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的关系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优秀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的关系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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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的关系篇二

读《新陈代谢》这本书我感受到的是西学东渐和中国人的'现
代化历程。从鸦片战争被大炮打开国门时期只有林则徐为代
表的少数几个人觉醒，到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
技术以自强求富，再到甲午之后维新派学习西方制度以自强
保种，随着西方侵略、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的知识分子学
习西方也逐渐鞭辟入里。在中学历史中，描述洋务运动、维



新变法时常常说它们失败了。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无论林则
徐、奕李鸿章还是康梁，他们都是领先于时代的人。它们每
走一步，都会受到守旧势力的阻挠，也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
“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在这条路上每走一步，就把中国
社会新陈代谢的历程推进了一步。书中在叙述公车上书时
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
命”，他们是政治的先驱也是教化的楷模，无愧于知识分子
之称。

《晓寺》中说“时代如骤雨般激烈动荡，无数的雨滴洒落到
每个人的头上，每个命运的石子都遭受了淫雨的侵袭。”每
个人在承受侵略者带来的腥风血雨之时，也感受到了随之而
来的西方和风细雨。如果说政治方面的新陈代谢是血雨腥风，
那么社会生活方面的新陈代谢则是润物细无声。电影、小说、
新式戏剧、新式婚姻等等，这些新的事物在改变国人生活方
式的同时更传递着西方的近代价值观，新陈代谢从物质层面
渐渐深化于精神层面——“始于变俗终于变礼”。

近代化如洪流携裹每一个人前进，读到第十一、十二章，我
才有了这样的观感。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久受压迫的民族意识
的反抗，虽正义、虽勇猛，但仍是反潮流的。辛丑之年，其
失败带来全面的臣服和西化，半殖民地制度正式确立，回到
中世纪的逆流已不能成行，而新的变革又酝酿其中。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的关系篇三

近代社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变数，急剧变化的时期，各
方人物争相上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鸦片
战争一声炮响，国门被迫打开，欧风美雨席卷而来，中国向
何处去？这是盘旋在每一个中国人脑海中的疑问。

台湾史学家蒋廷黻说近代中国社会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
国能近代化吗？如果能，那中国必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不能，中国必将被历史淘汰。从19世纪60年代时开始，



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
近代化起步，在此过程中，社会几度更迭，中国社会在曲折
中艰难跋涉。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就为我们多方位全程展示
了这样一个过程。作者认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
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
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
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有外
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
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的推陈出新。

本书语言优美，角度新颖，处处可见发人深省的观点，读后
让人爱不释手。中国近代史在必修三册上都有内容，并且因
其在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近代史的内容相对重
要。

下面我简单列举几例，与大家共飨。

“立宪派是维新派、保皇派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改良势力。
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争夺的着重点不一样，依次形成为三个
不同段落的分称：戊戌变法时为维新派，戊戌政变后为保皇
派，日俄战争后为立宪派。这些变换的称号反映了各自的主
旨，也略寓褒贬，但改良派一直是他们的总称。”在讲授康
有为、梁启超等人时对这些名字我也是略懂一二，但不甚了
解，给学生讲解也是半天说不明白，经他这么一说，简单明
了。

“在中国古代，‘衣服有制’……因此变异服饰并不仅仅是
个人的兴趣爱好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的外在
表现。它的更新，往往是社会制度和风俗习尚变迁的一个标
记。正因为如此，近代一些力主革新的进步人士常常把异服
饰同政治变革相联系。”这个时候我们才更加明白了为什么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才推动服饰革新，这里面不仅仅是外表的
好看与否，还蕴涵了更多的内容，从而使我们对课本的理解
更深。

作者对义和团的论述为：“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蕴含着经
济意识……义和团对于‘西洋人的一切器物一概烧毁，这都
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
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正义性，又决定
了这种正义斗争的历史局限性。”辩证的看待义和团运动，
短短数语，思想的深刻性已显现出来。

书中这样浅显优美的文字处处可见，有见地性的论点也是层
出不穷，几百万字的著作，读着都让人不觉得累，我想这就
是大作的魅力。“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
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
点。”要想在课堂上拥有“胸藏万江凭吞叱，笔有千钧任翕
弘”的气度，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这取决于我们的文化底
蕴，这底蕴只有读书能给我们。

有人说，教师是天生的职业读书人，职业的学习者，阅读是
教师实现专业维持的主要手段。黄庭坚“人胸中久不用古今
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
味。”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尤其是高中老师，每天学
校里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从我来说，很多时候就总是自己
原谅自己，为自己不读书找理由、开脱。有时候想想，长久
下去，坐吃山空，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好，哪怕是随便翻翻。
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读书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的关系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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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的关系篇五

依然不知道正式的书评应该怎么写，读完《近代中国社会的



新陈代谢》依然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是的，看书的过程
中时刻能看到高中近现代史书里的文字，总结性质的，判断
定论性质的，但是这些结论的得出是那么自然流畅，合情合
理。高中历史书是给了一个空荡的骨架，而本书展现的则是
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历史。如果我高中能下功夫看看这
些书，文综就不至于那么悲催了。还好现在得看也不晚。

渐渐喜欢这些社科书的原因是，你能在看书的过程中体会到
作者的谆谆教导，就像一位有着真正学识的老人，拉着你的
手，向你传授他的知识，而非课堂上那些胸无点墨的装逼老
师。说胸无点墨也许夸张，但是既然我起点已经这么低了，
为什么还要受“非大师”的荼毒呢？读书的自我拯救意义在
此吧。还有这类史书中作者的情感寓于字里行间，那些热血，
那些激扬，都克制在平实的叙述中，可你却能被这些克制的
情感影响，甚至热泪盈眶。这些思维的体验真是自找的享受。
所以我越读书，越不想去兼职、做社团、和无关紧要的人聊
毫无意义的天。每一分的时间都是那么重要，虽然每一分的
快乐和体会都难得有人分享。有点遗憾。

本书从清廷末期写起，直到历史选择共产党结束。皇皇三百
年大历史，从庙堂到人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层阶级发
挥力量。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合约、公车上书、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派遣留学生、太平天国、义
和团、民间起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几百年的历史，几
代人的颠沛浮沉，无非几个关键词而已。然而站在历史的后
面才看见，那些站在时代顶端的人有多么重要，上层的政策
决断对整个国家有多么大的影响。“宁为太平犬，不做战时
人”？无论哪个时代，感觉真正的“人民”都是无关紧要的。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已。如若领导者英明神武，则
身在好年月，如果决策者罔顾人民，那百姓就会活得更苦一
点。作为平凡人，看到乱世的中国人如何头破血流一往无前
地探索、实践、想让国家更好，人民生活更好，不免感到敬
佩和崇拜。无论年龄，能力，这些人的精神和态度，才
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原因，这些才是智慧之光。



那么，于大格局观之，谁又不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能力
有高低，心愿殊途同归。即使历史不选择你我，即使被人之
恶迫害误解以至心寒受尽磨难，于己却一生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