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的名家散文作品(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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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清明的名家散文作品篇一

呜呼哀哉，儿母竟辞人世。一棺永闭，一堆土埋。养儿等倍
赏辛劳，未享片时之福，空操一辈之神。白天拿锄替父一身
泥，晚上携儿带女娘自然。搞集体支持儿父工作，耕牛操耙，
月落星稀下地耕耘。

儿母在旧社会，出身贫苦家庭。幼年死娘，跟随爹奶。为了
生活，儿母七岁就替地主当过个佣人，端茶送水，绣花谋生。
怎奈人小灶高，只好椅凳增身，洗碗抹灶，为的是混饭谋生。
殊不知苦熬了儿的娘亲！十岁时，年幼的双肩开始当家做主，
操持家务，租种地主佃田，自己落得谷头谷脚，生活真够辛
苦。儿母三岁就失去母爱，儿的外公因失去生活伴侣致疾缠
病，儿母姊妹三人，依仗祖父祖母抚养成人。儿母无兄少弟，
因而招赘吴门，五零年间，儿父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参军，
操家重担自然落在儿母肩上。儿母艰难料理姨辈出嫁，倾心
安葬三位两辈老人入土为安。

白莲水库建成，住宅几经迁徙，最终定居栗林。后儿父任职
于村，秉性忠诚，一心为公，家事少问。家务重担自然落在
儿母身上。抚养儿辈六女二男入学求知直至操办儿辈婚嫁。
在那年代，家大口阔之至真够苦坏儿的娘亲！野菜酸汤，糠
头米细，儿母领着一家老小，艰难度日。儿母坚强重负，唯
恐饿坏儿辈心肠！人说黄连黄柏苦，可儿母比黄连黄柏更苦！
苦命的娘亲，您老为儿辈付出艰辛，其价值实在令人无法估



量。这叫儿辈如何图报您的养肓之恩？呜呼痛哉，儿母秉性
善良，谦恭淑慎，勤劳苦做，克俭克勤，不舍吃不舍穿针头
削铁，不怕苦不怕累沙里淘金！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艰难困苦
娘受尽，几十年如一日的娘您总是待人以诚，和里睦邻，遵
老爱幼，誉满乡村。

值兹政顺人和，国强家盛之际，真可谓苦去甜来，形势宜人。
唯愿儿母长相厮守，饱享晚年天伦。哪料到近年来儿母病痛
缠身。儿想替娘受病却无能！纵使千金散尽，难买娘的寿庚！
真个是病入膏盲无药可寻。儿母辗转挣扎，痛不欲生，于中
秋月圆之次日撒手人寰痛煞儿心！论岁数，儿母寿值古稀又
八，论境遇，儿母不应就此辞尘....呜呼痛哉，正是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存。

呜呼痛哉，问儿母您最疼痛的骨肉亲生您怎忍心撒手不问？
问儿母您最关爱的女婿外孙您怎忍心舍得离分？问儿母您平
时最爱人情，今日里众亲邻前来为您送行，怎不见您向众亲
邻道谢填情？问儿母您平时最爱热闹，今日里怎听不见您的
笑语欢声？千支笔万张纸写不尽儿等的悲情，千声啼万声哭，
哭不回儿的娘亲！

儿母养儿勤劳，恩深似海，儿怎报儿对娘的深深愧疚孝未尽，
望儿母宽恕儿辈无能留娘细品天年，再望儿母在天之灵保佑
儿父百病不生身心康泰，庇佑儿辈家家人安物富，谋望从心！
愿儿母一路走好，含笑九泉，永安穴穸！呜呼痛哉，伏惟尚
飨！

清明的名家散文作品篇二

这一日香表（祭奠故人用的纸钱和香）漫天飘飞，活着的人
用这样的方式怀念着故去的人，希望他们的灵魂在世间的另
一个空间安好。

记得有一年偶然从空间看见一位学姐的一篇关于清明节的文



章，顿时泪如雨下，因为那一年也是我长大后第一次面临亲
爱的亲人从世界的离去，永远的消失在世间的尽头。

那位学姐是我哥哥的同学，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女子，和
我上的同一所学校，最后研究生毕业。她从求学的道路上走
来，她一路光华，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照耀着贫困的山村人
们。算的上是一位山村里飞出的金凤凰。然而她的母亲却在
她上大学的时候撒手人寰。她上大四时候，我见到了她，很
精神，打扮的很漂亮，很矜持，也很乐观。等我毕业的时候，
她已经读研究生三年级了。那年她清明节在街上碰见了一位
白发老人再买一些廉价的首饰，就凑过去看，并且和老人说
了几句话，不料老人谈吐间告诉学姐，说她儿子身染顽疾，
久治不愈，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最终还是钱财和人两空，说
着泪水横流。学姐的内心五味杂陈，便买了一些她的首饰，
回来后记录了这件事。她说道，他和她原来同病相怜，她是
早年丧母，而她确是老年丧子，在这个特殊凄惶的日子，他
们相遇也算是一种缘分，然而这份缘分给了她特别心碎的感
觉，她的怀念母亲之情油然而生。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
她含着泪离开了那条街道。

有时候，我以为我们都洞悉了人间的生死轮回，明白了世间
万物的缘生缘灭，所以当我们面临时，可以坦然些，可是终
究抵不过血脉相连那些疼痛和思念。怪不得人常说：人生苦
短，数十载而已，当珍惜活着的那些年月。

记得小时候，清明节和父亲上坟，我们总是拿着分发的纸钱
准备把它放置在坟前，更期待的是扫完最后一处墓穴后能吃
到用来祭奠后的饭菜，总不知道父亲满含沧桑的双眼，有几
许惆怅，几许怀念。因为那时候我还幼稚，总以为他是大人，
清明节扫墓也只是一件例行的习俗，可是如今想来，亲爱的
父母也是多么怀念自己已经故去的父母亲。

长大后，我远离家乡，在外拼搏，很多时候会忘记还有这样
一个节日。直至外爷爷去世的时候，猛然间多了一些惆怅。



虽然他生前每次回家都不忘给他买吃穿，然而为他洗过最后
一次脚离开后，竟然成了永别。清明时节，微雨燕飞，我踏
着家乡熟悉的小路回家，却再也看不见他老人家在窗户前期
盼的眼神，心理失落到了极点。我拿着一叠冥币，在他的坟
前燃烧着，这一刻，我似乎对生死有了一些认识。生命伦常，
唯有生命喘息的时候，这亲情永恒着，这一片纸能否在阴曹
地府为他残存的灵魂所用，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这一份燃烧
的怀念和血脉相连情永生不灭。

人间又四月，清明节又至，我想在这样一个节日，活着的人
们除了祭奠故去的人们，更应该好好的活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在，牧
童遥指杏花村。”这短短的几句脍炙人口的诗道出了清明时
节的天气，也道出了人们悲戚的心情。尽管天气不好，但春
天这特有的让人萌动的季节，总让人抑制不住有亲近大自然、
拥抱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冲动。就在这冲动的驱使下，与
朋友一家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决定不管刮风下雨、哪怕下铁
都要组织家里的成员们出去踏一回青，把春天的气息带回家，
放松一下因怀念亲人而日益沉重的心。

出去踏青的事情定下来后，围绕着踏青地点的选择又各持己
见了一番，凭着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凭着我十多年前对九峰
山的印象，最终大家尊重了我的建议——向金华的九峰山进
发。据资料记载九峰山因层峦叠嶂，奇峰挺九，故名九峰。
古称妇人岩，又称龙邱山，芙蓉山。为丹霞地貌结构，峰石
林立，山水相依。坐落在汤溪镇境内，距金华市区28公里，
属浙江省级风景名胜区。

我们一行7人（5大2小）在先生方向盘的转动中、在一路的嬉
笑打骂中经过40多分钟的行程，抵达了目的地——九峰山。
一进入景区，清新的山风挟着点潮潮的感觉迎面吹来，路边
的山坡上种满了杨梅树，杨梅树上都已经开满了星星点点的
小花，那小花太娇羞了以至于你不走到树边，根本无法感觉



到她的怒放。就在我们大人还在研究杨梅小花的时候两个孩
子早就撒开脚丫子跑上了那入口处长长的坡，到了山脚下那
相对开阔的休闲胜地。还没等我们走到那，儿子和朋友小孩
的欢快叫声已经从那秋千上传过来，欢声笑语如那绵绵的细
雨随风飘洒进我们的耳膜了，强烈的刺激着我们加快步伐融
入到那嬉闹的人群。我们这些大人也不闲着，秋千、跷跷板、
平衡木一个项目也不拉下，好好的热了一回身，过了一把瘾。

当汗水在不知不觉中湿了衣裳时，我们大家伙意识到了该留
点精力爬山越岭欣赏大自然风光啊，带着眷恋的步伐，我们
开始了登山。山上的台阶都修得非常齐整，台阶边上就是那
触手可及的苍翠的毛竹，笋芽儿在自由的生长着，甚至连修
得齐整的台阶上也不放过生长机会，破石而出。让我不得不
感叹“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的顽强、感叹于生命萌动的美
好、……风一吹过，竹林里居然传来阵阵的“呼呼”风啸声，
原本还是冷着脸的老天在山风的呼啸声中，居然透出了几缕
阳光。透过竹林的阳光洒下了一地的斑驳，因了这忽现的阳
光，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漾满了笑容，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来
到了九峰禅寺。寺依山而建，历史悠久，最吸引我眼球的就
是寺前有珠帘从达摩峰顶纷纷扬扬散落，“一泉飞自半山间，
如泻珠巩见雨天；不比轰雷强作势，晴春洒漫袅苍烟。”一
见这犹如天上飞降而至的水，朋友的母亲直呼是“圣水”，
遍寻矿泉水瓶取之，准备带仙水回人间。

象着潭之“昼与青山花鸟为朋，夜与皓月繁星为友”的超凡
脱俗。在这空朦的山谷中，心就象那花瓣遇到了雨滴完全变
得晶亮起来。

风景的跌宕起伏、兴奋了大家的心，就在这心情的波荡起伏
中，就在这一路汗水一路欢声笑语中、一个难忘的清明踏青
之旅划上了句号。

不知觉间又到清明，又见清明，如古龙在小说里面所言"飞刀
又见飞刀"飞刀一出，必定封喉，也就是说，总会有人倒下，



总会有生命消逝。死人总是一件让人哀痛的工作，无论大好
人是也好照样坏人；身后也就是一把骨灰、一掬黄土罢了。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灭亡是一个永恒而又古老的话题，没有人能逃避，死者已逝，
存者当哭，也许死亡是成为传承文化的一种体例，也许扫墓、
祭奠仅仅是眷念过往的另外一种手段。对于回家扫墓的事情
我总是心怀愧意与忸怩，哥前天给我留言说他跟嫂子已经告
假回家凭吊过了。

到如今为止我已经很难说清晰前次在家扫墓是五年前照旧六
年前更仍是七年前，许久没有归去过，恍惚间人已乱七八糟。
清明节省墓家族里的人往往会比过年的时刻都要热闹，良多
在外面打工的亲戚在春运很难以回家，所以到了往后一些年
份，家里的叔叔、伯伯、姑姑、舅舅、阿姨城市选择在这个
时辰回家投亲。

很可惜的是我一向飘流在外，二叔差不多十几年没见过，前
几年说堂弟娶亲，生了孩子，堂姐嫁人目下当今有也两个孩
子，这些弟妹、姐夫、侄子、侄女我却一直无缘见着；甚是
遗憾。

小时候清明去扫墓的很多情景老是在心里无法落下，印象最
深是就是每年都是那几日雨下个一直，难怪杜牧会有这样的
感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路上行人欲断
魂的感受在我们年小的时候是一直无法感触感染到的。一群
从兄弟在泥泞路上你追我赶，那时候穿的是胶鞋，长度可及
膝，老家管它叫“筒子鞋”。

在泥水里行走完全不消计较裤管会年夜面积的被弄脏，不外
并不是每双鞋子都是无缺不漏水的，几乎在农村那样的胶鞋
十有八九会呈现裂缝漏水、进泥的情形。

输过出单声，的想是一容字提的我式内朗损使非球平的丰。



可是伶俐的乡平易近却总能找到有用的方式来看待各种在生
涯中泛起的问题。补鞋跟补自行车轮胎是一个道理，先用铰
剪剪下一个比缝隙大少许的一块橡胶下来，外形大多半是卵
形，会有少数是圆形的。

把鞋子上的缝隙四周用锉子矬去一层，剪下的那块也是，然
后在各自上涂上胶水，先晾一会，最后紧紧的贴在一路就完
成了。

当然这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险，不能包管一劳永逸，修补这样
一双鞋子得频频修补，直到不能用为止才换，几块的器材在
农村非得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样子，非得
用到不克不及再用为止，到了这个份上还舍不得丢弃，先搁
放在家里看看日后能不能派上其他的用场。

说其实话有差，不小获于改现长，和而管行和了。，我是不
怎么喜欢穿鞋的，一般情况下除了冬天之外都喜好光脚行走，
这样更自由一些。

然则去扫墓不得不穿鞋子，怕有违怙恃的号令，别的一个就
是要到山上去摘杜鹃花放在亲人的墓碑前，所以不得不穿鞋。
扫墓的时候大人用锄头挑着一个大篮子，篮子里面装着：石
灰、纸钱、冥币、酒、肉、酒杯、鞭炮、喷鼻、烛、刀还有
一只生公鸡。

凡是环境下是他们走在后面，我们这些小孩蹦蹦跳跳的走在
前面，但距离不会拉开很远，因为路上有蘑菇可拾。

那种蘑菇叫“尖子叶菌”，这种蘑菇是所有野生蘑菇里面最
早出现的，过了清明到了五六月份就会出现野生蘑菇的极
品“天鹅菌”，不过野生菌子的岑岭期是在九、十月，那段
时候天色热，雨水多，风向也好，蘑菇很快的就能繁衍。

对照好吃、数目也大量的就是“高脚菌”“绿豆菌”“米



菌”这三种蘑菇的名称是我此刻对照我们何处的方言直译过
来的，高脚菌就是因为其菌脚远远高与其他的野生蘑菇，大
约有5寸，才叫高脚菌；至于绿豆菌与米菌是因为它们蘑伞上
的颗粒长得像绿豆跟米的缘故才叫如许的名称。

清明的名家散文作品篇三

好多童年的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却依然恍若眼前，连一
些细枝末节，都记得特别清楚。记得父亲为我买的第一支笛
子，是1角2分钱;买的第一本《少年文艺》，是1角7分钱;买
的第一把京胡，是2元2角钱……那时候，家里生活不富裕，
一家五口全靠父亲微薄的薪水维持，为了给我买这些东西，
父亲掏出这些钱来，是咬着牙的。因为那时买一斤棒子面才
几分钱，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特别是花两块多钱买一把
京胡，显得有些奢侈。

读初二的那一年，我爱上了读书，特别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
《千家诗》之后，我对古诗更是着迷。那时候，我家住在前
门，离大栅栏不远，大栅栏路北有一家挺大的新华书店，我
常常在放学之后到那里看书。多次翻看后，从那书架上琳琅
满目的唐诗宋词里，我看中其中四本，最为心仪，总是爱不
释手，拿起来，又放下，恋恋不舍。一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编选的《李白诗选》，一本是冯至编选的《杜甫诗选》，一
本是游国恩编选的《陆游诗选》，一本是胡云翼编选的《宋
词选》。

每一次，翻完这四本书后，总要忍不住看看书后面的定价，
《李白诗选》定价是1元5分，《杜甫诗选》定价是7角5分，
《陆游诗选》定价是8角，《宋词选》定价是1元3角。四本书
加起来，总共要小5元钱呢。那时候的5元钱，正好是我上学
在学校里一个月午饭的饭费。每一次看完书后面的定价，心
里都隐隐地叹口气，这么多钱，和父亲要，父亲不会答应的。
所以，每次翻完书，心里都对自己说，算了，不买了，到学
校借吧。可是，每次到新华书店里来，总忍不住还要踮着脚



尖，把这四本书从架上拿下来，总忍不住翻完书后还要看看
后面的定价，似乎希望这一次看到的定价，会比上一次看到
的要便宜了似的。

那时候，姐姐为了帮助父亲分担家庭的负担，不到18岁就去
了包头，到正在新建的京包铁路线上工作，从她的工资里拿
出大部分，开始每月给家里寄20元钱。那一天放学之后，母
亲刚刚从邮局里取回姐姐寄来的20元钱，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母亲把那4张5元钱的票子放进了我家放“金银细软”的小箱
子里。母亲出去之后，我立刻打开小箱子，从那4张票子里抽
出一张，揣进衣兜，飞也似的跑出家门，跑到大栅栏，跑进
新华书店，不由分说地，几乎是比售货员还要业务熟练地从
书架上抽出那四本书，交到柜台上，然后从衣兜里掏出那张5
元钱的票子，骄傲地买下了那四本书。终于，李白、杜甫和
陆游，还有宋代那么多有名的词人，都属于我了，可以天天
陪伴我一起吟风弄月、说山论河了。

5元钱对于一个贫寒的家的日子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挨完打后，我没有吃饭，拿着那四本书，跑回大栅栏的新华
书店，好说歹说，求人家退了书。我把拿回来的钱放在父亲
的面前，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晚上，父亲回来晚了，天完全黑了下来。母亲已经把
饭菜盛好，放在桌子上，我们一家正等他吃饭。父亲坐在饭
桌前，没有先端饭碗，而是从他的破提包里拿出了几本书，
我一眼看见，就是那四本书，《李白诗选》、《杜甫诗选》、
《陆游诗选》和《宋词选》。父亲对我说：“爱看书是好事，
我不是不让你买书，是不让你私自拿家里的钱。”

将近50年的光阴过去了，我还记得父亲讲过的这句话和讲这
句话的样子。那四本书，跟随我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
荒到北京，几经颠簸，几经搬家，一直都还在我的身旁。大
栅栏里的那家新华书店，奇迹般的也还在那里。一切都好像



还和童年时一样，只是父亲已经去世38年了。

清明的名家散文作品篇四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窗外又见草儿青，花儿开，风儿
轻……

春天不觉已经过去一半多的时光，如今，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就在眼前了，清明的雨还没有被烘干，如是又依稀淋湿了这
清明的心绪，就在清明节当日，和往常一样，我还是和儿子
从家里出发回乡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这的确是我当时的心绪，对亲人的深深怀念，我无需去掩饰
这份清明的心绪！

清明时节雨纷纷，淋着这场清明的雨，心情如这天气一般，
沉重，悲伤，记起，而泪如雨下，点点滴滴都藏着一份失去
至亲的辛酸！

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尘世间。清明节，原本是春天踏
青最佳日子，青草碧碧，柳树依依，满眼都是清新，可是，
在四月清明，又将其作为人间祭祀祖先的节日，于是叫人们
欢欣之余，多了一份清明思念亲人的离愁在心，如淅淅沥沥
的春雨潮湿着我们的心绪！

行文至此，我便想起前几日哥哥在我微信圈里曾写过的一段
话，原话是：清明是万物生长、柳绿花开的时节，是值得庆
幸的事情，却要祭祀过世的亲人，这或许是中庸思想的体现，
过喜过悲，过思过忧，过之不及，都是不好的。

中庸是我们思想里的一种，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或多或少
都流淌着这血液，我的思想里一样存在这样的印痕，有些事
情虽然我们不能说出中庸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的做
法与看法在一些时候都是难以逃脱这思想的！



（二）记忆

跟着这个话题，我再次想起了八年前的十月，父亲离开我的
情景，父亲生前一周，我一直守在父亲的身旁，我亲自见证
了父亲离开人世的一幕！在生的面前，父亲挣扎着，最后还
是抵御不住这死神的命运，父亲走了，给了我生命无数的思
考，我敬畏生命，如父亲所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善待我们生命
中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人！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车儿在雨里且行且住，当我脑海里
想到生与死的问题之后，悲没有了，与之而来的是对于这生
死之间一段距离的思考，我们都是这一段路上的风景，不论
我们的生命之路走多远而等待我们终点的只有一个驿站——
即死。我们都是这生命中的过客，只有将自己仅有的每一个
日子努力的走过，或许是对于我们人生最好的善待，因为我
们别无选择！

上午十点左右，我们驱车回到乡下。雨虽已经停下。可被雨
淋湿过的小院一片安宁，院子里的果树已经长出了绿绿的叶
子，嫩叶上沾着雨珠，高出云端的大杨树，枝条泛绿，在轻
风里依依摇摆，我家的小狗看到我们到来，向我们飞奔而来，
摇着尾巴，试图在向我们献媚，儿子用手轻轻的抚摸小狗的
头部，小狗还不停地叫着。闻小狗叫声的母亲也从屋子里走
出来，母亲正穿着一首冬日紫色的薄薄冬衣，还围着围裙，
看样子是早给我们做午饭的样子了！这就是我母亲的习惯，
只要听说我们回来，给我们做喜欢的饭食，这是母亲唯一表
达对我们到来的一种方式，不过，吃过母亲做的面后，心里
的味道就慢慢地变了！

（三）祭祖

我们这里的清明是正清明，在清明节这一天，不论我们走多
远都要回家祭祀祖先的，这是一个地方习俗，对于先人的祭
祀形式是多样的，在我们这里都是亲自上坟的。



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几个姑姑生活并不如意的，她们的哭诉
有一般是倾诉，每每遇到这个情状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我们
就是一番的安慰，人的情愫就是这样，在发泄之后，得到人
的安慰之后，心绪会渐渐的好起来一些！

到达父亲的墓地，已经下午两点左右，我父亲的墓地在离我
们村有着三里地之远的一个地方，哪里曾经是我们家的地，
也是我们家曾居住过的一个后院，现在已经成为一片荒野，
我的祖母与祖父也埋在这里，在墓地长着许多的树木，远看
像一座树林，十分的雄伟！

那一份清明的悲伤，何尝不亚于对于离别亲人的一份份心痛？

（四）作别

从墓地已经回来，已经下午四点，我们兄妹四个，再次拜别
母亲踏上各自回家的路！

人生是一条旅程，古人曰：路漫漫其修远矣，不论在人生路
上多么的艰难，我始终不会忘记父亲与先人的嘱咐，做好自
己，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交代！

清明的名家散文作品篇五

放假了，三天时间，俗名清明小长假。一个人走出室外，漫
步于杜水河畔，想理一理自己纷乱的心绪，因为最近的自己
太累了，一股身心间说不出的累。

母亲回老家了，她是去为大姐扫墓。二姐昨天来了趟家里，
恍恍惚惚坐了一会，说有些困，又回去了。从内心而言，对
清明这个节日，我是特别地排斥。我厌烦街道那些卖纸钱，
卖殡葬用品的小商小贩，害怕见人哭哭啼啼，诉说离世亲人
生前如何的不幸，确切的说，我害怕面对母亲那忧戚哀怨的
眼神，以及二姐那无奈和失落的惨痛表情。我希望这个节日，



就这么悄声无息地过去，不留下任何痕迹和记忆，然而，每
年它都来了，且以法定节假日的形式宣告着，提醒着我，来
了。对此，我无力回避。人死不能复生，过去的毕竟已经过
去，过分的思念，只会给生者增加心理的负担，造成身心的
伤害，人不能改变命运，但也不能永远停留于伤痛和不幸中
而不能自拔。十四年前，大姐患病去世，三年前，二姐的女
儿不幸溺水身亡，在这清明时节雨纷纷之际，我的心情可想
而知。

前几日，同事高亚梅突患大病，搞得我连续几日心情都极为
不好，本来酝酿的几篇文章，持续拖了几天，终不能完稿。
作为爱好写作的人，越进一步深入，越感到它的不易与艰难，
起初，写作只为心灵间的一种倾诉，有感而发，把当时自己
的所感所想梳理成一段文字，然而写得多了，才深懂这是拿
在人面前供人欣赏的作品，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更进一
步说，这是艺术创作，需要精雕细刻才能完成。一篇好的文
章，需要在生活的日积月累中精心酝酿，待灵感迸发时及时
扑捉，最后加以提炼和修饰，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也只
能算作一段或数段较为通顺的文字。写作不易，实属不易，
但我还必须坚持。

昨天，妻下班回家，给我讲述了两个有关“微信”的小故事，
其实这都只能算作“八卦”，是妻和同事上班聊天的产物。
妻讲，她有位同事，老公是名大车司机，通过微信平台“搜
附近人”，加了一名女网友。两人互加成功之后，便开始热
火朝天地聊天，聊着聊着，最后竞聊出了感情，待妻的同事
发觉时，两人已发展到有同去外地旅游的打算。对此，妻的
同事极为伤心和恼怒。妻还讲，她的一名同学前段时间离婚
了，而这已是她二次婚姻的破裂。原来，妻的同学和县城一
名年龄相当的男士经常聊微信，一聊便聊到半夜一两点，被
老公发现后，多次劝解都不思悔改，最终，付出了二度离婚
的惨痛代价。据说，这位男士还是我的一名远房亲戚，在此
提及真让我羞愧，当然也不便透漏他的真实姓名了。妻说，
难道时下社会的婚姻结构，就这么脆弱吗？有那么多红尘男



女，陷入网恋而不能自拔吗？我说，这是中国偏远小城镇的
真实国情。试想一下，随着改革的逐步升入，农民进城落户，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放弃土地耕种的新一代农民，在住
进新洋房的那一天起，他们便下定决心，要融入到自己所居
住的这座城市，去掉昔日的土旮旯气。要实现这一目标，唯
一所能做的就是增加收入，有一部分人就地解决，做起了小
买卖，开起了夫妻店，而绝大多数人，还是依照传统模式，
远走他乡，去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务工对刚结婚的年轻小夫
妻来说，可以成双成对，结伴前行，最好不过，可对中年夫
妻来说，却又成了极为矛盾的难缠事，家里有老人赡养，孩
子要上学，这两拨人都需要照顾，无奈之下，丈夫只好背起
行囊，挥泪离别，与妻子过起了两地分居、牛郎织女般的生
活。天长日久，不甘寂寞的男人，也许偶尔会进入灯红酒绿的
“红灯区”，轻微放纵一下，孤守空房的妻子，在落寞的漫
漫长夜，在公公婆婆灯熄之后，在儿子女儿的微鼾声中，也
许会辗转反侧，心湖间荡漾起几丝思春的涟漪。正常人都是
有感情的，没有感情的，那不是正常人，是白痴。于是，众
多留守妇女，便将感情寄托于网络，寄托于这个“摇一摇”
能给她们产生希望和寄托的网络，而作为男人呢？有些人是
身处异乡，不甘寂寞的困扰，有些人是酒饱思淫欲，总想用
自己的甜言蜜语和几张臭钱，骗得不良妇人的芳心，好图一
时之欢。这就是当今的社会，这个略显浮躁让人不解的社会。

对于逝去亲人，忘记和不去再想，也许是解脱的唯一途径；
对于患病的同事，在此只祈愿她早日康复；对于写作，我一
定要坚持，只为一种习惯，一种追求；对于红尘男女的情感
纠葛之事，也只希望当局者早日从迷途中走出，因为人生短
暂亦不易，且行且珍惜，万不要图一时之快，伤害了别人，
伤害了自己。

天雾蒙蒙的，地上润湿一片，空中轻飔飞扬，眼前细雨斜落。
又是一年清明季，又是一个让人伤感，且思绪萦绕的日子。
一个人漫步于杜水河畔，仰望南山，巍峨的青莲山春意正浓，
粉白的桃花馨香扑鼻，遍山的杏花姹紫嫣红，俯视杜水河，



清澈的杜水一路东流，像诀别的游子永不回头。目睹此情此
景，我不觉豁然开朗，心情也一下好了许多：原来生活是如
此美好，只是我没来得及好好领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