫的欢心，内心却早已翻江倒海，痛
苦挣扎。原来所谓的丈夫对妻子的保护，只是保护了妻子们
表面上的安然淡定，妻妾和睦啊。

二中国绅士比欧洲骑士对待女性更道德?

在辜氏看来，拥有妻妾的中国达官贵人，比骑着摩托车在大
街上勾搭一个无依无靠的妇女，与其调情一夜之后第二天早
上重又把她抛回到大街上的欧洲人相比，更少自私、更少不
道德。辜氏这样说的原因是，中国绅士为他们的妻妾提供了
一个栖息之所，一个避风港，显然欧洲人的行为更加不负责
任。

中国人读后感篇三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
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
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
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
《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
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
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
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不愧是“清末怪杰”，他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
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
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
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他
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
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
传》)和《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



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辜鸿铭也是一个“狂徒”。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
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
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
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
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
息。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
强烈的自尊。

正是辜鸿铭这种狂放的对自己祖国无比热爱无比自豪的态度，
使他写下了《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从头到尾都在褒扬中国人
的书。

《中国人的精神》，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
代表作。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
阐述“良民宗教”;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第二章论
“中国女子”，第三章论“中国语言”，第四章论“约
翰·史密斯在中国”，第五章论“一个的汉学家”，第六、
七两章论“中国学”;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
与出路”。

在这本书里辜鸿铭详细的阐述了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对中国
文化的看法以及对西方的披露。在这本书里面，他形象的描
绘中国人是活在心灵生活里面的：“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
是绅士性(gentle)，绅士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
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
卑的，但粗卑之中并没有粗野;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
但他的丑陋却并不可怕;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
之中并没有侵略性;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蠢昧的，但愚昧之
中却并没有荒.唐;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黠的，但在他的狡
黠之中却并没有邪-恶。”从这一系列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
出中国人确实有很多缺点，但这些缺点中却又透露出几分可



爱。继而作者由此推论出中国人的第二种精神就是强烈的同
情心，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强烈的同情心之中，
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也是一种感觉的生活，这是由于中国
人把身体作为一个有机体而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由于真正
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感情的或受人类影响的生活，可能有时会
被人说成忽视了应该做的事情。在辜鸿铭看来，又与西方
人“性恶”的理论，进而惧怕上帝和法律，所以需要外在的
强制力去进行约束。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去供养“闲人阶
层”(如牧师、军警等)还不算，更是对人本身造成了强大的
约束，这种约束进而促使人走向极端，延伸到国家机器上就
形成军国主义——无疑，这也是对20世纪初的列强觊觎中国
的一大主因。但中国则不一样，中国有“好公民的宗教”，
即道德感的自我约束，进而延伸到其义务，即忠诚的义
务——无私、绝对的，自然也包括三纲五常等。因此中国人
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于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既
具有成人的头脑，又有孩子的心灵。所以中国精神是永葆青
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

中国人读后感篇四

作者：陈龙（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书记）

摘要：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在扉页题有如下文字：
如果你把了解的所有知识和周围人的话语都撇在一边，用自
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与你原先认识的世
界是不一样的；也许，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才更加真实。

短短的文字不掩思想的锋芒，透射出作者敏锐、犀利的思想。
这段文字高度涵盖了现象学的主要思想，深刻表达了胡塞尔
搁置判断、海德格尔抛弃前见、梅洛？庞蒂回到前意识的世
界的思想内涵，颇有佛教量论“现量”之意。

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在扉页题有如下文字：如果
你把了解的所有知识和周围人的话语都撇在一边，用自己的



眼睛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与你原先认识的世界是
不一样的；也许，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才更加真实。

短短的文字不掩思想的锋芒，透射出作者敏锐、犀利的思想。
这段文字高度涵盖了现象学的主要思想，深刻表达了胡塞尔
搁置判断、海德格尔抛弃前见、梅洛？庞蒂回到前意识的世
界的思想内涵，颇有佛教量论“现量”之意。

通读完全书，感慨系之，这里谈两点肤浅的认识。

第一点，我认为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应该
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其价值。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按照梁启超的
说法，大致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学习，曰：器物、制度、文化
（参：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鸦片战争失败以
后，国人以为，西人不过是挟“船坚炮利”之便，若我有此
坚船利炮则一定会国富民强，一雪国耻。于是，有了洋务运
动。可是，甲午海战，号称东亚第一雄师的北洋水军却败得
一塌糊涂，惊醒了国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
能解决国家实际问题。于是，一批一流人才，透过技术层面
转而探讨西学的内在价值，看到了西方实用的技艺背后必有
非实用的理论为其先导，因此，有的学者大量的翻译引进西
方的政治理论、哲学著作，如严复；有的直接从政治制度的
层面希望通过制度的变革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如杨度。这
一思潮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国共之争。然而，制度也并没
有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依然落后挨打。二十世纪初，
有学者乃从文化层面开始探讨中西差异，探讨中国落后于西
方的原因是什么，鲁迅等人更是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对国
人进行的无情的思想精神鞭挞，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
化热”,其实仍是此大背景下的继续探讨。我们知识分子百年
间，引进这个学习那个，弄来太多外国人的洋理论，有什么
成效么？我们的国家现状一次比一次糟糕。可见知识分子之
害祸国殃民。楚渔先生不是知识分子，他的书也不是什么理



论专著，可他却提出了治国救民的良方。

楚渔先生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传统的思维模式”,
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的最大弱点是：模糊、混乱、僵化。他
认为：“思维模式是环境和文化造成的，但是，一旦思维模
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和习惯，就和原来的文化失去了有机的
联系，文化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少，()反而是思维模式
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思维模式开始主宰文化了”.因此，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实际上，通过楚渔先生的大作，我理解他所指的中国人的传
统思维模式是特指宋明以后，中国人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意
义的认知心态与认知方法。

这种认知心态和认知方法，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是中国文
化优于西方，因而出现了殷海光先生所说的“价值迷和事实
盲”.这也就暴露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即容
易混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认知的独立性始终未能得到充
分的发展。换言之，就是一般学者较为普遍言及的中国传统
中逻辑、知识论的意识不发达，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
而真理的精神。楚渔先生所批判的中国人不求真、不精确的
精神就是和这个缺陷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胡适之先生早
在民国初年就批评的“差不多先生”主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十九世纪末，中国第一流的学者，
如俞樾、王]运等人，面对西学的刺激，其言论中仍无视，乃
至漠视西洋文明所取得的成绩，顽固地不加区别地认为中国
文化优于西方文明（钱穆先生对文化与文明有具体的界定，
钱先生的界定代表了传统中国学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与西洋
文化的内涵，这里就是取此意）。俞樾反对学习西洋文明，
主张以中国“拙”的精神文化来制西洋“巧”的物质文明，
他说：“彼挟其心计之巧，技术之工，以炫吾之耳目，而吾
不为之动，则彼固索然而返矣。即或决命于疆场，彼之利器
足以伤我者不过数百人耳，数十人耳。吾赏罚信必，号令严



明，千百为辈，如墙而进，彼奈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
巧”.王]运反对西洋轮船大炮的理由是：“火轮者，至拙之
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
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
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他们的言
论正代表了这种楚渔先生称之为“模糊、混乱、僵化”
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危害。

从学理层面来看，从认知心态与认知方法的角度所反映出来
的中国人思想的缺点，梁启超、翁之镛两位先生分别在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就已经做了检讨。然而，时隔这么
多年，鲜有人接着前贤的思考继续深入研究，取得更多的学
术成果，直到现在，楚渔先生这部大作出来，才接着这些先
贤的思考继续展开了对中国人思维模式盲点的批判。这也正
是楚先生在其作品中所批判的。

第二点，我认为楚渔先生的大作提出了很好的探讨中国人思
想缺陷的'视角，即是从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角度，这是一
个很有意义的思想史研究课题。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关于中国人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研
究，在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是比较缺乏的。中国人注重意义
世界、人文世界的建构，尤其儒家，基本上是一种朝向意义
建构的人文活动，基本上全是假大空的废话。比较缺乏对客
观事物深入细致的客观化的、科学化的研究，不像西方文明，
重视一种手术室里的解剖行为，故而产生了精确化的科学技
术。

概言之，楚渔先生所指的从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角度来重
新审视中国人思想的缺陷，可以从两个角度再做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一是就作为认知手段的思维方式而言，可以具体去
探讨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诸如：“类比思维”、“联系
性思维”、“具体性思维”、“演绎思维”等；二是就作为
建构哲学系统的方法之思维方式而言，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运



用的思维方式甚为多样、多元，不一而足，诸如：“身体思
维”、“隐喻思维”等（参：杨儒宾、黄俊杰编：《中国古
代思维方式探索》）。如果我们学界能够以对楚渔先生这部
作品的研讨为契机，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
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思维方法，认知态度、
认知方法的研究，乃至对于中国人素质、素养的提升，都会
取得积极的成果。

中国人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送给爸妈，让他们知道我长大了。

我是一个90后的小北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地地道道的
老北京，从很小的时候长辈就教育我要懂礼讲理。

比如：和长辈说话要说您，吃饭时候不能吧唧嘴、不能把筷
子插在碗里、不能把手搭在桌子上、有长辈在的时候要请长
辈先动筷子......

小时候可没少因为这些事儿挨揍，那时候觉得家里人规矩太
多了，也会觉得很烦，现在二十多了才开始体会到，如果不
是因为那时候爸妈的管教、爷爷奶奶的唠叨，如今在社会上、
工作中也不会如此顺利。

感谢刘一达老师，让我再次看到了小时候长辈教育我的情景，
老礼儿不光需要传承，也是老一辈儿人的情怀。

买了这本书，送给爸妈，让他们知道我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