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朱自清散文夏天 朱自清散文仿
写(大全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一

清明过后，雨量开始增加，夏天悄然而至。

一切已经生机勃勃，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草长得更密了，花
开得更香了，树变得更茂盛了。

夏天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热，因为有太阳。清晨，看着太阳从
地平线升起，随后又被一层层云裹住，只能看到裹着它的云
镶上了一条金边，这时的天气还很凉爽。转眼到了上午，没
一会儿，那些云全散了，只有零零星星的几片云朵停留在地
平线旁。一切都染上了金色：草变成了金色，树变成了金色，
山则一半金一半绿。也许有人觉得这已经很热，但这还不是
最热的时候。

到了下午，天上的云更多了，甚至布满天空，但只要往天空
的任何一个方向望去，就会感到刺眼，如果万里无云，那就
更不用说，在阳光下只能眯着眼，眼皮不由自主剧烈颤抖。
如果此时站在阳光下，就好像有许多虫子从四面八方涌来啃
咬你的肌肤，不用一分钟，满身是汗，汗水像一串串珍珠滴
落在地，瞬间消失。

傍晚，太阳变成了橙色甚至红色，就像一个成熟的苹果，清
晰可见。几分钟后，太阳沉没在地平线下，周围的云很快褪
了色，天空变回了蓝色，随后暗了下去。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最想要的就是下一场雨。夏天的雨来得
很突然，热到极致时，开始起风，周围的云被聚集到一起。
天色渐渐暗淡，风越刮越大，把小树都吹歪了，风里带着雨
的腥味和清凉。看样子似乎还没有那么快下雨，但在你不经
意间，它就“哗啦啦”地骤响开来。夏天的雨来得猛，也去
得突然，不到半小时就无声无息了。

夏天，热情奔放，万物鼎盛。这个季节教会我好好珍惜时光，
好好学习生活。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二

在北平整整待了三年半，除去年冬天丢了一个亲人是一件不
可弥补的损失外，别的一切，感谢——照例应该说感谢上苍
或上帝，但现在都不知应该说谁好了，只好姑且从阙吧——
总算平平安安过去了。这三年半是中国多事的时候，但是我
始终没离开北平一步，也总算是幸福了，虽然我只想到了个
人。

北平第一好在大。从宫殿到住宅的院子，到槐树柳树下的道
路。一个北方朋友到南方去了回来，说他的感想：“那样天
井我受不了！”其实南方许多地方的逼得人喘不出气儿的街
道，也是北平生人受不了的。至于树木，不但大得好，而且
也多得好；有人从飞机上看，说北平只是一片绿。一个人到
北平来住，不知不觉中眼光会宽起来，心胸就会广起来；我
常想小孩子最宜在北平养大，便是为此。北平之所以大，因
为它做了几百年的首都；它的怀抱里拥有各地各国的人，各
色各样的人，更因为这些人合力创造或输入的文化。上海也
是五方杂处的都会，但它仅有工商业，我们便只觉得繁嚣，
恶浊了。上海人有的是聪明，狡猾；但宽大是他们不懂得的。

北平第二好在深。我们都知道北平书多。但是书以外，好东
西还多着。如书画，铜器，石刻，拓片，乃至瓷器，玉器等，
公家收藏固已很丰富，私人搜集，也各有专长；而内阁大库



档案，是极珍贵的近代史料，也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历史，
语言，文学，美术的文物荟萃于北平；这几项的人才也大部
分集中在这里。北平的深，在最近的将来，是还不可测的。
胡适之先生说过，北平的图书馆有这么多，上海却只有一个，
还不是公立的。这也是北平上海重要的不同。

北平第三好在闲。假如上海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北平便是代
表中古的。北平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即如电车
吧，在上海是何等地风驰电掣，有许多人上下车都是跳的。
北平的车子在宽阔的路上走着，似乎一点也不忙。晚九点以
后，确是走得快起来了；但车上已只剩疏朗朗的几个人，像
是乘汽车兜风一般，也还是一点不觉忙的——有时从东长安
街槐林旁驰过，茂树疏灯相掩映着，还有些飘飘然之感呢。
北平真正的闲人其实也很少，但大家骨子里总有些闲味儿。
我也喜欢近代的忙，对于中古的闲却似乎更亲近些。但这也
许就因为待在北平大久的缘故吧。

写到这里看看，觉得自己似乎将时代忘记了。我所称赞的似
乎只是封建的遗存，是“布尔”或小“布尔”的玩意儿；而
现在据说非“普罗”起来不可，这可有点儿为难。我实在爱
北平，我所爱的北平是如上面说的。我没有或不能“获
得”“普罗”的“意识形态”，我也不能“克服”我自己；
结果怕只该不说话或不说真话。不说话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过说话大约在现在也还不能就算罪过吧；至于撒谎，则我
可以宛转地说，“我还没有那种艺术”，或干脆地说，“我
还没有那种勇气！”好在我这通信是写给一些朋友的，让他
们看我的真话，大约是还不要紧的。

我现在是一个人在北平，这回是回到老家去。但我一点不觉
着是回家，一切都像出门作客似的。北平已成了我精神上的
家，没有走就想着回来；预定去五个礼拜，但想着南方的天
井，潮湿，和蚊子，也许一个月就回来了。说到潮湿，我在
动身这一天，却有些恨北平。每年夏季，北平照例是要有几
回大雨的，往往连下几天不止。前些日子在一个宴会里，有



人问我到什么地方避暑去；我回答说要到上海去；他知道上
海不是避暑的地方。我却知道他是需要避暑的，就问，是北
戴河么？他答应了之后，说：北平太热了，而且照例的雨快
要来了，没有意思！我当时大约说了“是”，但实在并不知
道北平夏天的雨究竟怎样没有意思！我去年曾坐在一间大屋
中看玻璃帘外的夏雨，又走到廊下看院中的流水，觉得也还
有些意思的。但这回却苦坏了我。不先不后，今夏的雨期恰
在我动身这天早晨起头！那种滂沱不止的雨，对于坐在大屋
中的我也许不坏，但对于正要开始已生疏了的旅行生活的我，
却未免是一种虐政了。我这样从西郊淋进了北平城，在恨恨
中睡了一觉。醒来时雨到住了，我便带着这些阴郁的心情搭
早车上天津来了。

七月十日，天津丸中。

某君南去时，我请他写点通信来，现在以付此“草”，希
望“源源”而来。他赶大暑中往江南去，将以受了热而怪张
怪李，却难说。此文对于北平，虽怀恋的成分多，颇有相当
的平允的。惟末段引需要避暑的某君的话，咒诅北平的雨，
却未必尽然。我以为不如咒诅香炉灰式的道路。

七月十九日平记。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三

李广田在《最完整的人格》一文中说：《背影》一篇，论行
数不满五十行，论字数不过千五百言由于这篇短文被选为中
学国文教材，在中学生心目中，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
成为不可分的一体。这里说的是解放前的情况。至于解放后，
选《背影》的少了一些，而《荷塘月色》一文，则因其文笔
的优美，一直被选作教材，为大中学生所吟诵。

为什么朱自清的散文如此为人所推崇？主要因为他的散文具
有真、善、美的品格。真，就是内容真实、感情真挚。善，



是指作品表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是进步的，作者是非爱憎和广
大人民群众一致。美，当然包括很多方面，而特别为一般散
文作品所不可企及的，是它的语言秀美而富有韵味，既如溪
水般清澈流畅，又如橄榄般甘美耐嚼。

朱自清在散文创作中是怎样追求真、善、美的呢？

从内容看，朱自清写的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不仅大的事
情有根有据，就是一个细节，也力求真实准确。他不能容忍
自己的散文中出现丝毫不真实的地方。有这样一件事：他的
《荷塘月色》里有一句话：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
声和水里的蛙声。后来有一个读者写信告诉他，说蝉子夜晚
是不叫的。朱自清觉得自己那晚确是听到了蝉声，但为了稳
妥起见，他还是问了好几个人，并写信向某昆虫学家请教。
结果大家都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只是偶尔才叫。朱自清
因此怀疑自己是记错了，准备在散文集《背影》再版时，删
掉蝉叫这个句子。可是后来，他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
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而一般人对月夜蝉叫的认识不准确。
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观察事物之不易。从这件事
可以看出，朱自清在对待写作内容的真实性方面，态度是多
么认真严肃。

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更是有口皆碑。他的《背影》、《给
亡妇》等，被称为天地间第等至情文学。在淡淡的笔墨中，
流露出一股深情，没有半点矫揉造作，而有动人心弦的力量。
他在《论逼真和如画》、《论标语口号》、《钟明呕心苦唇
录序》等文章里，强调真就是自然，强调修辞立其诚，强调
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至诚的态度。正是这种至诚的态度，
使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字里行间。而这种从心灵
深处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四

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



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么？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
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
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
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
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儿。——爽性用它
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皇皇的
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呀，我真
想不通了！

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它的弯曲的影儿——在“自
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

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它的
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向他的同伴这
样隐隐的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
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它
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正义的，只
是让它的影儿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
十分孤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
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
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粘上金碧辉
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签
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
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
人的唇边，虽更频繁的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但是深藏
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霉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
这些人里，我见不着正义！

在亲子之间，师傅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
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长上的，
长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
“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见有
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长上们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长
上们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



下问他们，“信么？服么？”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
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长上们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
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长上行于卑幼，卑幼是
不能行于长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
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
有时不免要扩大到它的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它又是肥大的。
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
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它！

在没有威权的地方，正义的影儿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
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班大人先生见了
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
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
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
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一百二十
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样子，
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班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
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
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
不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
“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
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罢。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
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的就单弱了。一个为富不仁的人，
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谪，面前却只有恭敬。一个华服翩
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五分。这就是我们
的正义了！我们的正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
近的人间，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因为太亲近了，
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
也可以了。背后的正义只有存生疏的人们间。生疏的人们间，
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
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
根柢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
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
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



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
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
启发与戒惧的功能都如搀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于是仍
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儿。在这些人里，我更见不着正义！

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哪里呢？满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不取
出来呢？它没有优先权！在我们心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
其余就是威权，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
演毕，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它
还有出台的机会么？没有！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
一切，让它做第一个尖儿。你得凭着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台。
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它是初出台的角儿，
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成相识呀！打得站
住了脚携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的瞻仰正义的面目了。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五

朱自清，想必大家已经对他并不陌生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散
文家，他以独特的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在小学时，我们就学过他的《匆匆》，初一又学了他的
《春》。慢慢地我开始逐渐走近、了解朱自清。

《春》向我们描绘了一幅风景如画、生机勃勃的画面，使人
不得不赞叹他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内心。他那刻画得栩栩如
生的画面，让我感到十分惬意，我发现观察事物其实就是要
细心一点。从《春》中，我看到了新的开始，看到了美好的
未来。

《背影》我读了以后，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是啊！在这个世
界上，那个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那个拉着我们害怕的小手
过马路的人，那个在我们累了时主动背我们的人，永远都是
我们最亲爱的人。他是家庭的顶梁柱，是护航的军官。从
《背影》中，我看到了一个父亲的伟大。



《正义》让我感触很深。读完后，我不禁疑问：人间的正义
到底在哪儿？朱自清说正义在人们心中，可是现实并不是这
样。有些人口口声声地把“正义”挂在嘴边，可暗地里却做
着罪恶的勾当。也许，少部分人心中仍存有正义，可是也许
将会被现实慢慢吞噬。从《正义》中我看到了人心的虚伪，
并坚定要做一个心中有正义的人。

朱自清，一个伟大而细腻的人。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六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散
文吧?散文是一种自由、灵活、短小精悍，表现真人真事真是
感情的问题。什么样的散文才是真正的好散文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朱自清的春散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
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
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
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
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
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
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
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
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
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
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
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
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
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



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
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
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
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
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
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
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
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
去。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七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
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
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
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
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
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
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
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
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
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
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
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
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
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
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
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这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
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
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
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
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
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
前去。



赏析

当我们深入到《春》的艺术境界中之时，我们会为那美丽的
春光所陶醉，会为那洋溢的诗情所感染，会为那盎然的生机
所激励。春，会在我们的心灵中幻化出一派充满诗情画意的
美好景象。

《春》所描绘的景物充盈着跃动的活力与生命的灵气。“以
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当人在观照外物的时候，他的
情感就会投射到外物中去，使外物也好像有了人的感情。美
学家朱光潜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他说：
“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因为有移情的
作用，然后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可具人情，本来无生气的东
西可有生气。”你看，在朱自清先生的笔下，春天的“一切
都像刚睡醒的样子”，太阳的脸也红起来了;“野花遍地是：
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
星，还眨呀眨的”;春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鸟儿将
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
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作者用心
灵去感受春天的景物，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其中，通过比喻、
拟人等艺术手法，使景物变得鲜活生动，形象逼真。朱自清
先生曾经说过：“‘逼真’等于俗语所说的‘活脱’或‘活
像’，不但像是真的，而且活像是真的。”可以说，朱自清
先生的散文达到了这样的艺术境界。

《春》描写非常的细腻，富于情致。盼春，是文章的开端。
作者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连用两个“盼望着”，可见期待春天来临的心情是多么殷
切。东风来了，报告了春天的消息，你听，那春天的脚步声
近了。短短的十几个字，就将作者殷切而又喜悦的心情表现
得淋漓尽致。

作者细致地观察了初春的山、水和太阳。“山朗润起来了”，
写积雪消融、春光明媚、嫩草新绿，显得格外清爽和滋



润。“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将太阳拟人化，既表现了春天
太阳的温暖，抓住了春阳的特征，更表现了春天太阳的内在
神韵。写初春的山、水和太阳，是从大处落笔，勾勒出一个
总的轮廓，为下文细致的描绘张本。在下面的文字之中，作
者就从春草、春花、春风、春雨、春天里的人们等几个方面
来描绘春天的景象。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风轻悄悄
的，草软绵绵的”。“钻”字用得何等传神；“嫩嫩的，绿
绿的”，“草软绵绵的”，又是何等简洁而富有质感地写出
了初春草的特点。

春天里的花儿更是美。那花儿开得多么热烈：“桃树、杏树、
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那花儿
的色彩多么美丽：“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那
花儿的味道多么怡人：“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
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
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还有野花呢，“散在草丛里，
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古木阴中系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
面不寒杨柳风。”当春天的阳光照临大地，杨柳吐出了新绿，
微风轻拂，吹到人们的脸上，是那样温暖柔和，已经感觉不
到一丝的寒意了。作者以“吹面不寒杨柳风”引起对春风的
描写，接着撷取了一个生活化的令人倍感亲切的比喻“像母
亲的手抚摸着你”，写尽了春风的气韵神情。然后，作者又
以极细腻的笔触，写春风的味道：“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
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
空气里酝酿。”最后是写春风中的乐音——鸟儿的宛转的曲
子和牛背上牧童的短笛。“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作者
通过细腻的感受，运用生动的笔墨，将难以状写的春风写得
神韵透彻。

作者写春雨时，先写的是春雨的特点：“像牛毛，像花针，



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然
后写雨中的景致，描绘出一幅宁静优美的水墨春雨图。

春景如此，春天里的人们是怎样的呢?春天来了，“城里乡下，
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
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写
出“蛰伏”了一冬的人们迎来风和日暖的喜悦。人们充满了
新的希望，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
工夫，有的是希望”。

在《春》文章的最后，作者用三个比喻总写春天。春天是新
的，春天有旺盛的生命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
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是美的，是活泼生动
的：“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是
健壮有力的：“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领着我们上前去。”从刚落地的娃娃，到小姑娘，到青年，
文章描写的顺序也耐人寻味，写出了不同时段的不同景象。

《春》的结构严谨精美，作者先总写的是春天，继而又分几
个方面细描细绘，最后又总写，以收束全文，画龙点睛。文
章以“脚步近了”始，以“领着我们上前去”终，起于拟人，
结于拟人，其构思布局、修辞润色，颇具匠心。至于语言的
秀雅清新、朴实隽永，则更能令人感受到那“味道极正而且
醇厚”的情致。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八

散文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学形式,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文学史上灿若群星的名家骚客，运用这一载体，
展示出迷人的文学才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散文之路,是一条
光彩夺目的心灵旅程,记载了一个个有思想、有文采的文化精
英。朱自清就是在散文道路上留下足迹的著名作家,是二十世
纪中国散文界的一颗璀璨的巨星,朱自清以他独特的思想特色、
艺术特色和风格特色成为现代散文的奠基人之一。在思想内



容上，他的散文真实地表现了自己的生活、思想情感及个性
特点，显示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在
艺术上，他的作品以漂亮、缜密著称，能“状难写之景如在
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诗与画的交融达到了很高的成
就。本文试图分析朱自清散文在艺术上的独特意蕴,以期引起
各位同仁对朱自清散文创作的深入思考。

一、情景交融的诗意美

朱自清的散文常常寓情于景,融景于情,在情景交融之中迸发
出韵味深长的诗意。他在对情景的细致描写之中,自然而然地
将自身感受融合到景致当中,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文中扑面而来
的诗意。一篇名为《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散文便
是一例,该题原是一句旧词,朱自清借以为文题,写了这一篇内
容为读画的散文。

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是散文家。在新文学的
拓荒期，他以辛勤的耕耘，以开拓者的胆识和勇气为白话文
赢得了读者和荣誉，成为现代散文的奠基人之一。现代散文
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一个“宁馨儿”是伴随“人的发
现”而产生的，是对传统散文的扬弃与超越。传统散文的核
心是“载道论”，而现代散文的精神是“言志论”言个人之
志，显个性神情，让活生生的人走进散文，19，周作人发表
文章，敦促“治新文学的人”写作“美文”，“开辟出一块
崭新的土地”(子严《美文》)算是它的发轫。不久白话美文
日益增多，风格多彩多姿，朱自清就是这种多的'散文作家中
成绩卓著的一个。郁达夫曾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说朱自清的散
文诗“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了
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的确，朱自清是一位
功力深厚的散文作家，他主张散文要写实，要精雕细琢，然
而又不露斧凿之痕，如出水芙蓉，秀韵天成。朱自清的散文
贮满了一种浓郁的诗情画意，那清新质朴的语言，飘洒秀逸
的气韵，恬淡自然的意境，如饮一盏醇酒，使人感到余香满
口，又如一曲清歌，良久地余音绕梁。朱自清的散文创作视



野并不宽广，多半是个人所见所闻，写自己生活的小天地。

朱自清原本是一个诗人，曾认真研究过现代诗，且有很高的
造诣，因此在散文创作中自然也不失其诗人的本色。“文中
有画、画中有诗”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例如在《荷塘月色》
中，淡淡的月色、田田的荷叶、薄薄的清雾、蓊蓊郁郁的树
木以及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素淡朦胧，简直就象一幅
意境幽美的工笔画啊!在朱自清的笔下，好景美不胜收：梅雨
潭醉人的绿、秦淮河的灯影波光、威尼斯的异国情调、扬州
城的风流与古朴……这些情景交融的意境营造，往往会使读
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虽然朱自清的散文篇幅大多不长，但其构思却颇具匠心。
《背影》的出奇制胜;《春》的多侧面描写，而把文眼(一年
之计在于春)置于描写和叙述之中，毫无刀刻斧凿之痕;《荷
塘月色》虽说为了写心中的不宁静，但一路下来，却处处
见“静”。

二、深邃幽远的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主要是指运用艺术意象，
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
现实时空，富有行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它的基本特征是以
有形表现无形，以实境表现虚境，使有形描写和无形描写相
结合，使有限的具体形象和想象中无限的丰富形象相统一，
使再现的真实实境与它所暗示、象征的虚境融为一体，从而
造成强烈的空间美、动态美、传神美，给人以最大的真实感
和自然感。

不是只有诗才讲究意境的，散文也讲究意境。朱自清散文注
重创设优美的意境，感情真挚浓郁，不论写景、叙事、议论、
抒情，都包含着独特的个性和情趣。他的写景散文，缘情写
景，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他的叙事散文，叙事抒情有机
结合，达到物我的一致;他的议论散文，擅长用饱含感情的优



美的文字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他的抒情散文，叙议结合，情
深理至，没有虚伪的夸饰和做作。

总之，叙写现实人生的悲剧美，寄情山水风月的诗意美，传
达亲情体验的人性美，剖析自我内心的人格美，追求韵律和
谐的语言美，共同构成了朱自清散文的意境美。

三、简洁自然的口语美

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美，是有口皆碑的。如《背影》语言的质
朴，《荷塘月色》语言的清丽，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的语言更是极富色彩感，呈现出视觉上的绘画美;朱自清还爱
用叠字及长短句的巧妙搭配，叠字和长短句的巧妙搭配，形
成了朱自清散文所特有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据统计《荷塘月
色》中用了26个叠字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的叠字则
有72处之多，长短句的巧妙搭配，使其散文读起来错落有致，
朗朗上口，独具跌荡回环的听觉美感。

朱自清写景抒情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善于以精
雕细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
真的艺术效果，在他笔下，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清华
园的月光，都写得逼真如画，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而
秦淮河的夜景，那六朝脂粉气的遗迹，更是真实而具体，融
情入景，极为成功。

总之，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以“五四”时期的成就为最高，
影响最大，而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又是这一时期实绩最大，
成就最高的;他的散文以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
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
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朱自清作为散文大家，他的名
字永远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写在一起。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九

朱自清的《儿女》写得清新自然，好像是写关于我们自己的
事情，其中有一段使我读了又读。“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
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
然说不让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
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
罢，倒楣也罢，平凡也罢，让们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
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
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
呢？”

读罢此文，作为儿女的人都应有所感慨，是谁给了我们生命，
是谁教会我们做人，是谁搀扶我们踏上崎岖的人生之路，其
答案就是父母。儿女无论是聪明还是愚笨，是懂事还是任性，
是事业有成还是默默无闻，父母都会用宽大的心来接受他们。
这篇散文用朴素、自然、生动的语言描写了生活当中的一些
琐事，但让人读来感到亲切，能让读者从中体会到父母对儿
女的那份浓浓的爱。

朱自清散文夏天篇十

一，原文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
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一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
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一软
一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您不让我，我不让您，都开满了花赶趟
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
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
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
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
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妈妈的手抚一摸一着您。
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
香，都在微微润一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
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
转的曲子，与轻风一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
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一毛一，
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
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您的眼。傍晚时候，
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
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
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朱自清们的草屋，稀稀疏疏
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朱自清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
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
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朱自清领着我
们上前去。



二，作品简介：

《春》是现代散文家朱自清的作品。《春》是朱自清的散文
名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7月，此后长期被中国中学语文教材
选用。在该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
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
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朱自清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
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朱自清“颇不宁静”的
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朱自清在幽闭的书斋
中“独善其身”并成就朱自清的治学。《春》描写、讴歌了
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
写照。

三，创作背景：

该文创作时间大约在1933年间。此时作者朱自清刚刚结束欧
洲漫游回国，与陈竹隐女士缔结美满姻缘，而后喜得贵子，
同时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人生可谓好事连连，春
风得意。

四，主题思想

该文的主题思想即对自由境界的向往。朱自清当时虽置身在
污浊黑暗的旧中国，但朱自清的心灵世界则是一片澄澈明净，
朱自清的精神依然昂奋向上。

朱自清把朱自清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把朱自清对美好事物
的无限热爱，将朱自清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熔铸到文章中
去。熔铸到诗一样美丽的语言中去。从而使整篇文章洋溢着
浓浓的诗意，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