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柿子的散文诗句(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柿子的散文诗句篇一

在我姥姥家的村西边，长着许多果树，由梨树、桃树、杏树。
。。。。。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姥姥家的那些柿子树。柿子
树长在高高的山坡上，山脚下，田边地头。

春天到了，柿子树冒出了绿绿的小嫩芽，像一个个小犄角，
可爱极了！

夏天的时候，满树的叶子像一把把绿色的小扇子。碧绿可爱
的小柿子挂在枝头好像在对人们微笑。

秋天来了，一个个熟透了的柿子挂满枝头，像一个个小巧玲
珑的灯笼，漂亮极了！柿子的味道鲜美甘甜，还可以晒成柿
子干儿呢！

姥姥家的狮子这是美味无比，我爱姥姥家，更爱姥姥家的柿
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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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子的散文诗句篇二

柿子红了，黄灿灿、红彤彤，像一个个小灯笼一样挂满了苍
老的柿树，像田野里的一把火，染红了山岗，映红了田埂，
点缀了沟沟峁峁，岭岭壑壑。

柿子红了，不过不是红在深秋时节，红在熟透的季节，而是
拖到了初冬，拖到了寒风冷冽的飘雪季节。叶子经不住寒风
的刺骨，经不住寒霜的侵袭，由绿变黄，由黄变红，在深秋
的季节里，一片片凋零，一片片脱落，昔日那茂盛的柿子树
就像脱毛的凤凰，只剩下那张牙舞爪的枝桠在寒风里打颤，
默默地陪伴着、衬托着火红的柿子，在寒风里等待。

它不知道，它的妖娆，它的嫣红，它的倩影，已丝毫引不起
它主人关注的目光，它的主人已把它从心底里遗忘，从意识
里抛弃。

因为，它主人所在的乡村已经空了，像秋收后空旷的原野一
般萧杀。虽从外表上看还有一栋栋漂亮的房子，一排排整齐
的窑洞，一个个错落的院庭，但走近细看，都挂着一把把锈
迹斑斑的长锁，这些房子和土窑洞早已空了，屋檐下挂的辣
椒烟叶，早已收拾干净，烟囱里的炊烟早已熄灭，只剩下空
壳犹如皮囊假装着硕大的样子。

那些当年把柿树当命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靠柿子充饥
裹腹的岁月已成了记忆，那些柿子皮、柿疙瘩、柿饼、炒面
等美食，已勾不起孩儿的兴趣，那些红了半天的柿子沦落成



了乡村的一道风景。

村子空了，能上树下柿子的青壮年主力，早都纷纷外出进城
打工了，喜欢爬树贪玩的孩子们则被接到城里，在钢筋混凝
土的空格里，老老实实上学了，记挂着它们、对柿子尚有着
感情的老年人，被残酷的现实逼迫着无奈地进城接送孩子，
给孩子们做饭去了。柿子这个昔日的宠儿，抢夺的'娇子，老
了老了，就像一个弃儿被抛弃在田野里了。

在城里待久了，它的主人已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自然找不到
一行行、一株株柿子在田野的家了。

你们的等待，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等待。

刚过冬至，一场不期而遇的雪花，就淬不及防地到来。

风，突然停了；黑云，沉甸甸地压在头上。

雪就那样肆无忌弹地飘落下来，洋洋洒洒，漫天飞舞，使苍
茫的大地银装素裹。

山岗白了，田埂白了，峁峁岭岭，沟沟壑壑，白皑皑一片，
覆盖住了裸露在外面的乱石黄沙，覆盖住了野草荆棘，分不
清昔日的山间小径，分不清纵横方正的绿油油田陌。

只有那红彤彤的柿子，在白茫茫的田野里尽显妩媚，指引着
方位，虽闪耀着晶莹的泪花，但压不住它妖娆的火一般的色
彩。

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嫣红的柿子更加深沉，更加靓丽，像
经历了一场自然的沐浴，荡涤了心灵的尘埃。

实在等不着了，它们火热的心开始碎了，在寒风的摧残中，
一阵阵“啪、啪、啪“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那是红得通



透的柿子从树上落地的声响，那是守望者心碎的声响，在白
皑皑的雪地上，溅起一朵朵鲜红的花朵，留下满地惆怅的思
恋。

有的柿子已冻干了，但还在痴情的等着，牢牢地挂在枝头，
展现着倩影，张扬着靓丽，等来的只是飞鸟的欣赏。

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等过了深秋，等过了收获，等过了
初冬，在白茫茫的田野上，你用嫣红的笑容尽情地绽放。

柿子红了，我心中永远的风景。

柿子红了，我心中永远的阵痛。

柿子的散文诗句篇三

六婶屋前有棵柿子树，树干高大，枝繁叶茂，村里再找不出
第二棵像它这样旺盛的树了。听人说这树是六叔亲手栽下的。
无论冬夏，六婶都爱在那棵柿树下坐坐。

去年冬月的一天我回老家，刚进村远远就望见柿子树下坐着
一个人，仔细瞅瞅果真是六婶。

六婶就像冬日枝头上的一枚干果：八十三年的朔风吹皱了她
当年红润的脸庞；八十三年的雪花染白了当年乌黑的秀发；
八十三个寒暑像变戏法似的，把一个当年方圆十几里都闻名
的俏媳妇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六婶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和丈夫分手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星稀
月瘦的夜晚，月牙儿在天上时隐时现，它似乎不忍心看六婶
哭肿的双眼。柿子树下六婶怀抱着儿子，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不停的洒落在儿子熟睡的脸上。身材高大的六叔无限疼爱的
注视着妻子清秀的脸庞，他用手指轻轻的理顺了妻子被风吹



乱的发丝，又摸了摸儿子的小脸，便转身离去，去执行护送
首长的任务，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夜幕中。月儿斜挂在柿子树
上，怀抱儿子的六婶望着远去的丈夫一动不动的站在柿子树
下，仿佛一尊塑像。

黄河滩上为了躲避敌人的一颗炮弹，六叔奋不顾身地扑压在
首长身上，从此这个25岁的关中汉子再也没能够起来。那里
的黄土过早地掩埋了这位优秀的地下党员。噩耗传回村子，
全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在众人眼里，六叔是个知书达礼，
温厚朴实的人。六婶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讲一句话不合一
会眼，呆了似的在炕上静静地坐着，手里拿着给六叔刚刚做
好的.新鞋。村里的大娘大婶、小媳妇小妹子轮换着来劝她，
善良朴实的农家妇女陪着她一起抹泪，她们用亲切的乡音向
她自古至今，由远及近，从苦到甜地劝说着，乡情浓浓，乡
音炙人。六婶是个明白人，她终于打起精神和未满二岁的孩
子相依为命地往前过活。

从此月光下常常看见六婶手里拿着给六叔做的那双新鞋，独
自坐在柿子树下。听着柿树叶子沙沙地作响，六婶仿佛又听
到丈夫亲切的话语声，声声情真意切，她便会忘掉一切忧伤；
背靠在粗大的柿子树上，六婶仿佛又依靠在丈夫的肩膀上，
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坚实，她便会浑身都是力量。

土改时，六婶积极参加村里的一切活动。成立合作社时，她
第一个带头加入。她说：“我不能给我吉庆他大（父亲）丢
人，我要对得起他”。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成立人民公社，
六婶样样事情都走在先，成了全公社远近闻名的妇女队长。
那年“三八”妇女节，六婶到县上开会，面对台下数百名妇
女代表，她依然重复着那句：“我不能给我吉庆他大丢人，
我要对得起他。”

挺拔的柿子树，不避寒暑不忌月圆月缺像忠实的卫士始终坚
守在六婶屋前。烈日炎炎的酷暑，柿子树像偌大的一把伞，
手摇纺车的六婶常常喜欢在树下纺线。纺不尽的长线恰似六



婶对丈夫无限的思念；吱吱的纺车声道不尽六婶对丈夫满腹
的心里话。

柿子树下同样是吉庆和小伙伴的乐园。童年的吉庆常常和伙
伴们在柿子树下斗蛐蛐、抓子儿、摔跤、滚铁环，天真无邪
的笑声从柿树下传向很远很远。柿子树叶子哗哗地响着，仿
佛六叔也被这群小顽童逗的开怀大笑。

乡间小道上走大的吉庆，从小懂事好学，性格像六叔一样忠
厚善良，人见人夸。1962年他考进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毕业
后留京工作，听说还当了一个不小的官。村里人高兴地说六
婶总算苦海出头了，从此可以快快乐乐地安度晚年了。儿子
和媳妇曾多次回来接六婶去京，但她总是不肯。即使去了住
不够两个月就非要回来。她说：“热炕难舍，故土难离”。
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六婶是丢心不下她那棵柿子树。
那棵几乎要陪伴她一生的柿子树，是她的支柱；是她的依托；
是她倾诉心声的对象；是她独享安乐的天堂。在六婶眼里柿
子树就是六叔，生生死死都应厮守一起，她不能让她心爱的
柿子树孤独地守在自家屋前。

看着闭合双眼陷入对往事追忆中的六婶，我想起今年清明节
我去烈士陵园扫墓。在六叔遗像前，我恭恭敬敬地献上了一
朵洁白的玉兰花。我敢肯定，六叔闻着那淡淡的清香，一定
会更加思念那个名叫“白玉兰”的模样俊秀、性情温柔的妻
子。

我祈盼那棵柿子树永远枝繁叶茂。我祝愿六婶能永远快快乐
乐地坐在她心爱的柿子树下，独享她心中的爱。

柿子的散文诗句篇四

假期，我在家里读了曹文轩写的一本书《一树雪柿子》。其
中我最喜欢一个小故事是“天黑了”。



主要写的是在贫苦年代里的`38个小孩子。有一天，一个叫树
鱼的小孩饿的不行了，就去山上找食物。突然，摔倒了，滚
到山下。这时他抬头一看，发现一颗柿子树。柿子上积满白
雪，亮晶晶的闪闪发光。树鱼心里像装满蜜糖一样高兴，于
是就叫上伙伴一起分享。他们并没有想吃柿子，只是望着柿
子树，柿子树照亮他们的心，给他们希望。他们发誓谁也不
能偷吃柿子，必须留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吃。一天，丘石饿
的晕倒了，他妈妈准备带他去外地乞讨。树鱼知道了，急忙
叫伙伴们一起摘一个柿子送给丘石。丘石躺在平板车上，手
里捧着柿子，十分感动，不禁的流出泪水。

通过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友谊十分可贵，它是无价的。还懂
得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好好学习，让祖国变
得更加的繁荣、富强。

柿子的散文诗句篇五

听母亲说，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外婆喜极而泣，没什么拿来庆
祝的，她就从门口那棵瘦弱的柿子树上摘下几个柿子，漤了，
每个孩子分一个。

外婆没上过学，但外婆心里清楚这是件大事，从此中国百姓
再不要受人欺负。后来，每年的这个时候，外婆都要摘柿子、
漤柿子，然后分给孩子，以示庆祝。

于是，在母亲的记忆里，柿子成了最美味的水果，柿子树也
就成了一家人的幸福树。

有趣的是，我也喜欢柿子，一半缘于受外婆、母亲的影响，
一半则因为柿子树好栽好活、挂果多，果实朴实不金贵。

1980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进城投靠父亲，那时父亲在矿东
门铁路边建了一间十平米的房子，一家五口人挤在里面很拥
挤，但母亲没有埋怨，收拾好屋子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开春



时让父亲买了柿子树苗栽在门前。没过几年，我和妹妹就在
国庆的这一天吃上了母亲漤的甜柿子。

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柿子非要在国庆这天才开始吃？

母亲说，这是外婆定下的规矩，外婆是想让我们牢记过去，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后来，随着我们一个个长大，我家的房子也是接了又接，但
母亲始终没让父亲动那棵柿子树。母亲精心地侍弄着，春来
修枝，夏来施肥打药。母亲说，柿子树就是她生活的希望，
只要每年还能吃上脆甜的柿子，那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一天比
一天更好！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家的柿子树确实让我和妹妹的
馋嘴在金秋十月里渡过了一段令人流口水的岁月。

母亲对柿子树的感情犹如对自己的孩子。我结婚后住进了城
区，考虑到父母居住条件太差就准备给他们买个楼房，但看
了许多房子母亲都不满意，说非一层不住。开始我以为她是
怕年纪大了楼层高爬不动，到了搬家的那一天我才知道，她
要将那棵柿子树移进新房院子里。

柿子树已20多年树龄，树干粗壮，枝叶茂盛，根系盘根错节。
这么大的.树，不说是否能移栽成活，栽进院子里也误事啊！
我说，妈，干脆就别要了，我们再栽一棵，不几年不照样还
有柿子？不想母亲来了气，说，柿子树去我就去，不然我就
不走了。

没办法，只得顾人花了许多功夫才将柿子树起出来，又运到
新房院子里栽上。开始的时光里，母亲像是看护着一位卧床
的病人，每天给柿子树打点滴，然而柿子树的叶子还是一天
天地焦黄下去，母亲便心急如焚。正好这一年里，一向健壮
的父亲突然訇然倒下离世，母亲几乎在一夜间全白了头发。



没有父亲在，母亲突然间就沉默了，她将全部的关爱都给了
那棵柿子树，柿子树成了她心灵的寄托。我和妹妹都劝母亲
别费心思了，可母亲从不放弃，也从没有动摇。她常嘴里念
叨着：这是你爸当年亲手栽下的，是他留给我的念想，我必
须把它救活。

也许是母亲的虔诚感动了上苍，那年春天，万物竞发，就在
我们又一次要失望时，那棵柿子树居然冒出了嫩绿的小芽。
母亲便孩子般地流下了热泪。

如今，每到国庆我们又能吃到母亲漤的柿子，母亲说，柿子
收成好，我们的生活就会蒸蒸日上，我们要感谢遇上了一个
好时代。说到此，母亲总会红了眼说，你爸他没这个福气，
生活好了，他却没那个命享受。

是啊，柿子树可以再栽，可人的生命不能等待，失去的永远
不会回来，母亲是在告诉我，珍惜一棵柿子树也是在珍惜自
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