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现实社会感悟的句子 近代中国社
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模板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要好好
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现实社会感悟的句子篇一

历史的灰烬，文化的余烟在苦旅中袅袅升起。夕阳西下，余
光浸染了华夏沃土过去的辉煌与衰败。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仍有余温。黑格尔

初识书题，对作者与书的地位还一片茫然，只觉新陈代谢还
有点意思，但却在潜意识里暗自不屑，不过又是一本将中华
民族近代半殖半封进程，被列强侵略的屈辱和改革崛起的辉
煌机械化复述一遍，内容浅显浮于表面，潦草地将这份耻辱
用文字表达出来，再盲目歌颂一遍中华民族伟大不屈精神，
却不理解其深层内核的历史备忘录罢了。

再见其文，心态却已天翻地覆。陈老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实
在不同凡响。

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是切身的喜悦
和感伤。

特意查询了资料，陈旭麓先生是出生于我国的湖南省湘乡县，
从1918年出生直至1988年去世。他曾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上海
大学教授联谊会，也曾实实在在地投身于民主运动，他亲身
经历过新中国的成立，更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史学研究。我
们可以看他生存的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是经历了中国巨变的



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看他的文字其实他是一个亲身经历
者。由一个经历者去写这样的一段历史，本来就会更加的有
温度。所以在我读这本书时感到自己并非只是在看一堆史料，
冰冷遥远而不真实，而可以读出他其中蕴含的情感。这种亲
身经历使他的这一著作可以说是深入至近代中国社会的每一
个细胞。

这本其貌不扬的著作，突破了以往围绕重大政治事件，如太
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来构建历史发展的框
架，它不仅仅从政治角度，也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军事
斗争，甚至是风俗习惯、社会心态等被往往被广庭大众所忽
略了的生活细节去研究这段历史。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本书的独创之处更是
在于，从新陈代谢的角度去研究近代中国的变迁。新陈代谢
在生物学中指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及生物体
内物质和能量的自我更新过程，而作者将这一概念引申到了
历史研究领域中。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
作者这一独特的研究角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史
的分析解说，更是让读者用历史的维度重新认识自己，引人
深思，更深入地去挖掘历史问题。

我对此书一开始的不屑也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我对这段历史
对逃避。在传统认知中就是一段屈辱史，统治人愚昧无知闭
关锁国，官员腐败贪婪外敌掠夺更是肆无忌惮，这样一个内
忧外患对年代，属实是不光彩。相比之下，盛唐强汉诸如此
类较伟大的时代。彼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军事都让
我炎黄子孙油然而生一种自豪之感。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正在
走下坡路的时代，我内心是抗拒的。而这本书则改变了我的
看法。

穷则变，而变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书中这样的
一句话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我们可以感受到，自鸦片战争起，
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却一直在挨打，像
一个残败的破皮球一样，就连几个小国都可以随意摧残。我



们割地罚款，我们被迫开通港口，我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变化。我们经历过戊戌变法，
国民党推翻了满清政府，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我们一直都
在抗争，不断地寻求突破。是失败让我们变化。突破是痛苦
的，但也是一种涅槃。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像他们
提起的黑历史，我们努力向前，去改变它，所以我们的人生
又上了一个台阶。黑历史是屈辱的，努力突破的过程也并不
如影视剧里那般美好，但它们却都是可贵的。

戴逸曾有言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
在和未来。尽管现在国家已经强大，这世上再没哪个国家敢
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但它依然是脆弱的，一触即碎一般，
因为新时代的青年们，能体悟到它泛黄记忆的寥寥无几。正
因如此，我们更应直面历史。是陈老先生用这本书给了我这
番勇气与信念。

这句没有社会形态的质变，历史将永远在岁月中盘旋。也同
样让我感触颇深。此话初读来我并不理解。后来细细品味一
番才体会到其深刻之处。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由量变到
质变的一个过程，那就是一种变向的突破。只有突破了原先
的旧俗传统的封建枷锁，才可以有新生命的诞生，新的文化、
新的思想才有机会发扬。这便是一种社会的新陈代谢。

陈老先生用新陈代谢这一词，也能够反映出了他对历史的乐
观。他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的。我们的时代也总是在进步的。
这种进步，不是这个国家是否强盛，是否称霸。而是这个国
家的思想文化，这种精神，这个社会的规则治理，文明的进
步。这样的观点让我十分赞同。就如同从小就挂在嘴边的时
代在进步一样。我坚定不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只会让我们
变得更加富强。

社会的新陈代谢都是历史的选择。中青网上曾读到一句话今
天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未来就会如何记录今天。我们既已无
法改变历史，那就直面它，穿过历史的大门通向未来。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现实社会感悟的句子篇二

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时期，是中国
社会发生一系列剧变的时期，是中国人民开始了灾难深重的
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学会了在屈辱中挣扎，学会了反
抗，甚至学会了反思。

在行文中，作者没有用研究的视角去割裂历史的原貌，而是
把叙述与分析相结合，把结构性的分析渗透在具体的历史叙
述中。这种写作方式，既突出了作者自己的分析视角，又保
留了历史叙述的时序性和完整性。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叙
述历史的方法。

在此，我首先想写一下作者。也许是因为我才学尚浅，看到
作者的名字，我并不熟悉，确切的说是没有听说过。仔细查
阅资料，才发现陈旭麓先生的文字遍及各处，部部书中都尽
显他的文学底蕴之深，才学之广博。他一生都致力于史学研
究，一生写过许多影响颇大的论文，编著过许多书籍。“刘
知几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
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三长”之中，最重要的
便是‘史识”陈旭麓先生的好友这样评价。

李大钊说过：“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
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
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
而且反有以增进。”他认为，“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
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他把历
史比作“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登之愈高，
无限的未来世界，才能看得愈加清楚。视野开阔，不拘泥于
旧有成果和正统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
的真由，更是这本书的亮点。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开始旧世界、
土地私有和买卖、官僚政治、宗族、儒学。这些都可从书中



分析出来，可以更加真实的体验当时的社会情况。试想一下，
如果将你抛到当时的封建社会时期，你将怎么办？如同他人
一般，苟且一辈子?在地主压迫下过活一辈子？大概每个人的
想法都不一样。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陈先生说，漫长，是与西方相比
所得的结论。其含义可以归结为两点：时间跨度和历史进程。
在这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错重叠
留下了斑斑血迹。1640年到1840年，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一
个机械化的时期，可是我们中国却依然重复着旧有的圈子行
驶，再强的国力也抵不过西方的先进工业。我们落后了，随
之而来的便是殴打，赤裸裸的剥削。旧王朝还在腐朽中苟延
残喘，殊不知接下来的是怎样的一个灾难。书中写到“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然而占
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
有少最土地。”对于这个时期土地的私有和买卖，的确也是
腐朽的一大表现。陈先生用一个臣子上书奏折的例子生动的
讲述了土地分配的不平等，这种现状实在是令人悲哀。宗族
与行会和儒家思想。也是存在与当时的社会之上的。陈先生
介绍：“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
者的互助组织，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至于儒家思想，似乎更能契合专制君权的需要。也许正是因
为行会和儒家思想的存在，才使得百姓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
些吧。

书中说道：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停滞，
社会总还是在变化的。这种变化，因为微小，仅以前后相接
的两个朝代而论可能不太明显，但隔开几个朝代加以比较，
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一度出现过
比较明显的转变迹象。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
争之后。这是陈先生对长期性的一个全方位的解答。

《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重视历史规律的总结，将一个
完整的近代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段充满了血与泪的时期，



我们难以忘怀，也不能忘怀。它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中成长，
在一批有一批人的艰辛求索中升华。读完这段的历史，多了
些心酸。

历史的灰烬，文化的余烟在苦旅中袅袅升起。夕阳西下，余
光浸染了华夏沃土过去的辉煌与衰败。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仍有余温。黑格尔

初识书题，对作者与书的地位还一片茫然，只觉新陈代谢还
有点意思，但却在潜意识里暗自不屑，不过又是一本将中华
民族近代半殖半封进程，被列强侵略的屈辱和改革崛起的辉
煌机械化复述一遍，内容浅显浮于表面，潦草地将这份耻辱
用文字表达出来，再盲目歌颂一遍中华民族伟大不屈精神，
却不理解其深层内核的历史备忘录罢了。

再见其文，心态却已天翻地覆。陈老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实
在不同凡响。

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是切身的喜悦
和感伤。

特意查询了资料，陈旭麓先生是出生于我国的湖南省湘乡县，
从1918年出生直至1988年去世。他曾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上海
大学教授联谊会，也曾实实在在地投身于民主运动，他亲身
经历过新中国的成立，更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史学研究。我
们可以看他生存的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是经历了中国巨变的
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看他的文字其实他是一个亲身经历
者。由一个经历者去写这样的一段历史，本来就会更加的有
温度。所以在我读这本书时感到自己并非只是在看一堆史料，
冰冷遥远而不真实，而可以读出他其中蕴含的情感。这种亲
身经历使他的这一著作可以说是深入至近代中国社会的每一
个细胞。



这本其貌不扬的著作，突破了以往围绕重大政治事件，如太
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来构建历史发展的框
架，它不仅仅从政治角度，也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军事
斗争，甚至是风俗习惯、社会心态等被往往被广庭大众所忽
略了的生活细节去研究这段历史。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本书的独创之处更是
在于，从新陈代谢的角度去研究近代中国的变迁。新陈代谢
在生物学中指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及生物体
内物质和能量的自我更新过程，而作者将这一概念引申到了
历史研究领域中。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
作者这一独特的研究角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史
的分析解说，更是让读者用历史的维度重新认识自己，引人
深思，更深入地去挖掘历史问题。

我对此书一开始的不屑也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我对这段历史
对逃避。在传统认知中就是一段屈辱史，统治人愚昧无知闭
关锁国，官员腐败贪婪外敌掠夺更是肆无忌惮，这样一个内
忧外患对年代，属实是不光彩。相比之下，盛唐强汉诸如此
类较伟大的时代。彼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军事都让
我炎黄子孙油然而生一种自豪之感。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正在
走下坡路的时代，我内心是抗拒的。而这本书则改变了我的
看法。

穷则变，而变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书中这样的
一句话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我们可以感受到，自鸦片战争起，
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却一直在挨打，像
一个残败的破皮球一样，就连几个小国都可以随意摧残。我
们割地罚款，我们被迫开通港口，我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变化。我们经历过戊戌变法，
国民党推翻了满清政府，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我们一直都
在抗争，不断地寻求突破。是失败让我们变化。突破是痛苦
的，但也是一种涅槃。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像他们
提起的黑历史，我们努力向前，去改变它，所以我们的人生
又上了一个台阶。黑历史是屈辱的，努力突破的过程也并不



如影视剧里那般美好，但它们却都是可贵的。

戴逸曾有言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
在和未来。尽管现在国家已经强大，这世上再没哪个国家敢
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但它依然是脆弱的，一触即碎一般，
因为新时代的青年们，能体悟到它泛黄记忆的寥寥无几。正
因如此，我们更应直面历史。是陈老先生用这本书给了我这
番勇气与信念。

这句没有社会形态的质变，历史将永远在岁月中盘旋。也同
样让我感触颇深。此话初读来我并不理解。后来细细品味一
番才体会到其深刻之处。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由量变到
质变的一个过程，那就是一种变向的突破。只有突破了原先
的旧俗传统的封建枷锁，才可以有新生命的诞生，新的文化、
新的思想才有机会发扬。这便是一种社会的新陈代谢。

陈老先生用新陈代谢这一词，也能够反映出了他对历史的乐
观。他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的。我们的时代也总是在进步的。
这种进步，不是这个国家是否强盛，是否称霸。而是这个国
家的思想文化，这种精神，这个社会的规则治理，文明的进
步。这样的观点让我十分赞同。就如同从小就挂在嘴边的时
代在进步一样。我坚定不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只会让我们
变得更加富强。

社会的新陈代谢都是历史的选择。中青网上曾读到一句话今
天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未来就会如何记录今天。我们既已无
法改变历史，那就直面它，穿过历史的大门通向未来。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经典书目很多，陈先生的这本书以其精准生动的修辞和独特
的书写视角击中了我。“新陈代谢”这个词，有“陈”
有“新”，但最重要的是“代谢”这一动态过程。这是任何
一位本书的读者都能在陈先生的笔下感到的。此外，“新陈



代谢”是一个生理学名词，它的主体是人。而正是这一个
个“人”，才组成可以在修辞上具有“生物性特征”的“社
会”。这恰恰对应了陈先生在本书的书写视角——以基层社
会视角来概述这段历史。由此，陈先生所运用的“新陈代
谢”，确然为一种描写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总括，且围绕着
作为历史主体的“人”。

真实世界里，“人”多时多地同时地存在，在描写这
些“人”之时，历史是混沌之局。后人描写之时，可以做到
一定程度的抽象与提炼，但是这一过程，往往把身为“人”
最重要的“个体性”泯灭掉了。另外，把多种视角放入同一
个文章结构中来，作者很难转换自如。因此，陈先生在写作
中也只是力图从基层社会视角来概述这段历史。

本书的另一书写创新是着力于刻画社会基层的面貌。我们都
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一种已
知的“历史事实”。它在社会传播中，不断被重复、充盈于
我们的耳朵。对于这样“历史事实”，更多的突出了那个时
代的弄潮儿的事迹，但对时代潮水中被裹挟的大多数，
是“失语”的.。但这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我们想要一窥
基层社会的面貌，必须通过在当时具有书写能力的人所著写
的一类作品——往往是话本、小说、笔记中，方能出入其间。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选择是史料的视角，未免陷于著
写者的“审判”；如果选择已然的一种史观，又未免“师心
自用”；不论哪种，带来的都是一种“想象”的可能。如何
避免这种可能？恐怕一时难以回答。这也是陈先生所说
的“没有超然于人我的历史著作，史著都是客观要求作用于
主观认识的产物”。

在义务教育中，为了使我们更快掌握一种作为知识性的“历
史”，与“历史”有观的读物都往往选择抓住重点，书写大
事，交代因果，略微交代发展，最后总结意义。这种著写方
式的好处不必言说，但是坏处很明显，它窄化了人们去观察
历史的视角，且最重要的是把时间的单程性推理到到历史发



展的“目的性”。但实际上，纵然时间的发展是单程的，但
是由“人”所承担的历史往往是复杂多面的，呈现出一
种“混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面对这种“混
沌之局”，陈先生选择了“新陈代谢”的视角，把参与“代
谢”过程的各类社会细胞、社会组织、社会系统描写出来，
打开了后人的观察角度。这种书写视角令长期接触知识
性“历史”的我耳目一新，也为后人提供了新的历史书写的
思路。

现实社会感悟的句子篇三

——1840年-1912年的中国历程

内容简介：

书名：《近代中国的历程》

作者：《文史知识》编辑部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主要内容：该本《近代中国的历程》主要讲述了中国近代的
历史。一共包括了七个章节，分别是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
走向世界、女界革命、乡下人进城、晚清的上海租界、尚武
的精神、革命。本书不仅仅讲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而且从
不同的层面分析了近代中国。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明定国是：
背景与意义”、“20世纪新中国的呼唤——《少年中国说》
论析”等等。本书将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包含在内，并且细
致的描写了各个事件的背景和发生的过程。



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近代的中国，所以总是觉得近代中国的
历史离我很遥远，但是在阅读了《近代中国的历程》这本书，
我想，其实我们距离那些历史并不遥远。众所周知，近代中
国是一个由封建帝制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在
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又出现了诸如戊戌变法、兴建新式学堂、
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事件。在这本《近代中国的历程》中，
告诉了我们近代中国如何由封建国家发展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国家，而那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又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我觉得说起近代中国，不得不从清王朝开始说起，清
朝统治时间为163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
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本应
该统治时间再长一点的国家，由于专制、闭关锁国、落后世
界而灭亡，其过程也是惨淡。然而，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
而签署了《南京条约》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从而开
启了中国近代史。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闭关锁国自给自
足的国家都不可能长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是交流，
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
领导人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出访，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访问，而
是一种文化与发展的交流，只有互相汲取，取长补短，才能
够拥有更好的发展。显然，清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导
致了被迫开启大门的结果。或许我们也可以给予理解，毕竟
当时的清王朝是一个封建国家，所谓封建，必然不会用这种
新式的思想去管理一个王朝，或者说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意。

除此之外，《近代中国的历程》还讲述了近代中国晚清时
期“女权”的诞生和发展。记得曾经上历史课，同学们总会
开玩笑说女生要是在封建社会早就结婚嫁人了。想到这里，
我不禁开始感谢近代“女权”的诞生，如果没有它的诞生，
可能女性地位还是低微的，而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美好的生
活。从1898年在上海开办“中国女学堂”开始，女性的地位
开始有了转变，不断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堂和女报。但是
从晚清女权思想史上来看，吴孟班为女性思想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她看中女子自我权益的完善，并且讲求“增进妇女之



学识”的目的是“发达妇女之权利”。我想，“女权”的诞
生也不仅仅是对女性地位进行改革，更是国家民族思想上的
提高，这不只是有利于维护女性权益，更重要的是对国家的
巨大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感谢“女权”的存在。

在讲述了这么多以后，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就是“革
命”。“革命”不仅仅是本书的结尾，也是清王朝的结束。
中国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起辛亥革命，想必我们都
不陌生，历史书上经常有这样一段话来说辛亥革命：1911年
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
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
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
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
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
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
命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
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
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我想，辛亥革命存在最大的意义就是开
启了中国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崭新的一切。

《近代中国的历程》这本书，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中国近代历
史，也包含了很多中国近代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包含了
作者对历史的分析。这些历史让我们铭记，历史遗留给我们
的不是抱怨与仇恨，是记住历史。在当代中国的我们，要做
的就是记住历史，然后更好的生活，让我们的国家更好的发
展下去。因为这些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
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近代中国的历程》。

现实社会感悟的句子篇四

经典书目很多，陈先生的这本书以其精准生动的修辞和独特
的书写视角击中了我。“新陈代谢”这个词，有“陈”
有“新”，但最重要的是“代谢”这一动态过程。这是任何



一位本书的读者都能在陈先生的笔下感到的。此外，“新陈
代谢”是一个生理学名词，它的主体是人。而正是这一个
个“人”，才组成可以在修辞上具有“生物性特征”的“社
会”。这恰恰对应了陈先生在本书的书写视角——以基层社
会视角来概述这段历史。由此，陈先生所运用的“新陈代
谢”，确然为一种描写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总括，且围绕着
作为历史主体的“人”。

真实世界里，“人”多时多地同时地存在，在描写这
些“人”之时，历史是混沌之局。后人描写之时，可以做到
一定程度的抽象与提炼，但是这一过程，往往把身为“人”
最重要的“个体性”泯灭掉了。另外，把多种视角放入同一
个文章结构中来，作者很难转换自如。因此，陈先生在写作
中也只是力图从基层社会视角来概述这段历史。

本书的另一书写创新是着力于刻画社会基层的面貌。我们都
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一种已
知的“历史事实”。它在社会传播中，不断被重复、充盈于
我们的耳朵。对于这样“历史事实”，更多的突出了那个时
代的弄潮儿的事迹，但对时代潮水中被裹挟的大多数，
是“失语”的.。但这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我们想要一窥
基层社会的面貌，必须通过在当时具有书写能力的人所著写
的一类作品——往往是话本、小说、笔记中，方能出入其间。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选择是史料的视角，未免陷于著
写者的“审判”；如果选择已然的一种史观，又未免“师心
自用”；不论哪种，带来的都是一种“想象”的可能。如何
避免这种可能？恐怕一时难以回答。这也是陈先生所说
的“没有超然于人我的历史著作，史著都是客观要求作用于
主观认识的产物”。

在义务教育中，为了使我们更快掌握一种作为知识性的“历
史”，与“历史”有观的读物都往往选择抓住重点，书写大
事，交代因果，略微交代发展，最后总结意义。这种著写方
式的好处不必言说，但是坏处很明显，它窄化了人们去观察



历史的视角，且最重要的是把时间的单程性推理到到历史发
展的“目的性”。但实际上，纵然时间的发展是单程的，但
是由“人”所承担的历史往往是复杂多面的，呈现出一
种“混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面对这种“混
沌之局”，陈先生选择了“新陈代谢”的视角，把参与“代
谢”过程的各类社会细胞、社会组织、社会系统描写出来，
打开了后人的观察角度。这种书写视角令长期接触知识
性“历史”的我耳目一新，也为后人提供了新的历史书写的
思路。

现实社会感悟的句子篇五

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时期，是中国
社会发生一系列剧变的时期，是中国人民开始了灾难深重的
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学会了在屈辱中挣扎，学会了反
抗，甚至学会了反思。

在行文中，作者没有用研究的视角去割裂历史的原貌，而是
把叙述与分析相结合，把结构性的分析渗透在具体的历史叙
述中。这种写作方式，既突出了作者自己的分析视角，又保
留了历史叙述的时序性和完整性。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叙
述历史的方法。

在此，我首先想写一下作者。也许是因为我才学尚浅，看到
作者的名字，我并不熟悉，确切的说是没有听说过。仔细查
阅资料，才发现陈旭麓先生的文字遍及各处，部部书中都尽
显他的文学底蕴之深，才学之广博。他一生都致力于史学研
究，一生写过许多影响颇大的论文，编著过许多书籍。“刘
知几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
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三长”之中，最重要的
便是‘史识”陈旭麓先生的好友这样评价。

李大钊说过：“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
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



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
而且反有以增进。”他认为，“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
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他把历
史比作“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登之愈高，
无限的未来世界，才能看得愈加清楚。视野开阔，不拘泥于
旧有成果和正统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
的真由，更是这本书的亮点。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开始旧世界、
土地私有和买卖、官僚政治、宗族、儒学。这些都可从书中
分析出来，可以更加真实的体验当时的社会情况。试想一下，
如果将你抛到当时的封建社会时期，你将怎么办？如同他人
一般，苟且一辈子?在地主压迫下过活一辈子？大概每个人的
想法都不一样。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陈先生说，漫长，是与西方相比
所得的结论。其含义可以归结为两点：时间跨度和历史进程。
在这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错重叠
留下了斑斑血迹。1640年到1840年，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一
个机械化的时期，可是我们中国却依然重复着旧有的圈子行
驶，再强的国力也抵不过西方的先进工业。我们落后了，随
之而来的便是殴打，赤裸裸的剥削。旧王朝还在腐朽中苟延
残喘，殊不知接下来的是怎样的一个灾难。书中写到“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然而占
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
有少最土地。”对于这个时期土地的私有和买卖，的确也是
腐朽的一大表现。陈先生用一个臣子上书奏折的例子生动的
讲述了土地分配的不平等，这种现状实在是令人悲哀。宗族
与行会和儒家思想。也是存在与当时的社会之上的。陈先生
介绍：“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
者的互助组织，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至于儒家思想，似乎更能契合专制君权的需要。也许正是因
为行会和儒家思想的存在，才使得百姓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
些吧。

书中说道：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停滞，



社会总还是在变化的。这种变化，因为微小，仅以前后相接
的两个朝代而论可能不太明显，但隔开几个朝代加以比较，
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一度出现过
比较明显的转变迹象。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
争之后。这是陈先生对长期性的一个全方位的解答。

《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重视历史规律的总结，将一个
完整的近代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段充满了血与泪的时期，
我们难以忘怀，也不能忘怀。它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中成长，
在一批有一批人的艰辛求索中升华。读完这段的历史，多了
些心酸。

本文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