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优秀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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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一

自古道：今儿个晚上脱了鞋，不知明日穿不穿;天有不测的风
云啊!为留名千古，似应早早写下自传;自己不传，而等别人
偏劳，谈何容易!以我自己说吧，眼看就快四十了，万一在最
近的将来有个山高水远，还没写下自传，岂不是大大的一个
缺憾?!

可是，说起来就有点难受。

自传不难哪，自要有好材料。

材料好办;“好材料”，哼，难!自传的头一章是不是应当叙
说家庭族系等等?自然是。

人由何处生，水从哪儿来，总得说个分明。

依写传的惯例说，得略述五千年前的祖宗是纯粹“国种”，
然后详道上三辈的官衔，功德，与著作。

至少也得来个“清封大夫”的父亲，与“出自名门”的母亲。

没有这么适合体裁的双亲，写出去岂不叫人笑掉门牙!您看，
这一招儿就把咱撅个对头弯;咱没有这种父母，而且准知道五
千年前的祖宗不见得比我高明。

好意思大书特书“清封普罗大夫”，与“出自不名之门”么?



就是有这个勇气，也危险呀：普罗大夫之子共党耳，推出斩
首，岂不糟了?!英雄不怕出身低，可也得先变成英雄啊。

汉刘邦是小小的亭长，淮陰侯也讨过饭吃，可是人家都成了
英雄，自然有人捧场喝彩。

咱是不是英雄?对镜审查，不大像!

自传的头一章根本没着落。

再说第二章吧。

这儿应说怎么降生：怎么在胎中多住了三个多月，怎么产房
里闹妖精，怎么天上落星星，怎么生下来啼声如豹，怎么左
手拿着块现洋……我细问过母亲，这些事一概没有。

母亲只说：生下来奶不足，常贴吃糕干——所以到如今还有
时候一阵阵的发糊涂。

第二章又可以休矣。

第三章得说幼年入学的光景喽。

“幼怀大志，寡言笑，囊萤刺股……”这多么好听!可是咱呢，
不记得有过大志，而是见别人吃糖馅烧饼就馋得慌——到如
今也没完全改掉。

逃学的事倒不常干。

而挨手板与罚跪说起来似乎并不光荣。

第三章，即使勉强写出，也不体面。

没有前三章，只好由第四章写了，先不管有这样的书没有。



这一章应写青春时期。

更难下笔。

假如专为泄气，又何必自传;当然得吹腾着点儿。

事情就奇怪，想吹都吹不起来。

人家牛顿先生看苹果落地就想起那么多典故来，我看见苹果
落地——不，不等它落地就摘下来往嘴里送。

青春时期如此，现在也没长进多少，不但没作过惊天动地的
事，而且没有存过惊天动地的心。

偶尔大喊一声，天并不惊;跺地两脚，地也不动。

第四章又是糖心的炸弹，没响儿!

以下就不用说了，伤心!

自传呢，下世再说。

好在马上为善，或者还不太晚，多积点陰功，下辈子咱也生
在贵族之家，专是自传的第一章就能写八万字。

气死无数小布尔乔亚。

等着吧，这个事是急不得的。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二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他的作品深入反
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的诸多问题。在他的一生中，他积累了
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心得。本文将从他的生平经历、作品
风格、文学主题、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看法



等几个方面来探讨老舍的心得体会。

首先，老舍的作品风格极其独特，充满活力和才华。他的作
品多以京剧艺术为基础，注重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冲突展示。
他善于运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体现出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对
人性的深刻洞察。在他的小说《骆驼祥子》中，他以流畅和
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个衰败阶级的青年，通过祥子的努力和
奋斗，传递了对爱与希望的追求。这种独特的风格使他的作
品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

其次，老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他
的作品多以底层社会为背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困境。
在他的戏剧《茶馆》中，他通过一个小茶馆的日常经营，揭
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矛盾和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他通过描
绘社会现实，呼吁人们关注弱势群体，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
解决。

此外，老舍深刻理解文学创作的本质和意义。他在自己的创
作中多次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他曾经说过：“一个
真正的文学作品，决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限制而减少一分
力量。”他坚信文学可以独立于政治和社会因素之外，成为
一个人表达自我和追求真理的方式。他的创作一直秉持着这
样的理念，不受限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压力。

最后，老舍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心得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他的成长经历和亲身经历让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
深的思考和关注，也让他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的创作中
充满了他亲身经历的真实感受和思考，这使他的作品更加有
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他对文学创作的独立性的坚守也体
现了他对艺术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认同。

综上所述，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
作品风格独特，注重社会现实的反映，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
困境。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和主张，以及他丰富的生活经验



和创作心得，使他成为了享有盛誉的作家。通过对老舍的心
得体会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他的创作哲学和作
品的内涵，也可以更加欣赏他的文学成就。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三

老舍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深
邃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通过观察并分析他的作品，可以得
出一些关于“老舍的心得体会”的结论。首先，可以看出老
舍在他的作品中展示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其次，老
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情感连接的重要性。第三，老舍
对于爱情和性别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此外，老舍还注重展
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后，老舍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保
持着尊重和钦佩，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现代文明的担忧。总体
而言，老舍的作品不仅让人深思社会问题，也使人对人类心
灵的美好和负面的一面有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老舍的作品展示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他经常
揭示中国社会阶级和性别的不公平以及社会道德观念的虚伪。
例如，在《茶馆》中，老舍通过描绘一个衰败的茶楼和里面
的顾客，描述了晚清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民生活困苦的景象。
他还通过一位巾帼英雄的形象，对当时社会男女角色定型的
偏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种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使他的
作品多年来持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其次，老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情感连接的重要性。他
的作品中展示了各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骆驼
祥子》中，他通过祥子与其他人的互动，揭示了冷酷无情的
现实对人性的摧残。这种对人际关系和情感连接的探索使他
的作品更富有深度和内涵，使读者产生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深思。

第三，老舍对于爱情和性别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作品
中描绘了具有复杂心理和多样性的女性形象，并呼吁对女性



权利的保护和尊重。例如，在《宋家姑娘》中，他塑造了一
个被传统社会禁锢的女性形象，但却通过她的坚强和反抗精
神表达了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他的作品不仅仅局限于男女
关系的探讨，还涉及了各种性别身份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
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此外，老舍的作品也注重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对
人物塑造非常细腻，能够深入人物内心，展现他们的矛盾和
复杂情感。例如，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刻画了一个既有
愿望又有局限的主人公，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对命运的无
奈。这种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刻画使他的作品更富有戏剧性
和真实感。

最后，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尊重和钦佩，同时也表达
了对于现代文明的担忧。他在作品中常常融入了传统文化元
素，并通过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他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着深深的关切，
同时也对现代文明的功利主义和道德沦丧表示担忧。他的作
品在表达个人的思考和关切的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对于历史
和现实的思考和反思。

总之，老舍的作品展示了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强调了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情感连接的重要性，对爱情和性别问题
有着独特的见解，注重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对中
国传统文化保持着尊重和钦佩，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现代文明
的担忧。通过观察并分析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
关于“老舍的心得体会”的启示，进而对社会和人性有更深
刻的理解。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四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笔名舍予，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文坛巨擘之一。他以其深入洞察社会现象、善于刻
画平凡人物的作品而闻名于世。通过阅读和研究老舍的作品，



我从中获得了许多心得体会。在以下的文章中，我将分享我
对老舍的传世之作的理解和启迪。

第一段：了解老舍 追寻背后的意义

老舍的作品贴近现实生活，深入描绘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他通过对个体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性、社会问题和历
史氛围为背景的重要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了解他的背景和思想，有助于理解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深远
含义。

第二段：关注社会问题 探寻人性的深处

老舍的作品常常以社会问题为切入点，他关注着各阶层人民
的生活境况。在他的作品中，人性的复杂性得到充分的展现。
他不仅关注社会不平等、剥削和冷漠等问题，还透过人物之
间的互动，展示了人性的善与恶、懦弱与勇敢、失望与希望。
读完他的作品，我深刻认识到社会问题与个体命运息息相关，
唤醒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责任感。

第三段：创作手法的独特之处

老舍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多样，还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吸引
了广大读者。他重视对话和人物塑造，以真实生动的语言将
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善于运用幽默和讽刺的笔法，
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此外，老舍还大胆尝试新颖
的叙事结构和写作技巧，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和思考。

第四段：传递人文关怀与普世价值观

老舍的作品中弥漫着人文关怀和普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超
越了时代和国界的限制。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助人为
乐，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支持。他的作品还对道德观
念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荣辱观、亲情、友情、爱情和婚



姻等议题。通过他的作品，我开始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
对待他人时应更加关心和理解。

第五段：启示与收获

老舍的作品使我受益匪浅。通过他的创作，我重新审视了社
会的弊病，并关注起个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老舍用他的
文字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并提醒我反思自
己的行为与价值观。他的作品还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和创
作的渴望。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时刻保持对社会问题的关
注，用自己的力量传递爱和温暖，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综上所述，老舍的作品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关怀。通过
对其作品的阅读和研究，我对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深度有了更
加清晰的认识。老舍的心得体会也引发了我对社会问题的思
考和反思，同时也激励了我在自己的领域中追求卓越和改变
的愿望。我相信，通过对老舍作品的细致学习和吸收，我们
可以从他的智慧中获得更多的启发，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
前进贡献力量。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五

15、猫 第一课时 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读通、读顺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学习过程：

一、课前活动（配乐赏读诗歌）

猫儿猫儿真古怪，猫儿猫儿真有趣，爱贪玩来爱睡觉，又可
爱来又淘气，漆黑夜晚满屋跑，爱到院子做游戏，听见老鼠
吱吱叫，什么都是好玩具，便把身子轻轻跳，枝折花落人不
气，抓到老鼠尾巴翘。



生气勃勃主人喜。

师：课前我们赏读了诗歌----《猫》，现在我们就来学学老
舍先生笔下的猫（板书：猫）请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二、出示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读通、读顺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师：目标清楚了吗？
（生：--）大家有信心完成吗？（生：--）为了更好的完成
本节课的任务，老师特制定了自学指导。首先我们来看第一
个自学任务。

三、先学后教 自学指导一

自读课文，画出生字、新词读一读。

（3分钟后比谁读得准。）

1、生自读课文、师巡视。

2、检测词语认读（个人比读）乖巧

任凭

尽职

抓痒

淘气

开辟

生气勃勃



枝折花落

没完没了的确

3、哪些段落在写小时候的猫？

（2分钟后比谁完成的最好。）a、生自学。b、交流、汇报。自学
指导三：

小组合作：品读课文第四自然段，说说你读懂什么？

四、说一说 ：

这么淘气的小猫，如果是你家的猫，你会怎么评价它？ 这是
一只（）。

《猫》教 学 设 计

边

玲

安定中心小学

爱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六

自幼就见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类的词
句。

这曾经发生过不太好的影响，使人怕到北边去。

这次，我看到了草原。



那里的天比别处的天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
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的愉快。

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

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

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象给无边
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

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象没骨画那样，只用绿色渲
染，没有用笔勾勒，于是轻轻流入云际。

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
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

在这境界里，连骏马与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象回味着
草原的无限乐趣。

紫塞，紫塞，谁说的?

这是个翡翠的世界。

连江南也未必有这样的景色啊!

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的牧业公社。

汽车走了一百五十华里，才到达目的地。

一百五十里全是草原。

再走一百五十里，也还是草原。

草原上行车至为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



初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
忽飞忽落的小鸟。

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迂回的，明如玻璃的一条带子。

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轻响。

快了，快到公社了。

忽然，象被一阵风吹来的，远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
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马疾驰，襟飘带舞，象一条彩虹向
我们飞过来。

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

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
左右与前面引路。

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

车、马飞过了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

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

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

我们约请了海拉尔的一位女舞蹈员给我们作翻译。

她的名字漂亮——水晶花。

她就是陈

旗的人，鄂温克族。

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



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散。

我们用不着水晶花同志给作翻译了。

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

握手再握手，笑了再笑。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都是民族团结互助!

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

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
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不拘束。

不大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子的手抓羊肉和奶酒。

公社的干部向我们敬酒，七十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

正是：

祝福频频难尽意，举杯切切莫相忘!

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

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儿，既大方，又稍有点
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

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

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
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



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并且要骑一骑蒙古马。

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

是呀!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

碧草话斜阳!

人的生活变了，草原上的一切都也随着变。

就拿蒙古包说吧，从前每被呼为毡庐，今天却变了样，是用
木条与草杆作成的，为是夏天住着凉爽，到冬天再改装。

看那马群

吧，既有短小精悍的蒙古马，也有高大的新种三河马。

这种大马真体面，一看就令人想起“龙马精神”这类的话儿，
并且想骑上它，驰骋万里。

牛也改了种，有的重达千斤，乳房象小缸。

牛肥草香乳如泉啊!并非浮夸。

羊群里既有原来的大尾羊，也添了新种的短尾细毛羊，前者
肉美，后者毛好。

是的，人畜两旺，就是草原上的新气象之一。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七

“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
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大家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
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
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



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
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
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
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
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
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
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
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
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
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
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宪书的、松枝的、薏
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
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
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搀和成的，普
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
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
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
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风筝、空竹、
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大家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
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作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
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
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
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
就有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



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
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
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
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
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
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
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
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
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
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
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
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
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
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
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
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
息。

男大家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大家在
家里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
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
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可
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大家还正忙着
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
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
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
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
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



技能。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
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
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
逛天桥，和听戏。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
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
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大家穿
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
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
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
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
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
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
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
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
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合。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
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
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
旧社会里，女大家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
由。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里
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里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
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
时候就叮叮地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
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
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
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
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
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
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
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大家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
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
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大家顺星、祈寿。
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
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
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
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
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大
家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
快乐地过年。

老舍养花读后感

朱自清散文

青春散文悼词

贺信的散文

孟子散文特色

余秋雨散文对电视散文创作的意义

散文随笔大全

大学青春爱情散文



大学回忆散文

高中散文随笔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八

老舍的作品大家都很喜欢读，那我们先来读一读他的《猫》和
《济南的冬天》吧。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老舍的随
笔，希望你喜欢。

猫

老舍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有时候的确很乖。
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
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去走一天一夜，任
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
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它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
又是多么尽职。它闭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
等出来不可!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同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
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
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
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
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
多少好话，它一声也不出。

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它又那么勇猛，不要说见着
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

满月的小猫更可爱，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一根
鸡毛，一个线团，都是它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



起来，它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到了马上起来，再跑
再跌。它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
不哭。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它们
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它们在花盆里摔交，
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不会责
打它们，它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济南的冬天

老舍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
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
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
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
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
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
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
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
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
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
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
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
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
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
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
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
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
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
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



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
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
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
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
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
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
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
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
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
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
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
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

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老舍散文五月的青岛原文篇九

春风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
满了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阅读《春风》
这一篇作品，让我深受启迪，不仅对老舍的创作风格以及对
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对个人的人生态
度与价值观有了新的思考与体会。

首先，老舍的创作风格深深吸引了我。他以细腻的笔触、真
实的情感描写和深厚的人物刻画技巧给人以深刻印象。在
《春风》这篇小说中，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带领读者感受到了
春天的美好，而这种美好中又流淌着对生活的痛苦与无奈。
他用富有情感的语言描述了人生的海阔天空，深夜苦考繁星
灿烂，以及人生的起落与坚持，给人以深思。



其次，老舍对社会现象的剖析让我深感共鸣。他通过描写春
天到来时压榨人民的业主们、借款人、小贩们等，刻画了社
会现象中的种种不公和丑陋的一面。这些人物形象真实地反
映了当时社会中的人性弱点和道德风险。老舍通过这些人物
的形象，在传递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思考的同时，提示我们
应该审视社会的不公和道德的失范，以期唤醒每个人对社会
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然后，老舍对于个人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思考让我深深反思。
在《春风》这篇作品中，作者通过海子和李成的对话，展现
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海子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激情，
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而李成则对生活感到无望和
失望，认为生活已经没有了意义。通过这种对比，我深刻认
识到每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都是不同的，并且它们会对
个人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坚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才能在面对困境时不断寻求生活的意义。

最后，老舍通过《春风》这篇作品向我们提出了对社会现象
的思考和对生活的态度。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生动的人物刻
画展现了社会的不公和道德的失范，同时也呼吁人们关注和
反思这些问题。他通过对生活的思考，提出了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和追求幸福的价值观。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对于我们
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能够激励我们在面对困境时不屈
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且关注和改变社会的不公。

总之，阅读《春风》这篇小说让我对老舍的创作风格、对社
会现象的关注、对个人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和体会。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我们才能更好
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同时对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调
整和提升。希望未来能够深入研究老舍的其他作品，从中汲
取更多的心得与体会，拓宽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