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竹子的散文名篇(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竹子的散文名篇篇一

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意谓此三种植物在严寒冬
季仍保持其顽强生命力，不啻玉洁冰清且傲立霜雪，自古以
来，文人雅士以此誉为高尚人格的表征，还隐喻长寿之意，
既是尊贵又有祝福的意涵。竹子因枝干有节而引申为有「气
节」，其耐寒长青被视为「不屈」，其高一耸挺拔被称为
「昂然」，其清秀俊一逸被誉为「君子」，其茎干中空则是
象征「虚怀若谷」之情操。

竹子英文称为bamboo，种类极为繁多，据说约有1200多种，
乃多年生植物，也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原因乃其
他植物长高时只有顶端的分生组织在生长，而竹子却是茎干
上有许多分节，每个分节都同时在生长，故其生长速度比一
般植物快速得多，在最活跃的生长期，竹子一天内可长高120
公分之多，甚至有时在一个小时内飙高8~10公分，其生长速
度确是惊人的。长成的竹子高度约可达35~40公尺，竹子在不
断长大的过程中，其竹节外面包裹的鞘会逐渐脱落，待竹鞘
脱落得差不多时，竹子的高度才停止生长。

竹子大都具有地下根状茎，又称竹鞭，细长而匍匐的地下根
茎于土中成群成片地生长，竹鞭根茎亦有节，各节生芽，有
的发育成笋，有的发育为新竹鞭。竹林内看到的竹株皆各自
分立，但地底下之竹鞭则是相互联成一体，好像是一个错综
复杂的地下网络系统，也彷如一个庞然的大家庭组织。

古代文人咏竹者甚多，盛唐大诗人杜甫《严郑公宅同咏竹》



诗云:「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隐过酒罅凉。
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翦伐，会见拂云长。」；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云溪观竹戏书二绝句》:「气盖冰霜劲有
余，江边见此列僊癯。清寒直入人肌骨，一点尘埃住得
无？」；而北宋苏轼在《记岭南行》曰：「岭南人，当有愧
于竹。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
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耶！」。
由此可见，竹子具有高风亮节、俊俏飘逸、并凛然于世的样
貎之外，其实际用途也非常之广，除可制造一般工艺品及乐
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都有用到竹。

食、衣、住、行乃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此四者之
中，食、住、行的含义，可顾名思义，十分明确而易于了解，
惟有衣的含义，则是经常有广义的解释，其包括范围是广泛
的，衣除了是身上所穿之衣服之外，衣装亦有仪容妆扮之解
释，衣物可指为身上或是身边的用品，如手帕、围巾、袜子、
手套、领带、帽子…等皆可广义地包括在内，甚至说到衣物
也通常会连带提到床上被褥枕具等物件，总之举凡用在身上
或身边的一些纺织类或一毛一皮类用品都可泛指为衣物。

中国大一陆苏州虎丘山麓相城区黄桥镇上的苏州市，有集商
贸为一体的圣竹家用纺织品企业，近年来与上海东华大学纺
织学院合作，利用竹子的纤维，独家研究开发及专业生产一
种全新的天然纤维称为「竹原纤维」，制作成竹原纱线、竹
原面料，竹原服装、浴巾、袜子、被褥、及床上用品等等，
充分地利用中国大一陆庞大的竹资源，替代了其他的纺织用
料，有效地遏制导致人们生活中面临到能源、粮食、及资源
枯竭的`各种危机。为食、衣、住、行，人生四大基本需求中的
「衣」，提一供了最先进、最实惠的产品。

简而言之，「竹原纤维」是利用竹子作为纺织品的纤维原料，
但它与竹浆纤维、竹炭纤维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和区别的，
因为竹浆纤维与竹炭纤维在加工的过程中有混入化学原料的
成份，使竹子的天然特性遭到破坏，故乃属于化学纤维；而



「竹原纤维」却是一种纯粹的天然纤维，其产品之成本比养
蚕取丝、或饲养动物取一毛一皮等较为低廉，取料过程也比
种植棉纱、麻线较为容易，因为竹子容易生长，在热带或亚
热带地区的山野林间普遍都有大量种植，尤其在中国大一陆
竹资源非常丰富，因而取料容易，但种植棉麻则是要有专
地(棉花田和苎麻田)，并要有专人细心照顾，以及多种资源
的配合才能有所收成。因此，竹子可以说是唯一符合环保、
节省能源与资源、及具有经济效益的纺织材料，它同样具有
棉、一毛一、麻、和丝的各种特性，并有良好的抗菌性、透
气性、回弹性、吸水性及亲肤性，有防臭和抗紫外线的功能，
竹原纤维产品质地柔软滑一爽，有冬暖夏凉的效果，非常舒
适兼耐用，并达到美观的条件，因此竹原纤维被称誉为“会
呼吸的绿色环保纤维”，早已广泛地营销海内外，且深受各
界好评。

于此，我们实在不由得要衷心感谢竹子给人类生活带来如此
多的好处，同时更要感恩有心的企业在与学术界的配合下，
不断钻研及生产先进的竹材产品，「竹原纤维」确是近年来
难得的突破性伟大发明，它除了为纺织界创造新的商机，并
对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提一供更健康、舒适、和实惠的贡
献。

竹子的散文名篇篇二

（一）山珍最是嫩竹笋

每次回老家，母亲既不想荒废家里的那点水田和菜园，又怕
我这儿忙不过来，孩子吃不好饭，所以总是忙忙碌碌，赶过
来的时候总免不了腰酸背痛好几天。做完茶叶，种下花生，
栽了些蔬菜，她知道我喜欢吃笋，看到别人上山撇笋（把小
杂竹笋齐根折断，采收回来），也心痒得不行，她没有去成，
深以为憾。别人回来也给了些她，她不好意思白拿，就回送
了些自己买回去的时鲜蔬菜，作为交换。立夏，是我们当地
比较重视的传统节气，我借机催她过来，要不然，她在老家



总有忙不完的事，而且“槽里无食猪拱猪”，老家寥落和纷
争的环境也不适合她。

我喜欢吃笋，而且认为竹笋是所有野菜里面最好吃的。我们
这里吃笋有两波，首先是仲春时节的大毛竹笋，其次是暮春
初夏之际的小杂竹笋，我更喜欢后者。我说的杂竹不是指某
种竹子的名称，而是说杂七杂八不同种类的竹子，比如水竹、
紫竹、苦竹、淡竹、绿竹等，我们这里产第二波笋的多为水
竹和绿竹，苦竹笋处理比较麻烦，口味也差些，很少有人吃。
水竹修长柔韧，皮薄，是打簟子的好材料，它的笋味道也非
常可口，新鲜、柔嫩、爽脆，带着微微的甘甜。绿竹的笋却
是乌壳，粗短硬实，它的壳也容易剥去一些，它的笋像大笋
一样厚实多肉。水竹笋一般成人小指粗细，我们把它从顶端
撕开一道口子，把一侧的笋壳在食指上一缠一撕，撕完一边
接着以同样的方式撕去余下的笋壳，它就露出了美人手指一
般柔软光洁的笋体。剥出来的竹笋一般要焯一次水，然后再
撕成细长的条，有的当餐就下了肚，有的就晒干留到缺菜的
季节。以前在农村请客，腊肉汤煮干笋是难得的牌面菜，现
在听说市场上的笋干非常贵，几十块钱一斤，我没有买过，
我这里的笋干都是两个母亲或者亲戚给的。据母亲说，由于
天干，找的人又多，今年的小杂竹笋很难寻得，今天中午吃
的新鲜竹笋就是我大舅妈特意送来的。

撇笋是个艰苦的事，然而我们小时候喜欢。和大人一起，早
早的起床，走七八里山路，过佛子岭到陈家沟或者上余家山，
那里有比较集中的竹林。小杂竹不像大毛竹，无论与灌木还
是乔木竞争起来，劣势还是明显的，所以我们这里很少有大
面积纯粹的杂竹林，这更增加了寻笋的难度，我们常常不得
不钻进荆棘丛中，东一根西一根地寻。光钻茨茅洞还不算，
我最怕的是铁线虫。那是十几厘米长、蜈蚣一样多足的虫子，
小指粗细，黑黑的细长躯干上均匀的分布着一圈圈金黄的环，
我觉得非常恐怖，而生长竹笋的阴暗潮湿处也是他们的家园，
撇笋的时候，我弄不好就抓到它们身上或者它们落到我身上，
这就令我胆战心惊。实际上，这种情况我当时遇到无数次，



每次我的手一碰到它们，它们就蜷缩成一团，并没有哪一次
伤害我，但也许是认识不足和不良心理的原因，我至今还是
很怕它们。撇笋最大的危险其实来自地况，很多竹笋长在人
很难到达的悬崖峭壁或者沟坎处，这些地方竹笋粗壮鲜嫩，
但地面上厚积落叶，上面湿滑，下面情况不明，有时候像踩
上陷坑一样摔下去，有时候可能踩上尖尖的竹桩，那竹桩可
以一直穿透鞋底，使人深受重伤。而一入竹林，人就完全看
不到影，遇险别人都不容易施以援手。我们和大人一起，总
不敢离得太远，时不时还要相互呼喊以确认彼此的位置。在
幽深空旷的竹林和荆棘之中，一种叫“二姐睡”的鸟清脆的
鸣叫与我们彼此间断的呼喊相应，更增了山林的沉静空寂，
那时候我总是忐忑。装满竹笋的竹篮非常沉重，把它们从密
林中弄出来也相当不容易，但为了在大人和其他伙伴面前显
示自己是个男子汉，能够有所担当，我总是咬牙把它挑回家。
也正因为如此，我吃自己找回来的笋，更觉得它美味无比。
突然想起苏子“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的戏谑
让表兄文与可喷饭的事，深觉有趣。至于吃笋的乐趣和它的
文化内涵，我想我就不必再在这里掉书袋了，反正，没吃过
的人是不妨一试的。

（二)捡笋叶

天久不下雨，老父亲每天眼巴巴地等着看天气预报，生恐错
过，似乎他越急迫、虔诚，雨越是能来得快。前两天预报有
阵雨，他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雨没下来，吹了一天莫名其
妙的风，今天又阴沉着闷热了一天。楼后面他开辟的那几块
地太瘠薄，而且根本不保墒，尽管他浇水浇得很勤，那些瓜
秧和菜苗蔫头耷脑，还生满了虫子，一副痨病鬼模样，看来
再不下雨，他们都活不长了。豌豆和蚕豆都死了，收获还不
到预期的四分之一。去年全国许多地方遭灾，我们还在庆幸
罗田是个风调雨顺的宝地，看来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点，风水
是轮流转的。母亲总惦记着老家的茶叶和那一点土地，昨天
就回去了。插秧是不可能的，这年景看起来不顺，而且也没
人管理，她准备种点花生和黄豆。



吃过午饭，陪着父亲坐在凉椅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了会儿
盹，然后又上网。网速慢得出奇，弄得我心情烦闷。抓起相
机，干脆出门，上后山。虽然太阳不明朗，热还是一样的，
现在的春秋太短促了，夏天格外漫长，也许往后灾害性天气
会更加频繁，靠天吃饭的农民们日子将会更加艰难了。前几
天看到一些地方的菜农把已经成熟了的菜铲掉了，好不容易
种出点东西，卖起来却不值钱，甚至连化肥农药的成本都收
不回，简直不知道他们日子该怎么过下去。市场上农产品贵
得让人难受，而生产者、商家和消费者都说喘不过气来，这
真是个悖论。抛开大量的耕地被占用不说，我们这里现在不
少的田地都抛荒，而政府每年都说农产品增收，我真不明白这
“收”都是从哪里增出来的.。春末夏初，本来应该绿色弥望，
生命此时应该是昂扬的，然而，干旱中的植物个个垂头丧气，
路边的草似乎死不瞑目，还呆滞着恋恋不舍的绿意，仿佛一
点都不明白这季节的癫狂。

踏着厚厚的落叶，穿过一个村子后面茂密的树林，我已经汗
流浃背了，就停下来，在一片竹园里小憩。那竹子是毛竹，
粗壮高大，而竹园则不大，竹子也很稀疏，他们还在努力与
周边的树木争夺地盘。竹笋已经一、两丈高了，顶上还有米
把长裹着箨（我们把它叫笋叶），笋叶乱七八糟落了一地，
有的干枯、卷缩，已经成条。猛然记起小时候，这时节，每
天早晨起来都要帮家里捡笋叶。提个竹篮，拿根长长的竹竿，
去村前的竹园。我们那竹园包围了大半边村子，竹子也不值
钱，早先的嫩笋都被各家挖去吃了，最后没有被人吃掉，又
幸免于猪嘴的则逐渐长大。越是粗壮的笋，笋叶越好。地上
可以捡到不少干枯了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从那些
高耸的笋尖上剥离那些将落未落的。仰着头，顺着碧绿的笋
干，望向密密的竹叶外细碎的天空，随着竹竿的触动，有露
滴从高高的笋梢嫩箨的尖上滴落，冰凉凉地摔在脸上，四散
溅开，麻酥酥的快乐也在一个孤独小男孩的心底溅开，这是
他自己发明的游戏。新露出的笋干，翠绿光洁如玉，而新脱
离的笋叶，则布满细密柔软的绒毛，润泽的褐色中还依稀有
着多变的花纹。



城市里的人可能不知道笋叶有什么用，在以前的农村，竹子
浑身都是用材。它可以做成几乎所有的家用器具，煮饭用的
焯箕、蒸笼，养蚕、晾晒粮食用的竹匾，挑土的箕，送礼用
的挑篮，凉椅凉床凉席……比现在的塑料器具耐久而且环保。
笋叶则可以派成细绺，用来捆扎秧把或者蔬菜；摊开压平，
夹在破布中间纳成鞋底，或者直接剪成鞋垫；再不济事可以
做引火柴，我甚至还用它做过几年草稿纸。派笋叶也很好玩，
握住笋叶的一端，拿一根针，从距这一端约两寸的地方扎穿
过去，顺着笋叶的纹理往前用力一推，笋叶就一分为二，重
复这个动作，直到每片笋叶都派成半厘米宽、细长的一绺绺
就行，这些笋叶就是为扯秧准备的。派笋叶很简单，但也需
要时间，那时候的农村妇女常常趁闲聊的功夫做，而在我家，
这样的事一般都是由我代劳。毕竟力所能及，尽管事小，我
也为能帮上一点点忙而感到自豪。

以前农村生产除了犁地耙田用牛，其余都是人力人工，所以
劳力多的家庭农业生产有优势。吃饭的时候家家都嫌田少地
窄，干活的时候却总是缺人手，原始低级的生产方式，刺激
了农村人的生育，农村人就陷入了世代的恶性循环。我们这
里小麦和大米都是主食，所以一般都要种一季水稻，育秧、
扯秧、插秧都是它的前期工作。秧苗是预先单独育好了的，
待长到合适的高度，就可以分插了。扯秧就是把育好的秧苗
从苗床上拔起来，用笋叶扎成把。扯秧常常得一整个早上，
具体秧苗的用量，要看人手的多少和任务量。在我家，常常
是父母两人大清早起床，带上笋叶和秧马（一种专用的小凳
子，四脚固定在一块弧形的木板上），就去田里忙活，扯好
了秧再回家做早饭，而太阳还没露头。插秧则常常必须请亲
戚帮忙或者与别家换功夫，有时候因为人缘，也有人主动帮
忙，所以中午吃饭的人就有一大桌了，这时候母亲就必须在
家做饭。插秧确实壮观，父亲把扯好的秧挑到待插的水田边，
站在田埂上，把那些秧苗一把把均匀的扔到田中。然后七八
个人一字摆开，个个弯腰如弓，左手拿秧把，大拇指和食指
快速捻秧、分秧，右手两个指头从左手撕过一小撮秧棵，飞
快地钉入稀烂柔软的泥中。不一会儿，水面上就划出了一条



条匀称的绿色线条，一片水田顷刻就成了一张巨大的信笺。
虽然劳动艰苦，但农村人惯会苦中作乐，越是忙碌，越是人
多，他们越要说笑，所以这也是田畈里最热闹的时刻。不熟
悉的人看到这个场面，肯定觉得很田园很美妙，甚至要陶醉
其中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插秧的人收工回来时都伸不起腰
来。插秧对于小孩子来说好玩极了，一般地，我只负责端茶
送水，此外，我在水田里玩成泥人都没人理会。到大人歇憩
的时候，我就去看他们弄下小腿肚子上的蚂蟥。他们多半是
拿烟一烫，一个血球就滚了下来，我就折两根小树枝，把它
们夹到一片完整的笋叶上，拿去与小伙伴们一起折腾。不要
说蚂蟥，现在的农田中已经连蝌蚪都难得一见了。

想到这里我猛然失笑，真是恍如隔世，这些情景可能永远也
不会再现了，而看到竹笋，我居然扯了这么一大闲篇。毕竟
时代变了，生产和生活的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我跟
孩子他妈一道买菜，看到有用笋叶捆扎的蔬菜，就感到格外
亲切，无论菜好不好，我都要怂恿她买一点，算是略略熨贴
一下自己心底里那些日渐荒凉的岁月。无论承不承认，我们
大多数人的心真的离田园越来越远了，有些东西，只能像这
竹园里零落的笋叶一样，干枯皱缩，最后悄悄地归于尘土；
竹子，也被做成各式各样的器具，在人家的案头，或者角落
里逐渐老朽；而竹园则依旧年复一年地更新，并静静地演绎
他们的宿命。现在的农村，不知道还有没有小孩子检笋叶？
或者，也有某个小男孩，在清晨的竹园里，等待一滴笋尖上
冰凉的露珠，滴落在仰起的脸上。那么，这时肯定还有个人，
拄一根拐杖，在某个地方会心的微笑。

竹子的散文名篇篇三

一场春雨过后，我家后面的竹子林，就争先恐后地冒出了很
多小竹笋，拥挤地排列在地面上。竹子的生长能力很强，对
生存的环境要求也不高。只要给它一片土地，一场不大不小
的春雨，它就能还给你一片生机勃勃的竹林，释放无限清新
怡人的空气。



竹子，对于农村的庄稼人而言，是用处非常多的植物，因此，
很多农村家庭，都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或多或少地种植竹
子。春天时，竹笋嫩嫩地冒尖儿，村民们喜欢把它端上餐桌。
常见的做法有素炒竹笋，酸辣竹笋等等。无论配不配肉吃，
爽爽脆脆的竹笋，都是一道很受大家欢迎的美味菜品。长大
后的竹子，对于勤劳的庄稼人而言，好处更是不胜枚举了。
大家用竹子在菜园里搭建果棚瓜棚，用竹子制作耕田下地需
要用的工具。比如箩筐，粪箕，挑担，竹围等等。还可以制
作各种家具，比如纳凉用的竹椅子，竹床，竹餐桌，宝宝睡
的竹摇篮。厨房要用的竹吊篮，以前的农村家庭没有冰箱可
用，吃剩的菜，舍不得倒掉，干货食物等，都放在竹吊篮里
保存，还有蒸笼，米筛，装家禽用的鸡笼，猪笼……等等，
只要砍下几棵竹子，聪明朴实的`庄稼人，就可以做出各种各
样，生活中所需要的器具。总之，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
做不出来的竹制品。

小时候，我最喜欢搬来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看父亲怎样把
一棵长长直直的竹子，在他双手的龙飞凤舞下，不到半天，
就变成了各种家里需要用的工具。父亲先用锋利的刀，砍下
几棵竹子，再把竹子横生的枝桠削去，然后破竹，所谓破竹，
就是把一棵竹子，分成若干份竹条。在破竹的环节上，是很
需要技术含量的活儿。因为要把竹子均匀地，按一定的比例
分开若等份，这个环节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分得不均匀，
一些竹条粗一些竹条细，偏差太多，不但编织的工作不好进
行，连编辑出来的器具，看起来也是不美观的，这对于喜欢
编织竹制品的人而言，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儿。父亲虽然是个
粗枝大叶的庄稼汉，一辈子与土地打着交道，可他是一个凡
事追求完美的人，他制作出来的竹制品，是非常好看耐用的。
以前，父亲每当农闲时，就去竹子林里，就地取材，砍来竹
子，做各种各样的工具，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时过境迁了，村子里的年轻人，都不以耕田种地为主
了，有需才有取，需要竹子的地方，已不多了。村子里的一
片片竹子林，因为砍竹子的人越来越少了，长得反而越来越



茂盛了。我家的竹子林也一样，走进去连下脚的空隙位置都
没有了，父亲也离世两年了，他制作竹制品的情形，只能在
梦里重温了。

竹子，是伟大的，它从来没有要求过人类，却从破土冒尖开
始，就把自己或长或短的一生奉献出来，交给人类，多么像
父母亲对子女的爱，从不要求，一心只想着怎么去付出更多。

竹子的散文名篇篇四

老家屋后有座小山名叫后头山，山上有一片滴翠流碧的竹园，
那是父亲亲手所栽培。儿时我一天去山上放牛，不经意间发
现山地上稀稀疏疏地栽了20多株毛竹、金竹。时日一久，那
经风沐雨、常披阳光的小竹，很快成活长高。翌年春天，新
竹旁边毛茸茸尖芽从泥土里乱石中探露出来，突然一个早晨，
竹笋终于破土而出，进而一节一节地脱去外衣，几日后便抽
起老高，一根根脱了笋衣的竹，翠得透明滑光发亮。在这片
土地上老一代昂然挺立撑起了一片天空，新一代又已经在泥
土里孕育，不知过了多少年，一竿竿秀竹就有了子子孙孙，
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这片葱葱郁郁。一天，忽然发现竹园右
边邻家菜地里晃着丝丝黄影，仔细瞧瞧是几根破土而出的竹
笋，这是竹园地下竹鞭伸到哪里，芽儿就从哪儿爆出，不日
居然长成结实的新竹，不久便成一片。短短几年时间，左邻
右舍遭鸡啄狗踏的菜地也都成了竹林，家家户户竹林连成一
片，庄前屋后茂林修竹随处可见，郁郁葱葱，四季常青，装
点着家园自然美。

走进竹园如进人了一个翡翠般的世界:根根翠竹浑圆饱满，枝
叶上挂满了晶莹的晨露，像是给翠竹姑娘镶上了粒粒珍珠，
地上铺满了一层层厚厚的竹叶，踩上去柔软而无音响，偶有
蜂飞蝶舞虫叫鸟鸣，反而更显得清凉俱寂的幽静。与竹林朝
夕相伴，你会发现阴、晴、雨、雾、雪之竹不尽相同，美不
胜收:晴天，繁密处，阳光透过繁密竹叶斑斑驳驳地洒下点点
滴滴，像筛子一样筛下了数不清的金色粉末;稀疏处，抬头可



窥蓝天白云鸟儿飞翔。阴天，竹林一片黛绿，又因竹龄长短
不一那一片片如箭竹叶色彩各异，像画家为它们涂上了深深
浅浅的绿色，新生的吐出浅浅嫩绿，年少的呈现深深翠绿，
茁壮地翻动淡淡墨绿，苍劲的色彩变成黄绿，她们飘逸地雅
致地点缀在枝头，显得错落有致矫健多姿。雨天，竹林里的
细雨在枝叶上凝成雨珠往下滴发出嘀嘀嗒嗒响，空气里溢着
浓浓的竹木气息，透过雨帘的空隙，那些竹木全像淋了一层
总说不出的蓬勃;雾天，那白色的浓雾飘来荡去，给竹林披上
一袭硕大的飘逸的纱巾，竹林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里，忽
而雾笼竹林如海市蜃楼，忽而露出竹园似绿色海洋，一会儿
竹影婆娑荡绿滴翠，还没来得及把这一切尽收眼底，她们已
像捉迷藏似地隐身在浓雾之中了，如梦如幻，迷离奇异，恍
如仙境。雪天，竹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雪竹轻摇。千姿
百态的竹林凇花，编织成一个冰清玉洁的琉璃世界，那千棵
银树万株雪竹，凝筑了一个透明清丽晶莹剔透的仙境，令人
感叹大自然造化之神奇。

竹园中还间杂着松棕梨李杏椿栗树，与竹为伍各自独占一方
空间，都能以其独有的风姿与魅力真实地展现自我，在同一
片蓝天下和睦相处彼此辉映。它们似乎各不相扰彼此相携，
其实不然，你若仔细观察，园中的树木已经被茂密势众的修竹
“同化”了，在千万瘦竹的联合挤压下，一棵棵树木攀天揽
日向上疯长，其亭亭玉立笔直参天的身姿如同竹子一样。春
暖花开的时节，一团团一簇簇梨花杏花李花，把竹园装点得
更加美丽，把满园翠竹衬托得如同一块晶莹剔透的翡翠。偌
大的竹园，竹音清越，竹香缭绕，竹影飘逸，竹韵神奇。一
阵清风吹过，那奇妙茫茫的翠竹，碧波迭起似浪千重;风儿像
一只大手掌抚过柔软丝滑的绸面，青的波纹与绿的气息一浪
一浪地扑面而来，飒飒竹喧传递着真诚致意。竹林下边，是
粉墙黛瓦典雅朴实的民居，在这满眼翠绿的竹林里，显得特
别抢眼，像一块块白玉，随意地扔在竹林的旁边。站在高处
一看，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雅致民居，一碧如洗的翠
竹……总在撩拨你难以平静的心绪。



竹园虽然没有游人，但任何一个经过竹园的人，都自觉不自
觉地放慢脚步或驻足，去看看翠竹瞧瞧竹笋，深深地吸上一
口气，然后才轻快地走开。乡下的小孩子放学后总爱扎堆子
凑热闹，竹园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游乐园，儿时常和小伙伴们
在竹园里玩耍，或追逐嬉戏或捉迷藏攀竹子或打雪仗或逮知
了，到处是快乐的影子欢乐的音符，直到很晚才回家。“一
竿绿竹撑新月，半剪青松寄白云”。常和小伙伴们在月下坐
在竹旁，一边感受着月的清凉，一边聊天说地漫不经心地数
着竹影数着星星。月色溶溶，夜风轻轻，那临风映月的繁茂
竹叶，轻歌款语，像在细述童年的故事与情谊。

竹子总是蓬蓬勃勃地生长，潇潇洒洒地奉献。有诗日:“食者
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篾，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
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老家的田事劳
作、衣食住行离不开竹子:竹柄、竹棚、竹架、竹扁担、竹箩
筐、竹篓、竹晒垫、竹筛、竹床、竹桌、竹椅、竹席、竹火
篮、竹斗笠、竹筷、竹杖、晾衣竹竿……竹制品不仅渗透农
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且也受到城里人的青睐，在街道旁
店铺里竹器、竹具琳琅满目:帘、箱、包、扇、笛、箫，竹玩
具、竹雕、竹编等工艺品收藏品，应有尽有。竹可以说全身
是宝，竹还可造宣纸、新闻纸;竹笋可人高级名菜;竹叶可以
人药，功能清热除烦。“靠山吃山，靠竹吃竹”，竹已成为
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竹海是理想的影视片拍摄场所，是避
暑纳凉旅游观景的好去处;大大小小的各种竹器厂、竹雕厂、
竹编工艺品厂，培养了众多竹品制作的能工巧匠工艺大师，
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竹子对人类的贡献可谓巨大，
竹简曾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记录者，想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
也是靠竹筏子渡过江的。

竹子，给历代文人墨客留下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竹子以其
葱翠、清幽、灵动、虚心、高节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他们
赏竹、咏竹、写竹、画竹、种竹、思竹、梦竹，一生都在追
求与竹的世界进行最完美的沟通，咏竹的诗词曲赋汩汩流播，
画竹的墨迹彩痕绵绵传承。



竹子的散文名篇篇五

我对竹子的酷爱源于外婆后院的那片竹林。踏着晨光，漫步
于竹林小径，看那烟光;日影;露气浮动于疏枝繁叶之间。罝
身于这样的世界，让人心旷神怡，忘记一切烦恼。

我爱竹，爱它那洒脱的身姿;爱它那挺拔的气势，爱它那节外
无枝的操守;爱它刚柔相济的品德。我更爱它那“依依君子德，
无处不相宜”的性格。青山有竹则更青，水旁竹林则更秀，
农家小院有几簇竹会把小院点缀得更加生机勃勃。竹是美的，
长在哪里便会给哪里超凡的风韵;生在哪里，便会给哪里染上
脱俗的情趣。优雅清静，令人赏心悦目。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强，任
尔东西南北风。”竹子扎根于峰峰岭岭，沟沟壑壑，都能以
坚韧不拔的毅力在逆境中顽强的生存，固守着无边的寂寞与
凄凉。一年四季经受着风霜雪雨的抽打与折磨。但它始
终“咬定青山”专心致志，不改变自己挺拔的站姿。风雨过
后，依然生机盎然，蓬勃向上。依然心无杂念“一节复一节，
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兔撩蜂和蝶。”

我爱竹，欣赏竹，崇拜竹，赞美竹，不仅是因为竹的万般风
情给人艺术的美感。而是因竹的自然天性，文静高雅，虚心
进取，高风亮节，不畏世俗的颠覆，不畏尘世的打扰的优秀
品格。给我以哲理的启迪和人格的力量。

无论是在出行旅途的车上，还是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只要看到
竹子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感到无比的亲切。总会情
不自禁地和竹拍个照留个影。还会?一些竹叶带回去，吹干，
做成一味中药--淡竹叶。在我心烦难眠的时候，用淡竹叶和
莲芯冲泡一杯淡茶，清香祛火，助我安眠。

我爱竹子，可是我居住的地方无鸟鸣之乱耳也无草木之渐眼的
“世外桃源”，无法目睹竹那清雅修长的身影。日日囿一种



爱竹的状态，所以我爱在空假之时，种上几盆文竹，插上几
株富贵竹，让家中有竹的气息。还在居室里挂上一幅“居中
有竹春常在，山静无人水自流的”对联。人们常说：“喜画
梅，怒画竹。”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会在心情特好的时候去
写竹。铺开宣纸，拿起毛笔，蘸上墨汁。

然后把自己脑海里的竹慢慢地用小楷的笔法，认真地写每一
片竹叶：人字;个字;分字;介字;川字;高飞孤燕，晴竹;雨竹;
雪竹;风竹……竹的千姿百态，感受竹的翠;感受竹的柔;感受
竹的洒脱;感受竹的清雅。抒发我对竹的情怀，体会大自然带
给我的惬意。感受郑老先生“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
影……闷中闲中有伴。”的美好画面。

我爱竹的自净自清，我爱竹的自善自美。

对于我，竹，是一首无字的诗;竹，是一曲奇妙的歌;竹，是
永不消失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