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土中国读后感最后(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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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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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读后感最后篇一

中国人傍“土”为生，“乡土中国”更是极其生动的囊括了
当今的中国。

费孝通先生说，“土”并不是个贬义词。中国人的最根源便
是靠着一方土地生活，“土气”也从而扎根在了心里。

我并不是农民出生，但也或多或少的接触这“农民”这一阶
级的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的特色。就像西
方国家很难意会到那些拿着锄头的人，身上有着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革命时期，
中国的血脉大多还是流淌在农民的骨子里。

我所认为的“乡土”，是个别具风味的词，这让我联想到艾
青的《我爱这土地》。“乡土”既是中国的土地，也是中国
的风味；既是物，也是情。中国大半辈子都在土里扎根，也
是这一方土地孕育了一方人情。在农村里的乡土情，能把几
户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家串起来。毕竟村子就那么大，农民的
性子永远比不得商人的弯弯绕绕。

当今时代的发展，农村也逐渐成了城市的修饰。我常听人拿
农村人和城里人做对比，比没两下话语中的嘲讽之意毫不掩
饰。城里人有作为，城里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城里人有教



养……但殊不知中国人本就是农村出身的。农村人心思直，
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农村的孩子勤劳能干，身子板硬。其实
没有聪愚之分，只是较比的方面不同罢了。反观人情世故，
中国人骨子里原有的热情好客，却被城市的忙碌扫得一干二
净了。我不认为应该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土气”这个词，
同样觉得农村和城市应该是平等的。

总的来说，中国人是含蓄的，是有秩序的，是有“礼”的。
这本书以浅入深出的方式将中国社会剖解出来，且又富有生
活气。既是通俗易懂，又值得一读。

乡土中国读后感最后篇二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让我们好
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你想知道读
后感怎么写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乡土中国》读后
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于乡土习惯与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
是了，还用的着多说吗?”这类话是我们形成的乡土习惯，但
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乡土社会从熟悉
得到信任，而现代社会口说无凭，还要签个字，画押，形成
法律。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
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我想这点体现
得很明显，当我们走出那片乡土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
我们会有诸多的不适应，我们会爽快的答应别人，我们不明
白为什么说好了这样却没有照办，不明白为什么不怎么熟悉
还要满脸堆笑，因而我们会受骗、会受伤、会被别人说成傻，
可是，真的是傻吗，只不过我们的乡土习惯已经不适应这个
现代社会罢了。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



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
铭刻在心。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
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
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
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
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这才是我读《乡土中国》的第一遍，我还会读第二遍、第三
遍。希望每一次都会有收获!

乡土中国读后感最后篇三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
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
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
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可是，母亲心
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
生”――挖苦菜.此刻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
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
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
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
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样花钱，吃的自我都能够种，家家
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
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
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必须道
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
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齐住，
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
在一齐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



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
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
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齐除了是种
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
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
近叫着乡邻一齐做工，效率也高，今日一齐去张三家打麦子，
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那里没有任何商业
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
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一样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
只是因为在一齐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
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村属
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
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
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仅有生于斯、死
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
高度的了解.我无比庆幸自我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
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
村子里的人都明白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
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
呼.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
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
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
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
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
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
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
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一样，也即群己、人我
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并且公私分明，中国
人则不然.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家里



的”能够指自我的太太一个人，“家门”能够指伯叔侄子一
大批，“自家人”能够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
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个
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
纹，里层是和自我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一
样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此刻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
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
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
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
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
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靠的传统
的生活方案.如此，期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
期望乡村的生活更加完美!

乡土中国读后感最后篇四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本来是以戏谑的心理拿起这本
《乡土中国》，想着我在湘潭看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应景。但
是没想到这是一本特别专业严肃认真的书，我断断续续地看
了一个月，很多地方都还是不是很懂，但是还是感觉受益颇
多。

这本书年代久远，作者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
乡村社会学，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才定稿出版。总之在那个
年代，有一个学者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是一件
让我特别感动钦佩的事情。

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稳定的，所以它的发展进程就相对比
较缓慢，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突然迅速
涌入的东西无法用乡土社会的根生于土地的习俗来应对，所
以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乡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而
且我觉得作者说的很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不能用同一种标准



去衡量，什么是愚什么是聪明，这是一种相对的关系。而且
愚是一种智力缺陷，这样去描述乡村孩子是非常侮辱的。如
果同样是连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嘲笑才显
得相对公正，但是并不见得绝对的知识是衡量的标准，还有
身体素质和动手能力。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相关，溶于骨子里，血缘决定地缘，
地缘就有排斥性，人口不流动，所以新客想要融入一个村子
是非常难的事情，除非他有土地，但是土地又是氏族的受着
保护。

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秩序特别推崇，他认为这是一
种出乎与道德上的礼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会破坏会误解，是
一种被动和强制。但是我觉得传统固然可贵，稳定的社会结
构不代表不发展，在剧烈的时代大冲击上看，新问题的涌出
会加剧，那么按照原有的进程，相关秩序的出现是会落后的，
法治是必然的趋势和进程，这是需要协调和认可的。

他过于否认农村中夫妇两性之间的作用，乡土社会固然是一
个大的团体，但是也是以一个个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组成，我
觉得这种两性之间的联系不是淡漠的，而是牢固的，以这种
联系作为轴才能促进宗族和谐。

总之社会学社会现象是非常深奥的东西，是一种综合的学科。

乡土中国读后感最后篇五

读《乡土中国》时，一幅幅父老乡亲们在田地辛勤劳动的画
面，以及父母亲田间劳作的背影就像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
脑海里。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去田里播种玉米、收割小麦、
秋天切谷子。印象最深的就是五月天割麦。他们割麦的姿势用
“面朝黄土背靠天”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尤其在打麦场
上排队等候，一个村一台机器，五月天抢收，人们在酷热的
天气下汗流浃背。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
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神话故事开始，土就是中国人
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神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是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
社会以农民为荣。

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它就会生长。你不种它，它也
会生长。在农村生活不用怎么花钱。空气是清新的，阳光是
明媚的，水是山底泉水，清澈透明。吃的东西都是绿色食品。
粮食蔬菜家家户户都可以种；田地里有桃树、梨树，核桃树、
柿子树、果树、酸枣树等。做饭的柴火有玉米棒、松树枝等。
过年过节的时候，买点儿糖块儿，穿点儿新衣服，吃顿饺子
就过去了。农村生活简单朴素，让人清心。

我们往上数三代祖辈们是不是都是农民？是不是都是乡下人？
在我们祖祖辈辈们心中，“土”确实是他们的名根子，是他
们活下去的出路，而且世世代代都在重复这样的路。但也正
是所谓的“土”，养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不管时光怎样变迁，社会如何飞速发展，土地依然是大自然
赐予人类的宝物，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希望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人们美好生活后莫忘身后故土，
那才是我们生命之根。

乡土中国读后感最后篇六

在我多年的潜意识里，费孝通都是以一位政治家的印象出现，
但在读过《乡土中国》之后，才了解到政治只是费先生的副
业，他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有了长时间的
田间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再经过逻辑脉络清晰的解读，
就有了对中国乡土社会，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本质基础，最



贴切与深刻的描述。

第一，生存是任何群体的最重要目标。所谓乡土社会与现代
社会，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要义与
风俗习惯都不过是生活在某个时代某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适
应环境，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而建立的规则。

中国人口密度大，在农耕社会土地又几乎是唯一的和最重要
的生产资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礼教”为纽带的乡土
社会是最好的能够平衡个体发展与群体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
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
一切足以破坏秩序的要素都不被鼓励。这也就造成了缺乏了
自然科学创新，人员流动和信息流通的土壤。乡土社会的人
情世故，血缘关系，也限制了讲究“权利”的现代化商业社
会的发展。

第二，乡土社会缺乏流动性，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
会的特性决定这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社会”，
人们更重视“是非”，而不是“权益”。“权益”可以暂时
妥协，甚至人们有意的进行牺牲交换，从而赢得周围人更多
的信任和情谊，所谓“礼”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

在这样的环境下，遵循传统就是生活的保障，传统在封闭社
会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人们从内心形成敬畏
感，使人服膺于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的那套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态并非愚昧落后，而是很好的适应了上千
年乡土社会的特色。“权益”和“契约”是与陌生人打交道
才需要的工具。

中国人不应对自己的传统妄自菲薄。也不要对看不惯，看不
懂的事物妄下定论，或是心生歧视。存在即合理，追踪溯源
便能够明白现状，哪怕是不合理的现状所产生的根基在哪里，
背后的原因有那些。



第三，文化和文字的本质是经验的传承。当社会变得越来越
进步，我们面对的环境越复杂，需要更多的协作，所以文字
就有存的价值，文化也就逐渐兴盛。文字可以将经验跨越地
域和时间的障碍传承下去。

但是在一个不需要经验传承，或者生产生活场景经年不变，
只需要简单的经验传承的社会，所谓的“文化和文字”的价
值就十分有限。人们普遍来说是实用主义，不会为了学习文
化而学习文化。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上千年都处在相对稳定
的环境，交流少，与外界的接触少，生产方式也几乎恒古不
变。口口相传即已足够，古人读书几乎只有做官一个目的，
所以读书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是意义有限的。

第四，中国人对“家”的定义可以无限大，并且家和家族承
担了很多社会化职能。家可以是夫妻二人（生育的组合），
也可以是家天下（事业的组合）。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是一
个绵续性事业社群，以同性为主轴、异性为辅轴的单系组合
更适合于完成社会事业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所有的学科都是相通的，背后都是逻辑
架构与推理说明。化无形为有形，复杂逻辑“简单化”，以
外行和普罗大众都听得懂的语言和文字讲述出来是一种能力，
需要修炼。《乡土中国》也是一本好的逻辑学参考书。

乡土中国读后感最后篇七

我们是不是经常给一些国家或是民族贴上标签?比如战斗民族
俄罗斯、开挂民族印度。而当谈到我们自己的标签时，知乎
上的一个答案很有趣。我们天生爱种菜。我们的外交官在非
洲大使馆种菜，维和部队自己种菜，中国小区的周边空地也
常常变为菜地。

正是看到这个答案，深感认同，我才开始阅读《乡土中国》。
费孝通老先生所作的《乡土中国》是人文社科经典之一。对



当今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文有很重要的启示价值。

在我们拜访亲戚，邻居的时候，敲门。主人问:“谁啊?”经
常听到这样的答案:“我。”熟人社会里，我们可以让对方用
声音判断我是谁。

我们在介绍一个人时会说他是我朋友、我同学，强调这个人
与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用费先生的比喻来说，一个人是水
波圈的中心，其他人根据和这个人的亲疏程度分别分布在一
层一层圈的不同圈层上。根据势力的强弱，这个圈可伸缩自
如。比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家大院宏盛时能有关系的亲戚
都攀关系。而当后来衰败时。只剩下几个人，所以中国人常
说，世态炎凉。

在这样的熟人关系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传统来维持的。
人们之间的行为准则，是上几辈所留下来的，你不用去思考
为什么，只需照做就是了，这就是传统。而在现今变迁很快
的社会，传统是无法维持的。所以出现了很多礼崩乐坏的现
象。其实这说明有些传统的确不适合当今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有农耕社会的文化基因，同时又接受了现代教
育，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人们之间的观念差异很
大。我们和社会一样矛盾。

“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
可以停止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恋爱
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
可以是生命意义的创造。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这
是费老先生对两性关系的一种畅想，但他也知道，在传统社
会中，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传统社会更提倡两性关系
是一种被安排的、不必发生激烈情感的关系。即是“包办婚
姻”。

这些都让我对传统社会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在我的脑中形成



了目前中国人很多行为的原因，很有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