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朱自清的散文春朗读视频(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朱自清的散文春朗读视频篇一

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散文吧?
散文常用记叙、说明、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那么
问题来了，怎样才能完成一篇优秀的散文呢？下面是小编精
心整理的朱自清散文集，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
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
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
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
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
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
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
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
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
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
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



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
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
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
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细雨如牛毛，扬州称为毛雨。

大约也因那蒙蒙的雨，园里没了秾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
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
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
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
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
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
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
了。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
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
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
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
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
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
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
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
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
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



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
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
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
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
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
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
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
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
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
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
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
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
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
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
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
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
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
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
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
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
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
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
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
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



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
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
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
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
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
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
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
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
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
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我与父親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
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丧回家。到徐州
见着父親，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
流下眼泪。父親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
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親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
親赋闲。丧事完毕，父親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
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
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親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
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
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



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
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
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
价钱。我那時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
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
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
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
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
我现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
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
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
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
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
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
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時我看见他的背影，我
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
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
铁道時，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
子走。到这边時，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
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
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
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
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
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親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
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



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
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
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
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
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
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
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
何時再能与他相见！

朱自清的散文春朗读视频篇二

第一次接触到你，大概是源于那篇为大家所熟悉的《匆匆》
吧。“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
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句话不经意间便成了我心
中永恒的经典，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你，了解
你。

你说，“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
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轻
轻地吐出一个又一个字，仔细玩味其间的美妙时，我也意识
到必须珍惜时间，不要虚度光阴。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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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像个孩子似的说给我听。我第一次
知道如此寻常的雨也能被描绘得那么美。《春》带给我的是
华丽优美却不失朴实，也是它让我偏爱你写景抒情的散文，
因为我总能在它们中间看到你的洒脱你的淡泊，读到你悲伤
的心境、起伏的心情。

你的`那篇《荷塘月色》，一下子把我拉到了“曲曲折折的荷
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我仿佛看到了那些一袭白衣



的荷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花骨朵的；正如
一粒粒的明珠，又如刚出浴的美人”；我仿佛看到了“月光
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光与影有着和
谐的旋律，如樊婀玲上奏着的名曲”；我甚至听到了树上的
蝉声和水里的蛙声。可就在这时，你说，“热闹的是它们，
我什么也没有”。一刹那，我又似乎能触到你的心的凄凉，
因为你总是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情感。

然后我要提到你的《背影》，这又是一篇深深打动我的文章，
读来竟有想哭的感觉。《背影》中，你的语言没有以往的华
丽，多了几分朴实和平淡。那一个个催人泪下的画面，那一
句句平凡简短的对白，总能激荡起我心里的那一泓涟漪。我
看到学生时代的你和你饱经风霜的老父，感受到他一股从心
中涌出的隐痛。父亲是少言的，他们不擅长表达，可他们没
有半点粉饰的爱让人为之动容，“父爱如山”这话真是一点
没错。你在《冬天》里也说，“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
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我可
以清晰地觉察到那氤氲在白水豆腐的热气里的父爱，无论怎
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你心上都该是温暖的吧。

《正义》里你问道，“人间的正义在哪里呢？”你把正义比
作食物衣服，你说“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
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换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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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听见
你的愤怒，人间的正义究竟在哪里呢，满藏在我们心里！你
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正义”不止是挂在嘴上，而是要付诸行
动的。

你的散文很美，真的很美，一如你的名字。有人说它们“清
丽”，有人说它们“清秀”，也有人说它们“清幽”，可都
离不开一个“清”字，朱自清的“清”。炎炎夏日，我乐意
坐在安静的书吧里，吮着冷饮，和着优美的古典乐，轻声细
读你的文字，细细品位着字里行间的韵味，细细地读你，读



一个洒脱的你，淡泊的你。

读你，真是一种享受。

朱自清的散文春朗读视频篇三

朱自清是我国近代散文界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作品以
流畅、自然而蕴含深情的风格著名于世。在阅读朱自清散文
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博大精深、饱含情感的艺术
魅力，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来谈谈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散文清新自然，婉约流畅

朱自清的散文通常不需要过多的修辞手法，却能够渲染出诗
一般的情感。一篇好的散文，若能够实现语言和心境的反哺，
语言的表达婉约流畅，易于理解，便可收到良好的阅读效果。
通过阅读朱自清的散文，我在受到情感渲染的同时，也感受
到了一种真挚、自然的写作态度。

第二段：散文情感深刻，内容丰富多彩

朱自清散文大多出自他内心的感受，他的作品常常展现出一
种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善于借助作品来
传达一些思想与心态，并通过对一些事物的描写和评述来表
达他的看法与情感。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的作品涉及领域
广泛，从古文、现代文到文言文，从故事、小说到杂文、游
记，其手笔热情洋溢，传神实在。

第三段：散文文字简练朴素，内涵精深广泛

往往有人认为朴素易读，深奥难懂。朱自清散文文字朴素，
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富含着文化底蕴，是读者读过后
细品才可额外收获的。比如《背影》这篇文章，朱自清借回



忆父子之情的故事，表达了对亲情的深厚感情，并深刻地反
思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自清先生的代表之一。

第四段：语言运用巧妙透彻，想象丰富多彩

朱自清擅长引用生动多彩的比喻，运用富有画面感的描写手
法，以生动的语言和夸张的表达来丰富文章的形式，展现生
活的丰富多彩，令读者感受到无限的想象空间。文章中多次
运用“月亮”、“牛郎织女”、“梧桐树”等富有诗意的形
象，成为朱自清散文的独特标志，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第五段：散文气质高雅，文化内涵深厚

在增强阅读乐趣的同时，朱自清的散文也因为其卓越的文化
内涵而被后人称赞。散文中融合了朱自清广博的学识，其丰
富的历史、文化、哲学等知识使作品在揭示人性、反映社会、
阐述思想等方面呈现出高度的文化内蕴。

总之，朱自清的散文艺术，以其独具特色的情感、语言、内
容等方面赢得了老一辈的喜爱与追随，也拥有着现代人的追
捧。其优雅、文雅的写作风格，以及真实、自然的散文笔调，
让读者不仅获得了知识和情感上的满足，更让我们感受到一
种自然、平和、纯真的人类情感。

朱自清的散文春朗读视频篇四

南京是值得留连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而且又都在
夏天。也想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
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

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
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
风流，秦淮的艳迹。这些也许只是老调子，不过经过自家一
番体贴，便不同了。所以我劝你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



雨天或月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你坐
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
城。台城外明净荒寒的玄武湖就像大涤子的画。豁蒙楼一排
窗子安排得最有心思，让你看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寺后
有一口灌园的井，可不是那陈后主和张丽华躲在一堆儿
的“胭脂井”。那口胭脂井不在路边，得破费点工夫寻觅。
井栏也不在井上；要看，得老远地上明故宫遗址的古物保存
所去。

从寺后的园地，拣着路上台城；没有垛子，真像平台一样。
踏在茸茸的草上，说不出的静。夏天白昼有成群的黑蝴蝶，
在微风里飞；这些黑蝴蝶上下旋转地飞，远看像一根粗的圆
柱子。城上可以望南京的每一角。这时候若有个熟悉历代形
势的人，给你指点，隋兵是从这角进来的，湘军是从那角进
来的，你可以想象异样装束的队伍，打着异样的旗帜，拿着
异样的武器，汹汹涌涌地进来，远远仿佛还有哭喊之声。假
如你记得一些金陵怀古的诗词，趁这时候暗诵几回，也可印
证印证，许更能领略作者当日的情思。

从前可以从台城爬出去，在玄武湖边；若是月夜，两三个人，
两三个零落的影子，歪歪斜斜地挪移下去，够多好。现在可
不成了，得出寺，下山，绕着大弯儿出城。七八年前，湖里
几乎长满了苇子，一味地荒寒，虽有好月光，也不大能照到
水上；船又窄，又小，又漏，教人逛着愁着。这几年大不同
了，一出城，看见湖，就有烟水苍茫之意；船也大多了，有
藤椅子可以躺着。水中岸上都光光的；亏得湖里有五个洲子
点缀着，不然便一览无余了。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澜，
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与西湖的静绿不同，最宜于看月，一
片空蒙，无边无界。若在微醺之后，迎着小风，似睡非睡地
躺在藤椅上，听着船底汩汩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真
会教你忘却身在哪里。五个洲子似乎都局促无可看，但长堤
宛转相通，却值得走走。湖上的樱桃最出名。据说樱桃熟时，
游人在树下现买，现摘，现吃，谈着笑着，多热闹的。



清凉山在一个角落里，似乎人迹不多。扫叶楼的安排与豁蒙
楼相仿佛，但窗外的景象不同。这里是滴绿的山环抱着，山
下一片滴绿的树；那绿色真是扑到人眉宇上来。若许我再用
画来比，这怕像王石谷的手笔了。在豁蒙楼上不容易坐得久，
你至少要上台城去看看。在扫叶楼上却不想走；窗外的光景
好像满为这座楼而设，一上楼便什么都有了。夏天去确有一股
“清凉”味。这里与豁蒙楼全有素面吃，又可口，又贱。

莫愁湖在华严庵里。湖不大，又不能泛舟，夏天却有荷花荷
叶，临湖一带屋子，凭栏眺望，也颇有远情。莫愁小像，在
胜棋楼下，不知谁画的，大约不很古吧；但脸子开得秀逸之
至，衣褶也柔活之至，大有“挥袖凌虚翔”的意思；若让我
题，我将毫不踌躇地写上“仙乎仙乎”四字。另有石刻的画
像，也在这里，想来许是那一幅画所从出；但生气反而差得
多。这里虽也临湖，因为屋子深，显得阴暗些；可是古色古
香，阴暗得好。诗文联语当然多，只记得王湘绮的半联
云：“莫轻他北地胭脂，看艇子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
气概很不错。所谓胜棋楼，相传是明太祖与徐达下棋，徐达
胜了，太祖便赐给他这一所屋子。太祖那样人，居然也会做
出这种雅事来了。左手临湖的小阁却敞亮得多，也敞亮得好。
有曾国藩画像，忘记是谁横题着“江天小阁坐人豪”一句。
我喜欢这个题句，“江天”与“坐人豪”，景象阔大，使得
这屋子更加开朗起来。

明故宫只是一片瓦砾场，在斜阳里看，只感到李太白《忆秦
娥》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二语的妙。午门还残存着，
遥遥直对洪武门的城楼，有万千气象。古物保存所便在这里，
可惜规模太小，陈列得也无甚次序。明孝陵道上的石人石马，
虽然残缺零乱，还可见泱泱大风；享殿并不巍峨，只陵下的
隧道，阴森袭人，夏天在里面待着，凉风沁人肌骨。这陵大
概是开国时草创的规模，所以简朴得很；比起长陵，差得真
太远了。然而简朴得好。

雨花台的石子，人人皆知；但现在怕也捡不着什么了。那地



方毫无可看。记得刘后村的诗云：“昔年讲师何处在，高台
犹以雨花名。有时宝向泥寻得，一片山无草敢生。”我所感
的至多也只如此。还有，前些年南京枪决囚人都在雨花台下，
所以洋车夫遇见别的车夫和他争先时，常说，“忙什么！赶
雨花台去！”这和从前北京车夫说“赶菜市口儿”一样。现
在时移势异，这种话渐渐听不见了。

燕子矶在长江里看，一片绝壁，危亭翼然，的确惊心动魄。
但到了上边，逼窄污秽，毫无可以盘桓之处。燕山十二洞，
去过三个。只三台洞层层折折，由幽入明，别有匠心，可是
也年久失修了。

南京的新名胜，不用说，首推中山陵。中山陵全用青白两色，
以象征青天白日，与帝王陵寝用红墙黄瓦的不同。假如红墙
黄瓦有富贵气，那青琉璃瓦的享堂，青琉璃瓦的碑亭却有名
贵也。从陵门上享堂，白石台阶不知多少级，但爬得够累的；
然而你远看，决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台阶儿。这是设计的妙
处。德国波慈达姆无愁宫前的石阶，也同此妙。享堂进去也
不小；可是远处看，简直小得可以，和那白石的飞阶不相称，
一点儿压不住，仿佛高个儿戴着小尖帽。近处山角里一座阵
亡将士纪念塔，粗粗的，矮矮的，正当着一个青青的小山峰，
让两边儿的山紧紧抱着，静极，稳极。——谭墓没去过，听
说颇有点丘壑。中央运动场也在中山陵近处，全仿外洋的样
子。全国运动会时，也不知有多少照相与描写登在报上；现
在是时髦的游泳的地方。

若要看旧书，可以上江苏省立图书馆去。这在汉西门龙蟠里，
也是一个角落里。这原是江南图书馆，以丁丙的善本书室藏
书为底子；词曲的书特别多。此外中央大学图书馆近年来也
颇有不少书。中央大学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宽大，干净，有
树木；黄昏时去兜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儿，最有意思。后面有
个梅庵，是那会写字的清道人的遗迹。这里只是随宜地用树
枝搭成的小小的屋子。庵前有一株六朝松，但据说实在是六
朝桧；桧荫遮住了小院子，真是不染一尘。



南京茶馆里干丝很为人所称道。但这些人必没有到过镇江，
扬州，那儿的干丝比南京细得多，又从来不那么甜。我倒是
觉得芝麻烧饼好，一种长圆的，刚出炉，既香，且酥，又白，
大概各茶馆都有。咸板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要热吃，也是香
得好；肉要肥要厚，才有咬嚼。但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
大约取其嫩，其鲜；那是冷吃的，我可不知怎样，老觉得不
大得劲儿。

朱自清的散文春朗读视频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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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