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散文余秋雨(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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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散文余秋雨篇一

我的月季花开了。为了详睹芳容，深嗅花香，今年整个花季
的相守，我今晨把她挪到阳台的正位。这是她该待的位置，
于她的芳姿和花品，于我们之间相悦相惜的关系，这都是最
自然相宜的。

我深爱着月季花。前年中秋节在古镇的老院，在几株已成树
成仙般月季花的簇拥下，往事悠悠，悲寂交织，数十年的人
生在心空里明暗变幻，往复迭出。我的心于彼时彻底融化了，
几年哀伤的坚冰也随之融化，渐渐只剩下自幼就有的对月季
花的喜爱和静赏之中。

那一刻，我对月季花的深爱化为一条串起我有生以来的线索，
多少人事在其旁仙界般来去隐显。那一刻，我把今生对月季
花的深爱化为颗颗文字，一如颗颗珍珠，个个花苞，滴滴泪
水，声声祈望。

此时。我的感情不觉间再一次融化了。如此柔软，幽伤，祈
望，喜悦，静止，极静，至善，寂然，交织在一起而复化为
一江春水汇入灵魂大海的究竟归宿。

我就这样凝视着我的月季花，至于不能再近。就这样深嗅着
我的月季花，至于深呼吸的极致。就这样伫立阳台良久，至
于虽怕此刻的文字会失去新鲜或有丝毫流失而须尽快落笔，



而依然伫立不动。

我深知，此刻你和我有着一样的情思和灵魂。你同样在把我
深吻。我们一如今世灵魂的爱侣，至爱的夫妻。

你在娇美着，无比清新，其实只在为我绽放。在世间你只在
和我言语着，欢笑着，衷肠尽诉，你的花语就是我的文字。

它日我离开了尘世，世人见你一如见我。一如见到我的诗文
一般。

日臻斋曰：今世爱人可以姗姗来迟，居处却不可一日无你。

散文余秋雨篇二

散文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它以平实的语言表达作者的真
实感受和思考。在我的成长之路上，阅读和写作散文是我不
断探索内心世界、表达情感的必经之路。在这篇文章中，我
将分享我在散文阅读和写作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阅读带来的启示

在我阅读大量的散文作品时，我深刻领悟到文学的独特魅力。
散文作品中的每一个词句都是作者精心挑选，清晰、优美、
简洁的语言构建了一个生动的世界，让读者情不自禁地投入
其中。阅读散文也引导我注重细节、品味生活。作者通过细
腻的描写，而常人常忽略的细节牵动了我的心弦，让我重新
发现平凡生活中的美。

第三段： 写作中的体验

对我而言，写作是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路径，每次写作都意
味着一个新的探索和发现。首先，我的散文写作需要有真实
皆可，即把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娓娓道来，而非虚构，这样才



能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情感。其次，我的写作需要借助比喻、
暗示等修辞手法将情感表达更加透彻。最后，写散文不仅仅
是表达情感，关键是能传递内心的思考，这样才能将我和读
者心灵的沟通进行到底。

第四段：愈发难能可贵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数量庞大的信息涌入人们的生活，我
们习惯于快速浏览、追求短时的快感。然而，阅读和写作散
文正是反对这种时代风潮和为人们呈现唯美与灵性的光芒。
散文是一种能够穿梭时间和文化的艺术形式，它崇尚真实、
平和、洞见，是在当今流行娱乐、绚丽夺目的世界中愈发难
能可贵的一朵花。

第五段： 总结

阅读和写作散文成为我平衡心灵的重要方式，让我在快节奏
的生活中寻找宁静。它让我发现生活中微小而美好的事物，
并教会我学会表达。诚挚的文字能够架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透过心声传递情感，让人们更加亲近。因此，在今后的生活
中，我仍会不断地阅读和写作散文，感受到其对我的生命的
丰富和意义。

散文余秋雨篇三

出了奥森公园就是奥体公园，雪淅淅簌簌飘落下来，越来越
急，雪花交织着，碰撞着，扑向大地，洒向人间。

离家还有两公里，我急行着，我因出行锻炼而没带雨具。雪
急切地下着，整个奥体公园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四周空荡荡
的，除了树木和建筑，这时的世界好像只有我和雪花是有生
命的。雪花也像追逐生命一样，萦绕着我飞舞。我被雪花包
裹其中，红色的防寒服已被打湿，我不知所措，是喜是忧，



无从知晓，我被动地独处雪中。

我抬头仰望，雪花扑天盖地，如絮如翼，把好大个奥体公园
变成了浑沌世界：近处雪花飞舞，扬扬洒洒；远处一片朦胧，
虚无飘渺，使天地成为梦幻世界。

环顾四周，问天问地：雪花雪花，来此人间何意？是给鸟巢
铺上雪絮？是给水立方一抹神奇？是给国家会议中心增添新
意？总之，你的到来，人们总是欢喜，充满期冀！不是吗？！
善良的人们感到清新，感到润泽，感到新奇；善良的人们感
到pm2.5的降低；善良的人们在枯燥的冬季嗅到来春的新绿！

我仰望天空，欣赏着雪花，任雪花拍打我的面颊，润润的、
绵绵的、悄声无息，雪花你为啥不言语？是否送来天际的祝
福？是否送来宇宙的爱意？还是本来就是天地一体？总之，
雪花升华了我的情感，激起我心中的涟漪。我爱雪花，因雪
花我已生醉意！

散文余秋雨篇四

第一段：引出电视散文的魅力和重要性（200字）

电视散文是一种通过电视媒体传播的文艺形式，以真实生活
为题材，以真情实感为基础，以深刻的思考为核心。电视散
文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可以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和社
会风貌。不同于其他电视节目，电视散文以其独特的艺术风
格和真实感人的故事情节吸引着观众的目光，激发着观众深
入思考的动力。因此，电视散文在传播文化、提高人们审美
水平和培养美好情操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段：电视散文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意义（250字）

电视散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对国家和社会具有积极



意义。首先，电视散文能够传递正能量，引导观众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每一个优秀的电视散文作品都是对真善
美的传播，它能引发观众内心的共鸣，激发起观众的思考和
对生活的感悟。其次，电视散文作品可以培养人们的艺术修
养和审美能力。通过欣赏优秀的电视散文，观众可以领略到
不同的审美风格、触及到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提升自
己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最后，电视散文也具有文化传承
的作用。每一个电视散文作品都是承载着时代记忆和文化传
统的珍贵财富，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感受到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

第三段：电视散文对个人成长的启迪（300字）

对于个人而言，欣赏电视散文作品也带来很多的启迪。首先，
电视散文能够增加个人的人文素养。通过电视散文的观赏，
可以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拓宽自己的视野，
开阔心胸。其次，电视散文可以启发个人的情感共鸣。每一
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情感与电视散文作
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产生共鸣，增强个人的情感体验和体悟。
最后，电视散文也有助于拓宽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电视散文作品中的思辨和感悟，能够激发个人深入思考的欲
望，提升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四段：电视散文对文学艺术的推动作用（250字）

电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对于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电视散文为作家提供了一块广阔的创
作平台。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作品可以迅速地被观众所接
触和关注，增加了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次，电视散文
也促进了文学艺术形式的多元化。电视散文的独特形式，使
得作家可以在创作中更加自由地运用声音、画面和音乐等多
种艺术元素，丰富了文学艺术形式的表达方式。最后，电视
散文也激励了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通过电视散文
的观赏，观众对作品产生共鸣，会激发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和



热爱，进而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增加了文学创作的活力。

第五段：总结电视散文的意义和价值（200字）

电视散文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以其真实感人的故事情
节和深刻的思考方式，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思考和对于美
的感悟。而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电视散文作品具有传递正
能量、培养审美能力和文化传承等重要作用。对于个人而言，
欣赏电视散文作品也带来人文素养的增长，情感的启迪和思
维能力的提升。另外，电视散文作品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也
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电视散文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散文余秋雨篇五

通村的水泥路早日修完，班车能开到村里，这是源头人心里
口头盼望着的事儿。

从伊始，这条从水源头到龙鱼约摸8000多米的乡村水泥路修
了整整三个年头。这期间，汽车的笛音只在的时候在源头村
的上空鸣响过几次，之后重又归于宁静。源头人的心情随着
这笛音在短暂的雀跃之后，重又陷入深深的焦渴与期盼之中。
犹如那春日的花草闻到了秋天的气息。

了解了源头人出行的难处，他们的这种心情你就不难理解了。

在现代社会，男耕女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显然已不存
在，他们得去采购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虽然，偶尔也会有
一位坐着马车的大叔，吆喝着进村子里卖猪肉，开着小货车
的商人高兴了也会拉一些蔬菜水果去卖，村里的也有个小卖
部，经营着一些烟酒和小孩喜欢的麻辣等副食品，但这些远
远满足不了人们生活的需求。比如说鞋穿烂了，逢年过节要
给小孩添置一身新衣裳，谁家有些农副产品想去集上换了钱，
谁要去乡政府办些事儿……每当这时候，人们就非出行不可



了。

源头人要出行，有三条路可走。这三条路，最长的一条是去
乡政府的，需要翻山越岭，徒步三个多小时；另一条是去邻
县的牛郎镇，需徒步两个半小时，当然，也免不了翻山越岭
之苦；这第三条路稍微平坦些，是去一个叫德胜屯的地方的，
那也是从水源头去城里的必经之地，也许是为了方便人们的
采购，在那儿形成了一个不大的集市，人们去到那儿，徒步
的话同样需要两个半小时。

只说到这儿，有些读者心里可能就受不了了，这样的生活环
境，可叫他们怎么活呢？这么远的路途，我们年纪轻轻的空
手行走都吃力，他们若是年迈的老人，再背负点什么，或者
挑着点什么，逢着雨天，脚下还会踩满泥泞，那样的情形，
我们真不忍去想象。而如果通了公路，班车开到村里，第一、
二条路人们就不必去走了，他们可以坐着车子去德胜屯，可
以直接去城里，还可以坐到龙鱼再转车去和平乡政府所在地。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啊！

我是9月份到水源头的，那时候，有一段路铺了约摸几百米的
水泥路，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叫老屋场，那段路是去年铺下
的。水源头呢，齐集了村民的力量，正在修建通往遥山沟的
道路，那会儿已近完工。

20初，跳过遥山沟和八村，由包工头出面，雇佣了一群民工，
开始修建从德胜屯到龙鱼的道路。据说是遥山沟和八村路况
太差，投入较多的原因。往返于龙鱼与水源头之间，目睹了
民工们修路的过程，我不得不惊叹于源头人干劲的十足，如
果说民工们修路时停停歇歇的话，源头人可是早出晚归，似
乎希望一夜之间就能通车。这也许是源头人长期累积于心里
的盼望想要开出花儿来的.结果吧！

2013年下半年，德胜屯到龙鱼的公路修建完毕，交通局的工
作人员检查了路况后，说水源头修建的道路不合格，宽度和



厚度都不达标，需要由工程队出面重修。听到这个消息，对
源头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两千多米的道路啊，先不
说付出了他们多少汗水，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又要晚好几个
月甚至半年才能通车。

半年后，水源头到遥山沟的道路翻修完毕。春，经过刨坎、
推土机的开挖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七月份之前，遥山沟到
德胜屯的道路也已完工。至此，水源头到龙鱼的伟大修路工
程算是告一段落，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静待七月上旬前的
通车。

正应了“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老话，就在人们怀着激动的心
情等待喜讯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沉重
地打击了源头人的心，使燃烧在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再次熄
灭。20的夏天本就是个多雨的季节，一连几个月都是阴雨连
绵。六月下旬的几场暴雨，造成了山体滑坡，从山上滑下来
的泥土吞噬着房屋、农田，也堆积在马路中间，堵在人们的
心坎上。山洪在一夜之间爆发起来了，猛兽般的洪水咆哮着，
侵吞着田野里的庄稼，也攻击着新修的道路，道路下方的泥
土被淘空了，留下一个个阴森森的黑洞，随时有塌方的危险。
连人也不敢从上面经过了，甚至走在幸而无损的路面时也提
心吊胆，生怕有泥土从山上滑落。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源头人痛心，修路的工程人也痛
心，毕竟，那里面凝结着他们多少的泪水和汗水啊！

苦命的源头人，看着这条通往山外的路，他们曾有过多少盼
望啊！他们有的盼了几十年了，有的盼着盼着就走了，有的
还在继续盼望着。

散文余秋雨篇六

背馍是陕西省传统的特色小吃，又称肉夹馍。在我的散文创
作课上，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要求写一篇关于“背



馍”的散文文章，并分享我们的心得体会。通过拙劣的创作，
我深刻领悟到了背馍这一传统食物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让我对自己的祖国和传统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理
解。

第一段：背馍散文的引入

背馍是陕西省一道著名的特色小吃，它以馍皮薄、肉质鲜嫩
为特点，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然而，在我的创作过程中，
我深切感受到背馍所蕴含的不仅仅是美食的味道，还有它所
代表的文化与传统，让我对这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食物有了
更多的想象和情感。

第二段：背馍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背馍作为陕西的传统小吃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
化背景。背馍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唐代，它经历了几百年
的演变和创新，才形成了如今大家熟悉的面皮薄而有韧性、
肉馅鲜美可口的特色。而背馍所代表的陕西人的生活方式和
饮食文化则是更加丰富和多彩的。

第三段：背馍的独特制作工艺

背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道传统的特色小吃，离不开它独特的
制作工艺。首先，馍皮的制作需要经过低温长时间发酵，这
样才能使得馍皮变得薄而有韧性。接下来，需要将猪肉切成
细碎的肉末，再加入一些特殊的调料和品质上佳的豆酱，将
其拌匀。最后，将肉末铺在馍皮上，卷起来固定好，翻煎数
分钟即可。这个制作过程看似简单，但却需要经验和技巧才
能将馍皮和肉馅的配合达到最佳的效果。

第四段：背馍背后的人情味

背馍作为一道传统小吃，既代表着陕西人的饮食文化，也蕴



含着丰富的人情味。背馍一直以来都是陕西人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它不仅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更是陕西人之间亲
情、友情和乡情的象征。无论是家庭聚餐、朋友聚会还是乡
亲们的喜庆事，背馍都能作为招待来宾的佳品，拉近了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和情感。

第五段：通过创作背馍散文的心得体会

通过这次创作背馍散文的过程，我对这道传统美食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知和理解。背馍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陕西人的生活
方式，让我对自己的祖国和传统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
理解。同时，我也认识到了创作的艰辛和挑战，要想创作出
一篇有趣、有深度的散文，不仅需要对主题有深入的研究，
还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创作，我更加
珍惜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也更加坚定了保护和传承
文化传统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