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费孝通传读后感(汇总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费孝通传读后感篇一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国家为“社稷”，“社”就
是土神，“稷”就是谷神，“土”是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
为天。“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他们追求的幸
福生活。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在生息繁衍
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族群文化，他们会形成族规民约，遵
守共同的规矩，人与人建立信任关系，受到道德的约束和制
约。他们的生活经验是长期积累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
迁，人与人交往的广泛，这种单一的交往方式就显出了流弊，
被称为“土气”。

作者的观点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乡村的研究。这一观点
对于我们今天的振兴乡村战略都具有意义，要研究乡村固有
的生存生态，文化生态。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不识字就是愚吗?没
有文化就是没有德吗?没有文化就是低智商吗?原来愚不愚只
看接受书本知识快慢是不够的，乡下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各
有所长，各有所短。这里有一则关于船夫与哲学家的故事：
一次，一位哲学家坐渡船过河，他问船夫，你懂哲学吗?船夫
回答不懂。哲学家便说，那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过了一
会，狂风大作。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
会。船夫就说，那你的生命就将全部失去了。这个故事也同
样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对于乡村，也不能
以一个“愚”一概而论。



至于文化与德的问题，文化与智商的问题也与此有类似的道
理，不可以偏概全。所以费孝通教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全
面，要认识乡土社会的本质。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会引起不同的道德观念。费孝通形象地
将差序格局比作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
愈推愈薄”，就是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种社会格局最大的
特点就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通俗地讲就是个人中
心主义，儒家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
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是个人情
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而在
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平等的，
类似于墨家的兼爱思想。

认识了差序格局，我们就会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社会格局，
分析由此而形成的以族群为主的乡土社会，从而理解家族、
男女感情、礼仪、道德等的形成。这里也使我想起辛亥革命
为什么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是那样的微弱，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是那样的无助，她的抗争又是那样苍白无力，为什么在年节
里祭祀的都是男人，为什么妇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拥有，
费孝通先生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有意筑起了一道男女之间的鸿沟，妇女成为一种附属品，男
女是有别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生
活在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人们对故乡具有很深的情结。
乡土社会的安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先生认为主要靠礼治，
当然也不排除长老统治。“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
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夫子一再倡导治国以礼，处世以
礼，修身以礼，“立于礼”，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必须学习
礼，“克己复礼为任”，一个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
符合礼的要求，因此，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
礼无言，非礼勿动”，对于不符合礼的东西不看，不听，不
说，不做。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育，形成一种生命的自觉，乡土社会有许
多礼数，是人们长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男儿膝下有黄
金”告诉我们人要有尊严;“父债子还”告诉人们诚信是道德
的底线;“远亲不如近邻”告诉我们要处理好邻里关系;“打
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是讲人要有包容的心理;“穷不过三
代，富不过三代”告诉人们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三岁看
大，七岁看老”是讲幼教的重要性等等。费孝通先生说“维
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内心的良心，所以这
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强调了修身克己是要靠教育
之力的，教化使人们养成了敬畏之感。乡土中国就是靠着这
样一些公序良俗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在
振兴乡村计划的国家战略中，这种朴素的仪礼仍然能发挥巨
大作用。

费孝通传读后感篇二

最近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利用晚上入睡前的时间，
本来是要养睡意，哪想这本书有瘾。可能和自己农村生活经
验相关，书中描写的人情世故就像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场景，
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处处闪耀着
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费孝通先生写这本书，是从小处开始，
从生活琐事开始，分析却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另人叹服。
讲到乡下人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似乎总是隔着一层，似乎
很少谈笑风生、谈情说爱就更是少见了，这很像很像农村夫
妻之间的状态，似乎相敬如宾、客客气气的，但这客气背后
确是礼法束缚而至的习惯。这隔膜，我是早就有所感悟的，
但经这本书一点，就更真切了，像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我
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了，但至于为什么，确没见过
什么人讲出个所以然来，这本书给出了答案，对人的启迪远
的很。



费孝通传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被列入了高中必修课本中的整本书阅读的推荐书目，
而另一本必修课本的推荐书目是《红楼梦》，是在好奇能够和
《红楼梦》一起并列必修课本推荐书目的书是什么样的作品，
于是买了这本书打算细细品味。初听书名，还以为是写中国
乡土风味的散文集或是小说、杂文集，后来才知道是学术作
品。

说实话，这本书对我来说，读起来是困难的，不是说理解上
有多困难，而是读起来，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抛去一切杂念
来读，实在太不容易了。可能是学术作品的原因，又是社会
学的书籍，涉及不少专业词汇和专业问题，给我的感觉总是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高难度化，读来有些难以消
化或者说难以产生阅读的快感。

前面的乡土中国读来稍微好一些，有原生态的乡土情味、风
味，也细数了不少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乡村观念、乡土问题，
后面的乡土重建则涉及到了经济、社会、制度等问题，越读
越觉得晦涩，也不太提的起兴趣。

可能也是我个人便好文学类的书籍，更是因为我的水平和阅
历不够，所以没有特别大的收获和感悟。不过，作为教育类
的研究生，我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书籍推荐到中学生的整本
书阅读中有何意义，作品本身的价值和学术高度这是不用质
疑的，但是让高中生来阅读这本作品，老师要花费一定的时
间来完成这样的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任务，是否真正的对学生
有帮助。能不能读懂是一个问题，能否学会读学术类作品，
学会学术文章的写作方法又是一个问题。

这本书中提到了很多次云南，也提到了很多次云南的呈贡，
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有熟悉感，有陌生感，作者笔下的
乡村，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乡村，有本质上的相同，也有形
式上的不同。因为书中的论文及所涉及的调查大多在五十年



代左右，距离现在过去了太多个日新月异的年头，不过，作
者很多关于农村建设，乡土工业的建设似乎在今天看来，得
到了实现，说明作者的调查的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同时
提出的解决措施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写不出什么有质量的书评，因为我实在读不懂、进不去这本
书，可能需要历练可能还需要多沉淀，才能了解乡土中国，
而不是把乡土仅仅局限于我童年成长的的乡土风俗。

费孝通传读后感篇四

在我理解，差序格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亲疏不同
的关系网络。这个格局和西方的团体格局相同的就是格局与
格局之间都有交融性。在差序格局里，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
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
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就有些像一片雨点落在湖水里激
起的圈圈波纹一样，波纹不断向外推延，同时又互相交错，
构成整片湖的联系。而在西方社会中的团体格局里，人与人
的关系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团体构成。所以，我们今天大学
里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大概就是受到这一思想的影
响吧。

另外，据费先生所说，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人们总会存在着
私的念头，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
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并且除了为了个
人那一块，我们都可以说是为了一个“公”去牺牲其他的利
益。似乎都是“大公无私”的，但实际上我们总会披
着“公”的外衣去实现最终的私欲。

费孝通传读后感篇五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
确，作为一个从古至今都依赖着农业发展到今天的国家，农
民的比重很高，农民也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



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以前对中国的农村和乡土似乎没
有太多的感想，但读完乡土中国后，却感觉中国的乡土社会
都是与书里讲的大同小异的。

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正是世世代代的农耕生活养活着在这
片乡土上生活着的农民，所以中国对土地的依赖，造就了这
样的乡土社会，现在的“土”是贬义词，似乎带有点蔑视的
味道，但我却觉得不然，土字就是代表着泥土，“土”就是
乡下人的命脉。从前的农村生活，家家户户春播秋收，挖土
豆、插秧、割麦、剥包谷都是我所经历过的。土地是神奇的，
你对他有一份付出，就会得到一分收获。乡下生活好像也不
用怎么花钱，记得以前家家户户都有井，春天在鸟语花香中
播种，到了秋天便收获，家家有几颗枣树、核桃树、桃树。
柴火上山坎几颗青?木，玉米棒棒也可以拿来烧，逢年过节买
点糖果，添件新衣便是了。可见，“土”孕育了多少生命，
人们聚村而居是有一定道理的。

费孝通先生分析：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原因大概有：一是每家
的耕地较少，所以聚在一起住宅和耕地距离不会太远。二是
水利灌溉需要，聚在一起，合作方便。三是为了安全，聚在
一起为了保卫。四是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平分了家
里的土地，一代一代的在一个地方增长人口。正是土地的不
可移动性，导致了人被固定在那里。在时代洪潮的席卷下，
从乡土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乡土时代的生活方式处
处体现出了弊端，陌生人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
对的，于是“土气”便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
锦荣归的去处了。以往那样每逢农忙时节，约定俗成的家与
家联合在一起收获，今天在张三家割麦，明天在李四家打瓜，
没有报酬，就是在一起吃口饭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了。现
如今的乡土文化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渐也在更新，
摈弃了传统的一些不适用的、不好的，遗留下一些人情的温
度。

乡土社会在时间中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成地缘结合是社会



性质的改变，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不
必计划，所以时间自然会给我们选择出最适合的生活方案，
我们每个人也正如作者所说，教师不应当只是传授已有的知
识，而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所以，找到自己在
社会中的真实定位，为社会的推进与变化积极助推便是。作
为一名检察工作者，我们更有温度的执法，站在乡土社会的
实际中，处理每一个案件，以化解矛盾为出发点，那么社会
矛盾将更少，社会将更加和谐，群众的获得感将更加强烈!

在这也希望，我们的乡村依旧美丽，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