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朱自清散文绿原文电子版(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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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散文绿原文电子版篇一

在平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里，大家都知道散文吧？散文不
讲究音韵，不讲究排比，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为了帮助
大家更好的了解散文，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朱自清的散文
《春》原文及赏析，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象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
水涨起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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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着，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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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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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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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也成天嘹亮
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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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
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
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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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
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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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里脚是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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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着我们上前
去。

《春》是朱自清散文中的名篇佳作，但在作者生前，它却没
有收入朱先生的散文集中。据陈杰同志考证，《春》最早发
表在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上。该书1933年7月
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陈说："在篇名的右上角都注有标记。
编者在课文目录后附注，凡有此标记者“系特约撰述之作
品”，可见是《读本》的编者当时特约朱先生等撰写给中学
生阅读的文章。"（《关于〈春〉的出处》，《临沂师专学报》
1983年第2期）《春》不仅在解放前被编入中学语文教
材，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的《语文》第



一册，也收录了它。但是，后者嫌原作有的词汇"陈旧"，有
的语句不够"规范化"，因之对其进行了"加工润色"。这样，
在文字上便与原作有了出入。为尊重朱自清作品的原貌，本
篇赏析的对象是朱先生写定的未经修改的文字。

《春》是一篇满贮诗意的散文。它以诗的笔调，描绘了我国
南方春天特有的景色：绿草如茵，花木争荣，春风拂煦，细
雨连绵，呈现一派生机和活力；在春境中的人，也精神抖擞，
辛勤劳作，充满希望。

《春》是一幅春光秀丽的画卷，《春》是一曲赞美青春的颂
歌。

作品起始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
了。"两个"盼望着"的词语重叠，强化了人们对春天的期
盼。"春天的脚步近了"，更把春天拟人化，似乎春天正在大
踏步向我们走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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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先从总的方面描绘春境，勾画出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景象。

接着，作者推出五个特写镜头，细致入微地描绘春天的动人
景象。

第一个特写镜头是春草："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
绿绿的。"作者不仅写出了春草的嫩绿、绵软，而且还摄下了
它对人的诱惑力：人们在草地上"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
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这里的绿茵，已不是单纯
的自然景物，而成了人们生活的亲爱的伴侣——景物变成了
情物。

第二个特写镜头是花木争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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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果树之花争相斗妍，而且野花遍地，万紫千红。
众花还以其特有的色香，吸引无数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



小蝴蝶翩翩起舞。这些描写，活现出春意盎然的气氛。作者
不以再现自然花色为满足，还特意驰骋想象的翅膀写道：果
树之花"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
梨儿。"想象不仅拓宽了描写的视野，更从未来角度渲染了春
花的可爱。

第三个特写镜头是春风。较之春花来说，春风是不容易描写
的。朱自清写春风，主要抓住了两点，一是春风的柔和，二
是它具有传声送味的作用。作者先用南宋志南和尚的"吹面不
寒杨柳风"的诗句，来状写春风的温暖，柔和；他犹恐读者不
易领会，马上来了一句人人能领会的摹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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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作者从传味角度
写春风，不仅强化了春的氛围，也将此段与上两段关于草、
花的描写自然地连接起来。春风还把春鸟的歌唱、牧童的笛
音，送入人的耳膜，"与轻风流水应和着"。作者从多方位描
写春风，把这个本来不易表现的事物也写得栩栩如生。

第四个特写镜头是春雨。朱自清写南方的春雨连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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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雨，使树叶子"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
的眼"。雨夜，一点点黄晕的灯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
的夜"。白天，"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这
俨然是一幅春雨农耕图了。

第五个特写镜头是春境中人的活动。前四幅画面以写自然景
色为主，这幅画面则突出人的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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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花儿"
赶趟儿"地开；人们为了迎春，"也赶趟儿似的"走出家门。在
春天，花卉争荣，各不相让；人们"一年之计在于春"，也以
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了工作。

在以上盼春、绘春的基础上，作品最后唱起了对春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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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作者用三个比喻性的排比句式，说明春天是新鲜、美
丽、欢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类也应当踏着春天的步伐，
去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春》是一篇描写自然风光的出色散文，将它与此前的同类
题材《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使人感
到它有两点突出的变异：一是感情格调有所不同；二是语言
风格的变化。读《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使人感到其中流露出作者淡淡的哀愁，而《春》的感情基调
则轻松愉快、充满活力。何以会如此？我猜想至少有这样两
个原因：一是本文系朱自清应约为中学撰写的语文教材，从
培养青年进取向上出发，作者采用了相应的积极、乐观的感
情基调。二是作品的青春活力，反映了作者写作时的心境。
《春》大概写于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1932年8月，朱自
清漫游欧洲回国不久，便与陈竹隐女士结为美满夫妻，并于
同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33年4月，又喜得贵
子。朱自清生活中的顺境与幸事，不能不对《春》的抒情格
调产生影响。作者乐观感情的倾注，使得作品情景交融、诗
情与画意结合。再从语言方面看，《荷塘月色》、《桨声灯
影里的秦淮河》的语言固然是漂亮的，但有雕琢痕迹，不够
自然。而《春》的语言则简朴、活脱、口语化。如写草，"园
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写花，"你不
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些语言都是从生活
中提炼出来的，生动活泼，节奏明快，语短意丰，表现力强。
作者为了更好地描写春天，还采用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方
法，使春天形象化、人格化。前面引用的文章的结尾部分，
便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朱自清不愧是语言大师，他用文笔



把短暂的春天从自然界拉回到书面上，使其四季常驻，随时
可睹。

朱自清散文绿原文电子版篇二

这学期，我们学习了一篇文章是朱自清的《匆匆》，它使我
受益匪浅。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是一不复返的，写
出了时间流逝的`匆匆以及作者发出的感慨。

它使我明白了：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匆匆的，我们应该
在有限的生命力，做出无限的有意义的事，珍惜时间，努力
学习。

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了一些成就，可他自己还认为
没有好好利用时间，可我，在取得一次好成绩后，就认为以
前的时间花的很有意义，便不再复习，写完作业就玩，浪费
了许多时间。

时间老人确实是无情的，可它也是公平的：它给贪玩的人惩
罚、给努力的人奖励。虽然如此，它也不会留恋任何人，匆
匆的向前走着。《匆匆》使我明白了时间的珍贵，因此，我
要珍惜时间，让我的生活有意义，不再枯燥。

掐指一算，我以白白浪费了四千多日子，可我才刚刚知道悔
改，多么想回头再来一次啊！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了，我只
有以后好好珍惜时间，不让时间白白浪费。

同学们，“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过去如果你和我一
样浪费了时间，那就从现在开始抓紧每一天吧！只有抓住了
今天，才能拥有明天。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朱自清散文绿原文电子版篇三

一个秋夜，我和p坐在他的小书房里，在晕黄的电灯光下，谈
到w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吧?c大学那边很好吧?”我随便问着。

“不，他上美国去了。”

“美国?做什么去?”

“你觉得很奇怪吧?——波定谟约翰郝勃金医院打电报约他做
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学的地方!他在那边成绩总很好?——这
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见得愿意。他动身前到北京来过，我请他在启新吃饭;他
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又为什么呢?”

“他觉得中国没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来才一年呢。c大学那边没有钱吧?”

“不但没有钱，他们说他是疯子!”

“疯子!”

我们默然相对，暂时无话可说。

我想起第一回认识w的名字，是在《新生》杂志上。那时我
在p大学读书，w也在那里。我在《新生》上看见的是他的小



说;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心理学的书读得真多;p大学图书馆
里所有的，他都读了。文学书他也读得不少。他说他是无一
刻不读书的。我第一次见他的面，是在p大学宿舍的走道上;
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诉我，这就是w了。微曲的背，小而
黑的脸，长头发和近视眼，这就是w了。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
字，记起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学的译文，托
一个朋友请他看看。他逐一给我改正了好几十条，不曾放松
一个字。永远的惭愧和感谢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p游了三日，
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
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
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
篇好文章，没有什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
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
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
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床
上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
书很著名，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
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
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
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
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
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
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
的。w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
热的。

这就是w了。



朱自清散文绿原文电子版篇四

《温州的踪迹》这篇文章记述了“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
棠红”，绿，白水和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这四个小故事。每一
个故事描写的都很清晰，很分明，表达了作者的不同感受。
无论是听觉、视觉都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这一故事，主要描写的是作者所看到的一幅画而引发的感想。
描写了画中的月亮、海棠花、叶子以及枝头的八哥儿。先总
的概括这幅画，然后又分开写它的每个细节。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描写，每一处的景色都描写的很生动，准确，仿佛人们
置身于其中。

绿

这一篇《绿》，写的是作者来到仙岩所看到的梅雨潭而产生
的感情。该篇文章写了梅雨潭的“绿”，从山边、亭边等不
同的角度进行描写。秋天的梅雨潭特别的美。作者描写的很
细致，从瀑布，从山上冲下，撞击石头，每一个瞬间都抓住
它特有的景色。随后，作者又来到梅雨潭边，将它与西湖、
淮河等相对比，进一步的突出作者对梅雨潭的喜爱之情，
对“绿”的向往之情。

白水

这是一段很简短的文字。瀑布太薄，太细是作者的第一感觉。
随后杂阳光的照耀下，瀑布所闪现出的白光更是夺目。在白
光的衬托下，瀑布所展现出的不同景象，不同形态，带给人
的美，一种回味!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从生命的本无价格写到生命有价格。举出人贩子，老鸨。绑
票土匪。对“人”所标上的参差的价格。作者对此给了不同
的评价。作者由妻子那听到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卖了七毛钱，
而产生了感慨。将生命的自由和七枚小银圆各放在天平的一
个盘里，您将发现，正如九头牛与一根牛毛一样。两个盘的
重量相差实在是太远了。由此，作者想到了女孩以后会遇到
的种种经历，为此而担忧!我想在过去的年代里，生命是那样的
“贱”，而又有那么多的人在坚持的活着，努力的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这将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朱自清散文绿原文电子版篇五

女人

朱自清

老实说，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我
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虽然不曾受着什么“女难”，而女人
的力量，我确是常常领略到的。女人就是磁石，我就是一块
软铁;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呆呆的想了一两点钟，
乃至想了一两个星期，真有不知肉味光景——这种事是屡屡
有的。在路上走，远远的有女人来了，我的眼睛便像蜜蜂们
嗅着花香一般，直攫过去。但是我很知足，普通的女人，大
概看一两眼也就够了，至多再掉一回头。像我的一位同学那
样，遇见了异性，就立正——向左或向右转，仔细用他那两
只近视眼，从眼镜下面紧紧追出去半日半日，然后看不见，
然后开步走——我是用不着的。我们地方有句土话说：“乖
子望一眼，呆子望到晚;”我大约总在“乖子”一边了。我到
无论什么地方，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在火车里，
我必走遍几辆车去发见女人;在轮船里，我必走遍全船去发见
女人。我若找不到女人时，我便逛游戏场去，赶庙会
去，——我大胆地加一句——参观女学校去;这些都是女人多
的地方。于是我的眼睛更忙了!我拖着两只脚跟着她们走，往
往直到疲倦为止。



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我所发见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
术的女人。从前人将女人比做花，比做鸟，比做羔羊;他们只
是说，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使人们欢喜赞
叹——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
不独男人欢喜赞叹，女人也欢喜赞叹;而“妒”便是欢喜赞叹
的另一面，正如“爱”是欢喜赞叹的一面一样。受欢喜赞叹
的，又不独是女人，男人也有。“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
年，”便是好例;而“美丰仪”一语，尤为“史不绝书”。但
男人的艺术气分，似乎总要少些;贾宝玉说得好：男人的骨头
是泥做的，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这是天命呢?还是人事呢?
我现在还不得而知;只觉得事实是如此罢了。——你看，目下
学绘画的“人体习作”的时候，谁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儿
呢?这不是因为女人的曲线更为可爱么?我们说，自有历史以
来，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艺术的;这句话总该不会错吧?所以我
说，艺术的女人。所谓艺术的女人，有三种意思：是女人中
最为艺术的，是女人的艺术的一面，是我们以艺术的眼去看
女人。我说女人比男人更其艺术的，是一般的说法;说女人中
最为艺术的，是个别的说法。——而“艺术”一词，我用它
的狭义，专指眼睛的艺术而言，与绘画，雕刻，跳舞同其范
类。艺术的女人便是有着美好的颜色和轮廓和动作的女人，
便是她的容貌，身材，姿态，使我们看了感到“自己圆满”
的女人。这里有一块天然的界碑，我所说的只是处女，少妇，
中年妇人，那些老太太们，为她们的年岁所侵蚀，已上了凋
零与枯萎的路途，在这一件上，已是落伍者了。女人的圆满
相，只是她的“人的诸相”之一;她可以有大才能，大智慧，
大仁慈，大勇毅，大贞洁等等，但都无碍于这一相。诸相可
以帮助这一相，使其更臻于充实;这一相也可帮助诸相，分其
圆满于它们，有时更能遮盖它们的缺处。我们之看女人，若
被她的圆满相所吸引，便会不顾自己，不顾她的一切，而只
陶醉于其中;这个陶醉是刹那的，无关心的，而且在沉默之中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