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历史文化散文 历史文化散文高考历
史文化散文(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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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历史文化散文篇一

又到了高考的时候，我已不是学生，亦不是家长或老师，高
考与我已然没有任何关系，每到这时，心里说不出的失落与
哀愁。

曾经，我是家长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里的乖学生，奖状和
荣誉证书把墙壁填的满满当当，后来中考失利，也不算失利，
那一年的我懒懒散散，丝毫没有中考临近的紧迫感，最终去
了一家民办高中。

一切就这样的进行着，虽然我的成绩上不了重点高中，可是
在这个高中还是能够进重点班的，按照常理，我应该痛定思
痛，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二本，继续做一个乖学生的。可是
我没有。

在这个学校，这个班级，有一部分是考上重点高中因为免学
费一些便利因素在这儿上学的。在他们的优秀面前，我做不
到出类拔萃，一学期结束，成绩不上不下，我爸帮我做了个
决定：不上高中，读职高。这个决定意味着：我无缘高考。

通过初中同学的介绍，我去了她所在的那所学校才了解到，
学校分中专大专，分不同的专业，当时的学校主任建议我选
大专会计，要读三年，而且比较适合女孩子，我爸觉得三年



太久，读两年中专就好了，我没有意见，最终选了个计算机
维修与应用专业，这是个男生居多的专业。

我刚去的时候班上就我一个女生，好在没过几天又来了个女
生，以至于我不用那么孤独。每每上课时，老师在台上讲课，
学生在下面低头玩手机，我求学的心不够坚定，自然成为上
课低头族的一份子。就这样低着头“完成”我的学业。

我出来工作一年后，听到昔日同窗高考的消息，内心无比的
酸涩，我曾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去经历这场考试，因为我的懒
散、不珍惜，最终错失敲开大学学门的钥匙。

现在，那些上大学的同学有的出来实习，有的还在学海求知，
曾一度羡慕他们的大学生活，忙碌的，充实的，甚至是好玩
的。我不再有机会经历这些，只希望那些学子们，把握当下，
读书未必会给人带来滚滚的财富，却会给人一个不一样的精
神世界。

历史文化散文篇二

在某小镇的街口，一条国道的旁边，有一间小吃店，小得毫
不起眼，小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小吃店卖米粉，
也卖快餐。店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路边小店最随意，家
常便饭更称心。店名就叫“农家乐”。小吃店的主人，是当
地一对朴实的农民小夫妻。

每天，到镇上赶圩的人，往来如流，络绎不绝。他们经过这
小吃店时，大都喜欢进到小店来，吃点东西，或充充饥，或
解解馋。有的很简单，就叫上一碗米粉，自顾自吃，吃完交
钱，出门时一边抹着油腻的嘴巴，一边对店主说声“好卖”，
然后该逛街的逛街去，该回家的回家去；有的大方一点，就
点上几碟小菜，叫来一瓶米酒，找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来，慢
慢的吃，细细地品。也有三五个人同来的，他们除了吃饭，
通常是边喝酒边聊天，有时还会猜上两码，直至酒足饭饱，



才尽兴而去。来这里吃的，大多是农家人，他们总是大口的
吃喝，大声的谈笑，无拘无束，毫无顾忌，怎么高兴怎么来，
总之，两个字：随便。

小吃店的原材料，全是自给自足的，米粉是自己做，青菜是
自己种，鸡鸭是自家养，连煮粉炒菜用的油都是自家出产的
花生油。小吃店的饭菜，价格也便宜。一碗米粉，有荤有素，
只卖三五元钱，小碗三元，大碗五元————通常小孩吃一
小碗，大人吃一大碗，就饱了。若三五个人点一桌饭菜，外
加两瓶米酒，顶多也就花个八十一百，保证吃得称心满意，
绝不会多收钱、乱宰客。

从开张那日起，这对小夫妻，就靠这间小吃店赖以养家，虽
说不上发大财，但凭着物美价廉，客源不断，每年也赚了不
少，足够整个小家庭的开支，还绰绰有余。因此，小俩口每
天欢欢喜喜，笑容满面。

多年来，这间小吃店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小镇的街口，就像
一把张开的小伞，不管风雨阴晴，成为人们喜欢的好去处！

历史文化散文篇三

元旦过后，我开始把摄影对象投向了雕像，有点想完成从拍
摄花草树木到拍摄现实生活的转变，便利用小儿子中文课间
的二个小时，开始了我的探访之旅。

雕像，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一个社会的文
化气息。我常常喜欢站在人物塑像面前，回忆一个故事，激
活一组历史细胞，唤起一种感情，延续一段自己青春的梦。

不用担心语言不沟通，用眼睛去看，可以呼吸到时代的气息;
更不怕它会用言语伤害你，用心去感知，感受历史文化的底
蕴。



不会说话的塑像，其实可以告诉你很多东西，你可以想像ta
生活的时代，听它诉说那个时代的.往事和历史。是一本到人
写好了，由你自己来编辑的历史书。

我也会驻足停留片刻，有时候还会抚触ta或来个拥抱，似乎
在和ta进行近距离的心灵深处的对话，当然内容是彼此的自
己个人隐私。ta是一碗心灵鸡汤，心酸苦辣由自己来调味。

山下公园的雕像，每一座都是一道风景中的风景。一个时代
的烙印。

我想用三章随笔把这里的雕像群重新整理在自己的记忆里。

历史文化散文篇四

七月，正是一年中最炙热的高温时节。于是，许多机关工作
人员纷纷在这时候选择了公休。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经过大半年紧张、忙碌的工作之
后，让一直绷紧的神经得以稍作松弛，让焦虑的心情放松一
下，调节一下身心，有利于下一阶段更好地投入工作。休息，
是一种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也有人不喜欢旅游，认为旅游就是“累游”。当然也可以窝
在家里，过一段无拘无束的惬意的家居生活。或上网“神
游”，足不出户，“浏览天下”，既可免除日晒雨淋之苦，
亦可一览中外名胜之美；或与儿女一起，下棋打牌，运动娱
乐，既可增进亲子之情，又能享受天伦之乐。一举两得，岂
不快哉！

历史文化散文篇五

横店耗资300亿建“圆明新园”侵权圆明园惹争议



事件回顾：

5月10日，占地6200多亩、总投资300亿的横店圆明新园(一
期)开门迎客。因仿建圆明园备受关注的圆明新园，从提出到
如今一期建成，7年时间内，围绕其“是否劳民伤财”“土地
审批是否违规”“与圆明园遗址侵权之争”等争论，从未停
止。

热点时评

“圆明新园的建设资金全部来自民间，其中绝大部分由企业
自筹，少部分来自社会捐赠。不花政府财政的钱，就不存在
劳民伤财之说。”东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楼守威说，企业
遵循的是市场规律，愿意巨资投入，自然对成本收益和承受
能力有所考量。

他介绍，在建设初期，圆明新园确实曾因为存在违规立项、
用地申报违反国家供地政策、规划用地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等问题被国土资源部叫停。在经过整改之后，圆明新园项
目重新立项并低调动工。圆明新园投资人徐文荣介绍，圆明
新园建设获得有关部门的立项许可，相关土地审批手续已全
部完备，所有手续合法。

“北京圆明园遗址应该保护，因为它是文物，可以让国人牢
记国耻;而在横店建设圆明新园，可以再现当年艺术经典。”
徐文荣认为，北京圆明园目前仅是遗址，圆明新园是按照圆
明园图纸仿建的全新的园林景观，谈不上侵权。而且，横店
圆明新园的名称和项目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如
果侵权也不可能通过”。

中国圆明园学会副秘书长要砺闵认为，过去曾有人提出过在
原址的废墟上重建圆明园，但这是不可能的。国家文物局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将圆明园定位为遗址公园。“争论
和比较毫无意义。”要砾闵说，在遗址重建圆明园绝无可能，



一些和清代皇家有关的娱乐设施和项目也无法在遗址开
展。“研究和保护好现有遗址是北京圆明园最大的任务，而
一些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古建筑的仿建和修复、场景
再现等等，却恰恰可以放在圆明新园。”

圆明新园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5a级景区的标准，并力图在整
个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体现完美。已开放的.春苑景区拟定门票
价格为280元/人次，夜游区域票价280元/人次，冰雕雪雕馆
及野生动物馆则另行收费。这一价格制定的依据，来自圆明
新园建设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建筑用料成本。百姓会自
己选择，“如果觉得值得，大家仍然会买票游玩;如果觉得物
无所值，也就不会来了。”

我的看法

看法一：在我看来，圆明园无论是一个旅游景点还是娱乐场
所，都是一种历史记忆，一种民族记忆，而残败的圆明园更
能唤起国民的记忆，因为用伤痕来记住历史，才能记得牢固，
记得长久。无论复制多么宏伟壮阔的新圆明园都毫无意义，
或许残缺才是最美的，才能从灵魂深处震撼人心。

看法二：一方面，横店仿建圆明园确实能够让游客回顾当初
万园之园的豪华与宏大，感慨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顶
峰实力。但是另一方面，圆明新园不过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
然而这种“天朝上国”的迷梦是最不可拥有的，圆明新园在
细节处肯定也比不上圆明园，那是一个皇室历经多代搜集天
下珍宝与能工巧匠而建成的，不相信圆明新园会那么有人性
味，相比于残缺不全的圆明园尽管它要更加精准与堂皇。

看法三：复制的文化失去了醇厚清冽的馨香，横店圆明园仿
照圆明园，虽然显示了其恢弘的规模，华美的艺术品，但是
却给人扑面而来的是金钱气息，不像历史上的圆明园，虽经
大火灼烧，仅留下焦黑的遗迹，但其经受摧残的沧桑之美震
撼人心。



看法四：新建圆明园，不仅重现曾经历史文化的辉煌，加强
国人的文化自信，更是与现在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遗址
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国人勿忘国耻，自强不息。至于是不是
劳民伤财，我觉得这应该纯粹是自愿的问题，既然有人愿意
投资，就说明商家肯定是有了充分的估算的，新建的圆明园
会创造新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