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春的文章 老舍散文心得体会(大全6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老舍春的文章篇一

老舍是中国现代作家和散文家的代表之一，他的散文作品广
受赞誉，被誉为“不拘泥于传统而追求自由和本真”。在阅
读老舍的散文作品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对人性的洞察力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我
将分享我对老舍散文的一些心得体会。首先，我觉得老舍以
其独特的视角和写作技巧，描绘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多样性的
城市。

老舍春的文章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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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春的文章篇三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小
说、剧本、杂文等多个领域。其中，老舍的散文作品给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阅读老舍的散文，我对他的创作风格、
文学主题以及对社会状况的关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下是
我对老舍散文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散文风格轻松自然

老舍散文以其轻松自然的风格独树一帜。他巧妙地运用白描



的手法，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他的文笔简
洁明快，词句间流淌着一种平凡中的真诚。例如，他在《茶
馆》中写道：“我是个明信片，全部的电话都写在这张明信
片上。”这句话简单而质朴，却传达了作者孤独和向往的情
感，引起读者的共鸣。

第二段：关注社会现实

老舍的散文作品也凸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关注工人、
妇女和贫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通过写实的手法呈现出
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不公和不平等。在《谁说人要准时起床》
中，老舍以婉约的笔调展示了贫民窟中妇女的艰辛生活，让
人们思考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他的作品激起了读者对社会
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第三段：情感真挚动人

老舍的散文中流淌着浓厚的情感。他以幽默和温情的笔触，
描绘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他的作品常常打动人心，
让读者产生共鸣。在《再见，小焰》中，老舍以感人的笔触，
描写了一个将要被遗忘的女孩，发出了对社会冷漠的深切呼
吁。作者细腻地展现了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内心挣扎，使其作
品充满人情味，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第四段：审视传统文化

老舍散文中还常常审视传统文化，并试图改变其中的陈旧观
念。老舍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
析。他试图打破旧观念和束缚，寻求一种真正属于现代人的
文化与艺术。例如，在《后来》中，老舍尝试用新的角度审
视儒家传统思想，并提出了自己对于父权制的看法。他试图
用开放的思维和理性的思考去审视传统文化，为当代社会带
来新的视角。



第五段：启示与感想

通过阅读老舍的散文，我深深地感到他的杰出之处。他的作
品语言简练而质朴，与读者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他对社会问
题的关注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让我感受到他对社会进步
和人类尊严的坚守。老舍的散文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对
于人生、社会以及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关注。我衷心希望，通
过学习与追求，能够像老舍一样用文学的力量为社会的进步
和人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老舍春的文章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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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慈
善的冬天，干什么还希望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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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尖儿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

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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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灰色树影。

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老舍春的文章篇五

老舍，原名舒庆春，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之
一，他在文学创作中尝试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风格。除了戏
剧，老舍还以散文作品而闻名。老舍的散文作品以其真实的
写实风格、深刻的人物描写和独特的思考方式而吸引了许多
读者。在阅读老舍的散文作品后，我深入思考了他的创作方
法和他对生活的理解，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老舍的散文作品通过真实的描写和细腻的心理刻画，
让读者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在他的散文作
品中，他常常把目光聚焦在普通人身上，以他们的视角来叙
述故事。比如在《茶馆》中，他通过描写茶馆中各类人物的
言谈举止，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种真实感让读者有如亲临其境，使他们对那个时代的历史
和文化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其次，老舍的散文作品以深刻的人物描写为特点，塑造了许
多具有独特魅力的人物形象。他通过细致的描写和细腻的笔
触，将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他不仅关注人物的外貌和行为，
还深入探究其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在《四世同堂》中，他以
一个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富有魅力的人物。他
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追求，他们的行动和决策都与他们的性
格和思想息息相关。这种人物塑造的独特性让读者感到他们
就像身边的亲人一样真实可信。

此外，老舍的散文作品中独特的思考方式让人深思不已。他



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思考常常通过寓言和象征的手法呈
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读者可以发现很多有趣且富有启示
性的故事。在《牛》中，他通过一个牛和一个猫的对话，让
人们思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这
种思考方式使人们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老舍的散文作品还常常传递一种关于个体和社会关系
的思考。他通过对个人命运的描写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反
映了他对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关切。《莲香》中，老舍通
过一个女子的婚姻故事，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对
个人自由的渴望。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使他的散
文作品充满了思想性和价值取向。

总之，老舍的散文作品凭借其真实的描写、深刻的人物刻画
和独特的思考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不仅
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引发了
关于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思考。通过阅读老舍的散文作品，我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的力量和作家的责任。我相信，老舍
的散文作品会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
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老舍春的文章篇六

2、殡舍

3、紧追不舍

4、穷追不舍

5、僦舍

6、只洹精舍

7、眷舍



8、三舍

9、故舍

10、芦洲蟹舍

11、蜗舍

12、取舍

13、邻舍

14、福舍

15、学舍

16、草舍

17、丙舍

18、客舍

19、宿舍

20、猪舍

21、横舍

22、不舍

23、守舍

24、沮舍

25、上舍



26、入舍

27、依依难舍

28、缱绻难舍

29、旅舍

30、半舍

31、割舍

32、校舍

33、静舍

34、馆舍

35、庵舍

36、邸舍

37、大舍

38、宿舍

39、外舍

40、弃舍

41、鱣舍

42、某舍

43、传舍



44、厮舍

45、老舍

46、吠舍

47、服舍

48、农舍

49、营舍

50、病舍

51、官舍

52、里舍

53、施舍

54、号舍

55、比舍

56、广舍

57、庐舍

58、寺舍

59、厅舍

60、斋舍

61、瓦舍



62、寒舍

63、茅舍

64、街坊邻舍

65、房舍

66、精舍

67、田舍

68、拚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