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回家的路散文随笔(模板12篇)
条据书信的写作需要条理清晰、言简意赅，同时又要具备说
服力和可信度。撰写条据书信前可以先进行详细的思维导图
或大纲的整理，以确保内容的全面和逻辑的严谨。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条据书信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一

最近几年，大人们外出打工奔波生活的越来越多，孩子也陆
陆续续在自己的求学路上不断追逐，去了县城、省城甚至更
远的地方读书求学。在这孤独的小村庄，就只剩下了一些些
年过半百孤独的留守老人。眼前的田地不知都已荒芜了多久，
杂草疯长，树木丛生，十多年前那光秃秃的山岩石坡，如今
浓荫覆盖，满眼翠绿。生态有了大大的改观，但我心里却似
乎多了些许失落与惆怅。

或许是生在此地如今又在这里工作的缘故，这里的丝丝细微
地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那些年，整个村庄一片红火，邻
里之间好一番热闹景象。春耕播种时节，各家各户相互协作
种下希望，待秋收时节，满满的丰收全展示在了叔叔阿姨阿
公阿婆那眉开眼笑的脸上。打谷场上，金灿灿一片好不让人
神往！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一番多么繁荣的景象。

闲暇，阿公阿婆、叔叔阿姨齐聚坐在院坝里，聊聊天拉拉家
常：“今年谁家又收获了几千斤谷子，最近的猪啥价，邻村
的娃又考上了重点高中、大学……”

那一件件，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儿，让人听了倍感自豪。也
因如此，自己常常怀揣几包香烟，去拜见那些长辈或者相邻，
亲切叫上几声，攀谈几句，聆听他们的那一份份简单的幸福。
那幸福洋溢在心间，那喜悦绽放在脸庞。



今天看眼前，泥沼一片的道路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陈旧破
烂的老木屋变成了一栋栋精美的小别墅。可为何眼前的小别
墅大门紧锁，路上行走的都是一些步伐蹒跚的孤独身影？想
想那些时光，一大家子早已围坐火塘，熊熊火焰让大家感受
不到一丝寒冷。而今，看着他们颤抖孤独的身影，多想前去
搀扶一把，陪他们一起看夕阳，陪他们絮叨，听他们讲讲他
们青春的故事和丰盈充实的人生。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二

少时我是个背书高手，唐诗宋词，以及后来的长篇文言文，
都是看了几遍就熟记于心的。那时候也就只是背书而已，就
算是会连同作者简介一起背下来也只是因为考试的时候可以
多拿几分。至于唐宋八大家是谁，诗仙诗圣又是何许人也，
或者南唐李后主跟宋代李清照的词有哪些异曲同工之处无非
都是为了应付考试。那时候的我还太年轻，扛不动太多情怀，
受不住太深沉的情感，更是体会不到漂泊无望的感慨，那时
候的心胸自是还没有完全长开的。

如今，走过一段路，遇见过一些人，经历了几多风雨，对于
旧课本里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似乎有了更深入的
体会。尤其是在这新春将至旧岁入锁的时候，走在大西北的
风里，走在方言四起的街上，走在别人家的炊烟饭香中，重
又读到王维的那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真
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我讨厌一切拥挤喧闹的地方，讨厌酒吧里的红男绿女，尽管
知道那是人家的生活方式我本没资格置喙；讨厌商场里那些
见人下菜碟的表情，尽管他们向来对我还算热情；讨厌风景
名胜区的兜售叫卖，尽管偶尔也会专门去找一两件应付朋友
们的嘱托。但是，有时却会心血来潮的跑去火车站看热闹，
看被大包小裹压弯的笑容、看长满老茧的手里攥着的车票、
看那些早早地等着的归心似箭……我喜欢在火车站旁边找一
个快餐店的角落坐下，点一碗水饺然后带上耳机把声音调到



最大，看着那些行色匆匆的迎来送往，仿佛能窥探到那些脚
步里的忧伤或是安暖，然后淡定自若地接受身旁路人同样的
好奇与猜想，生活竟变的真实有趣起来。我眼里的风景是他
们的路过，我也成了他们路过时的风景。那种嘈杂喧闹会让
人静下来，静的只能想一件事，回家，人，不然就是心。

曾经，我以为自己的路痴癌会无法根治，担心自己会把自己
丢在哪个荒凉的地方，所以，我不敢去没去过的城市，不敢
相识陌生的初遇。只有回家这条路我一遍一遍地走，次数越
来越多也就越来越熟悉，却不曾发觉已越来越远。我们都不
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改变，那个早春杏雨里的少年终有一日
会长成风霜冰雪中的旅人，谁家的爱哭鬼糊涂虫有朝一日也
会笑语嫣然明眸善睐地款款而来。成长是时光里一日一日默
默发生的，那些改变亦是悄悄地就在了，就像我从来都没察
觉到我已经见过许多陌生的街景，也经历了一些擦肩而过或
是细水长流。

或许，未来还有更多的风景，可能，转角就有预备好的遇见，
其实，我们从来都知晓哪里是前方，只是偶尔会迷失在哪一
条路会更近些，原来，路痴不可怕，让人痛苦的是心痴的难
以疗愈。

“你不是本地人吧？”，好像每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师傅都会
问这问题，然后我都会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故作镇定的反
问“何以见得”。我是外乡人这件事到也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我只是不喜欢他们后来类似称赞的那句“看你柔柔弱弱的一
个人走南闯北的还真不容易”。我一直都觉得这世上的许多
人都生活的不容易，只是那些不容易各自不同罢了，时代飞
速更替、经济突飞猛进、科技空前繁荣的今天有多少人的心
是跟着一起飞跃的?又有多少人能真的跟得上？物欲的满足终
是弥补不了内心的缺失信仰与文化的匮乏的。有太多的人在
欢声笑语中孤独，也在锦衣玉食里空虚到累，于是，越来越
多的喜欢旅行，企图用一段苍白的痛定思痛去挽回自己渐已
丢失的初心，三天？五天？一周？一月？还是要用一整年？



谁也不知道痊愈要几个疗程，却也都是在某次短暂的欢乐里
草率地声称自己满血复活了，起初骗过了自己，然后又骗过
了别人，但终究是骗不过现实的。

银川的天很蓝，容不下一朵白云透彻的蓝，西北的风也是直
性子，吹过脸颊，揪扯头发，冷的也丝毫不失热情，我想回
家，回我自己的家，那里有妈妈煲的鸡汤爸爸泡的热茶，可
我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因为，我把他们的宝贝给丢
了，我想把她找回来，我想领着原来的那个自己安然无恙的
回家。我以为再多经历些风雪就可以若无其事的去见故人，
我以为再赶一程泥泞就不畏惧跋涉，我以为再多说几次慌就
可以真的当什么都没发生，我也总是以为等着我的只是期许，
却不料，家的方向一直有人清扫霜雪，只为我不再滑倒，只
等我回去歇一歇。翻山越岭归去的时候我们终会懂得，初心
不在远方，在家，我们一出生就存在那了，温暖也不在未来，
它一直守在我们一转身就够得到的地方。原来，这世上最聪
慧通透的是父母的心，他们懂得你所有谎言背后的心酸与苦
衷，他们永远都体谅你的不容易，因为他们知道远走他乡的
你是离开父母的小孩，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把你疼爱。

记得父亲曾在一次醉酒时说过这样一句很文艺的话，也是让
我至今都还无法忘记的感动，他说：“这世上只有两个城，
一个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住的是我的兄弟姐妹，另一个就
是我女儿生活的地方，我去哪都是回家。”，是啊！这世上
只有两座城，一个是我奋斗的地方，这里有梦，一个是爸妈
在的地方，那里是家。

我想回家，回我自己的家，尽管此刻的我有点疲惫，即使还
有点沧桑，但是，我不怕，因为家里的炉火烧的正旺，我那
颗脆弱受伤的小心脏正捧在父母的掌心暖着捂着，回家吧！
固执的小孩!回去吧！漂泊的游子！在新春将至的时候你是家
里唯一缺少也是最重要的年货。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三

做妻子久了，做母亲累了，我便想回娘家。回娘家做一次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父母身前身后无忧无虑的小女儿。

石板路走到尽头，再走一段凸凹不平的村路，远远的，就会
望到那拙朴而亲切的草房。若是夏天，园里有各色蔬菜瓜果，
在没进家门之前，可以先跨进菜园，饱餐一顿鲜嫩欲滴的瓜
果。若是冬天，就欢快地跑进屋，跺掉鞋上的雪，那小屋里
的火炉一定烧得暖暖烘烘。然后蜷上母亲的火炕，在母亲絮
絮叨叨的家事里，做一个孩提时的梦。

母亲有个总也改不了的习惯，每顿都多做出二三个人的饭。
所以不论我什么时候回家，都不会饿了肚子。母亲做的饭似
乎也特别香，吃得饱饱的，放下碗，母亲便抢着去洗，在她
眼里，我是永远长不大，永远需要关照的孩子。

在没有自己的小家之前，对那个大家庭并没有太多的留恋。
情绪低落时，还时不时地萌发离家出走的念头。家对那个年
纪的我来说，是束缚幻想的牢笼，并常抱怨父母对自己总不
够理解。

结婚后，总感觉自己的家像小时候的过家家游戏，不太真切，
不太实在。只有母亲的家，才是真正的家，根深蒂固，不容
更改。就连婚后多年梦里出现的，也总是那个老家。

生女儿时，在母亲家住了两个月。回自己家时，竟喉头哽哽
的，很不是滋味。先生在家陪了我们母女两天就上班了。先
生一走一天，我守着幼小的女儿，憋在屋里，郁闷得直想哭。
没有母亲的帮助，面对女儿，我变得手足无措。先生回来时，
我正抱着女儿流泪，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想家了。他说在家
里还想什么家，我说这不是家，妈妈家才是家。

做了母亲，体会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对家，对父母又多了一



份惦念。所以用先生的话说，二天不回家，三天早早的。想
着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给他们买点好吃的，尽一点做女儿
的孝心。如果说我是一只风筝，那线，就层层缠在娘家。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亲情的牵绊，家才成为我们永久的乐园。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四

前阵时间，我给母亲打电话说我要回家，母亲听后很是兴奋，
后来又有些犹豫地说：“你迟点回来好不好？现在是青黄不
接的时候，回来没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带的。过阵子
回吧。”

原来，母亲担心我回家不能吃好喝好，没有好东西招待我。
可是我回家主要是为了看看她，并不是为了改善伙食，打打
牙祭呀！我决定按原计划时间回家。

这期间，我陆续地打电话回去，母亲都在唠叨自己的准备情
况，在东家买了一只土鸡，有五斤多重;在西家买了十多个沙
田柚，特别甜;在南家买了我最爱吃的蜂蜜，听说是野菊花酿
的，吃了对眼睛好;在北家买了一桶菜油，既然自己家没有，
那么花钱也要买点纯正的菜油让我带回去。

回到家，母亲果然把我看作上等贵客，将好吃好喝的全拿出
来招待我，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吃点。我返程时，她从楼上搬
出一个大纸箱，把准备好的一袋袋黄豆、绿豆、梅干菜、白
菜干、芝麻、干辣椒等农产品往我车里塞。大小物品塞了一
整整后备箱，母亲这才满意地关上车门。

回来的路上，我跟老公算了算母亲的花费，感叹因为预约回
家，给母亲增添了很多困扰，在这期间，她一定一天到晚盘
算着该给我们吃什么，带什么，而我的本意只是回家看望母
亲。



我决定，以后回家再也不和母亲预约了，想回就回，给她老
人家一个惊喜。家里有青菜就吃青菜，有稀饭就喝稀饭，母
亲吃糙米，我也跟着吃糙米。没预约的我一定要轻轻站在母
亲身后，大声地喊一声：“妈，我回来了。”我想，她转身
看见我的那一刻，肯定会吓一跳，但也定会惊喜地笑出泪来。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五

晚上,母亲打来电话说：“你好久没有回家了，后院的黄皮果
熟了，你抽个时间回家摘些回去吃，顺便帮我们打谷子，家
里农活正忙。”我答应母亲大休时回家。

今年春节过后我一直没回家，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为我住
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赶不上圩日就没有车子进村，回一次
家实属不易。

经过多次转车，哥哥骑着摩托车来镇上接我。一到进村里的
岔路，路很难走，要连续上坡行驶。那是一条去年春节刚通
的公路，夏季山洪的冲刷使得路面坑洼不平，车子在半山腰
左右打滑，只能慢慢前行，发动机嗒嗒地响，回落在个山谷
里，使原本寂静的山里顿时热闹了起来。

峰回路转，终于见到了我熟悉的山坳。下车到大榕树下的大
石板上歇会儿，一眼望去，整个村子尽收眼底，房舍四周的
农田掀起一波波金色的稻浪，分辨不出哪块稻田是我家的。

人们常说：要致富，先修路。我脚下的这条路村里人已经盼
了多年，在乡政府和全村人共同努力下终于建成通车。没有
通公路之前，村民赶集只能靠人挑马驮。每年春耕时节，村
里需要大量化肥，全村人一起约好送化肥的日子，镇上的车
将化肥送到村里的岔路口，那一天是一年里最热闹的一天。
全村男女老少全部出动，小孩就负责牵马，男人肩挑手提，
女人用竹篓背，一道千米长的人马搬运化肥爬山图由此成生，
十分壮观。



通公路后，村里的农副产品可以通过汽车运到外面贩卖，不
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吸引着外面的人来村里做收购生意，
如药材、造纸材料、木材。

一番周折，我终于到了家。这几年，家乡变化很大，让我有
些不知所措。即便如此，我仍想常回家看看，因为，灿黄的
土屋、淳朴的民风，甘甜的泉水，芳香的米酒在向我召唤。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六

年味已是很浓了。

有鞭炮声紧一阵疏一阵；有浓烈的中国红满街流布；有搅动
中国的匆匆回家的游子脚步；有悬挂在每家窗户上的鸡羊猪
狗，在鞭炮声中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年到来了。是新一年的开始，也是上一年的终了。每天在不
知所终的忙碌着，纠结着不知所以的人际关系，猜度着朋友
的疏离，身体承受着没完没了的病痛折磨，心底不住涌起既
悲且酸的思绪。

司空见惯的日子

波澜不惊的光阴

时间的影子的背面

丰厚物资的堆砌中精神虚空着

有意无意一再模糊幸福的定义和概念

我已经数次拒绝了朋友的约请。很多时候，我读他们的东西
比见他们本人更有意思。因为读文章是简洁的，而见面则需
要更多的寒暄和过渡。



我的备受尊重的姐姐们，我的心心相通的好友们，我的清丽
细腻的妹妹们——-如果和他们见了，我说什么？！

对于工作的厌倦和纠缠其中的推诿扯皮更令我身心疲惫。备
受我尊重和喜爱的人对我们的指责感觉受伤，缺少热情的工
作是多么痛苦。我只想有一个安静的角落，不受干扰的读周
国平和张爱玲，清点我自己的47岁，给我已经渗出的创口做
一次清洁——-年到了。

让我的心回家吧。让我的并不复杂却无比纠结的心路历程在
岁末的黄昏找到那个安静而温暖的——-家。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七

当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之后，夜幕紧跟着开始降临。窗外，
出现了最为明显两种事物：夜和雨。这个季节的雨在白天的
时候是不容易下起来的。只有快进入夜晚的时候，才会飘起
来。灯火划过，留下微弱的流萤的光，好像一位孤独漂泊的
游子。

沿着一排排灯光，我的座位在靠近热水炉这边。不时就会有
一两个人轻言轻语的提着杯子或者捧着泡面走过来放水。

车厢里有人打电话，有人咳嗽，也有人在假寐。

渐渐地夜深了，众生们被一个熟睡的孩子浓密的睫毛投下的
阴影轻轻庇护，开始进入梦乡。一切都变得小心翼翼，就连
漂浮在空气中的乡音也慢慢被过滤成了夜色，薄而透。

而我的思绪像是悬在树上的鸟巢，也开始辗转着身体，陷入
沉思。这时候谁还会记得两小时前是谁陪着我们拎着行李，
站在成都站，那暮光下的站台上。

当然，我知道夜不会一直这样黑下去，不时还可以听见火车



的鸣笛声。它的声音带着我到了时光的轨道里。一声声鸣笛，
好像是空出的心在呼唤。

时间的纹路在刻画岁月的里程，我不需要再借助其他的力量，
思念变成一种低头望天后的一声轻叹。我知道坐在车上，离
地一仗，离天却很远。人生总是循环往复的前行和回望。我
想起曾送我读书父亲的身影，放学回家后母亲端出热腾腾的
饭菜，还有七月我家荷塘里的一片片蛙声和晃动在荷塘面的
明月。

这些美好的回想，被一截又一截的钢轨所收藏。铁路在山峦
间蜿蜒，夜色在大地上铺展。当我把目光再一次投向夜空的
时候，晨露在草尖上一滴一滴的，摇摇欲坠。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八

秋后的天，虽说已有些微凉，晴日里还是留存着夏的热情。
待到天阴总有或多或少的云儿悠然地漂浮在空中，有意无意，
时聚时散随风而秀。

昨晚看预报说今天有中雨，心里还寻思今天出门可如何是好！
早晨起来窗外没有一丝云儿，阳光谈不上明媚却也看不出任
何有雨的迹象。还好，就这样在秋天的凉意中出行。

一路秋意渐浓，秋风渐劲。许久没有走向远方，放飞心情在
车厢里涌动，似乎要破窗而出。总想把积淀已久的情思尽倾，
把久违的原野亲近。窗外满目秋的浓郁，秋的凝重，秋的深
沉。

雨自山川大地升腾而至遥远的天空，逍遥自在，无忧无虑，
但总是飘摇不定，无根无底，心里难免没有了归属感。

天空中如墨的云携着雨，搭着秋的顺风车，一路悠悠，怡然
自得。



车在行，风在吹，秋色在旖旎。心中回味着远去夏，身边掠
过意浓的秋。秋雨绵绵、秋雨淅沥，秋，多雨的季节，如果
没有了雨，不知要逊色多少？！有雨的秋应该更有秋的韵，
秋的情。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正因为有雨才有秋的多彩。

秋风渐渐弱了，空中的云儿悄悄地聚集，慢慢浓郁起来。泼
墨般的云弥漫在秋的天空。雨，秋雨眼看着就要来了。

雨经不住山川大地的诱惑，潸然而下，山川大地伸开双手把
雨热情地拥抱。雨和着风带着秋的清凉投向山川与大地的怀
抱。雨在投向山川大地之时把相思泪尽情挥洒。

一阵风儿吹过，云朵涌动，雨便骚动不安。风起云涌，雨眷
恋着山川大地，心系故乡，久违了、久违了，游弋的太久，
终要回家。

归来吧！你属于山川大地，山川大地不会忘了你。小溪、河
流、湖泊都是你的故乡。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九

在外漂泊了9年，回家的次数从一年两次，变成了一年一次。
每次在家待得时间也从一个多月，越变越短，以至于今年只
能在家待3天。

毕竟，从懵懂学生变成了已婚男人。不过今年我也不是一个
人回家了，因为多了另一半。

家在千里之外，山的那一边。

好在中国高铁发展的如此迅速，原来19个小时车程，如今已
经不到9个小时。想想以前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只求一个能够上
车的站票，如今已经很幸福了。慢慢的有了网上售票，足不
出户就可以买到车票，如今竟然能够挑选座位，还能网上订



餐，我也算是中国高速发展的见证者了。

第一次在外地过年，显得自己那么可怜兮兮，还好我的另一
半也是如此陪着我。想想这个，我也就不抱怨了。

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早上约好顺风车，直奔火车站。看见
大屏幕上家乡名字，我都兴奋不已。

对啊，远行的孩子，流落的娘心。

母亲一遍遍的问我到哪里了。归心似箭，却又只能等待。车
速是如此之快，归程又是如此漫长。

火车抵达的那一刻，听着多年未停到的家乡话，心情是如此
开心。

到家了，曾经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如今变得如此陌
生。“总算到了，这里是我家”，我对自己说。

可是心里又是五味杂陈，因为三天后我又不得不离开，我将
再一次远行！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十

四月十一日，我离开家到四川泸州参加民生人寿保险公司新
人和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培训。

从十二日开始，先是新人培训两天。从十四日开始，就开始
了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培训。根据公司透露的消息，考试
时间大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但具体的考试时间得由中国保
监委最后决定。本来估计只有八、九天的日子，对我来说还
觉得无所谓。学习也觉得轻松，就算是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
我也没感到有多大压力。特别是在代理人资格考试的培训中，
我不但了解了保险知识的一些基本概念，而且还总结性地了



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关规定中的条文容易在
考试中出错的共同点。许多学员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也掌
握了我提供的学习方法。在模拟考试中，我都能考八、九十
分。看来，这次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我可以顺利过关。我真
盼马上就考试，考试后马上回家。

说实在的，我想家。我离不开家。离开家的日子，我天天想
家。因为我想念我已年过七十的母亲。在家里，我可以吃到
可口饭菜，或者亲戚朋友送给她的糖呀、水果等一些生活小
食品。母亲的消息比较灵通，我通过母亲可以听到很多邻里
发生的一些新鲜事。我不在家的日子，我不知道她在家生活
的怎样？生病了没有？灶门前有柴没有？我常常在下课时，
遥望家乡的方向，默默地为母亲祈祷祝福。

时间好像在和我开玩笑，一天象变成了四十八小时。好不容
易等到十八号了，可考试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下来。下午了，
才听到讲师传达保监委和公司通知，考试时间定于四月二十
四日下午一点半和四点。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到纳溪天仙洞
培训民生新产品。啊！原来如此。

看来，日子还有得熬。我身上所带的钱在逐步减少。虽然泸
州的生活还不算太高，但即使再俭省每天也需要一二十元的
生活费。还好在我师傅跟我租下了一间能落脚的屋，比住最
便宜的旅店还便宜。

到了二十三日那天，我过了多年来从来没有过日子，我花了
六毛钱给师傅打了一个长途救援电话。“师傅啊！公司二十
五号和二十六号要培训新产品，你要来吗？你快来啊，我已
经没有办法了。生活费全用光了。”

真的，这一天，我没有吃到中午饭。我想到了借钱。但跟谁
借呢？开口借钱对于我来说，真没有面子，真丢人。开口求
人的滋味真不是滋味。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我的肚
子也不是滋味了。我不能在顾什么面子和丢人了。我终于鼓



足了勇气向公司一个经理开口借了二十元钱救急解围。

二十四日中午，师傅终于到了。他给我带来了八十元钱。我
终于可以顺利地去参加考试了。下午一点，我终于进到了考
场。我利用了一小时零几分钟做完了一百道考题。由于是电
脑考试，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考试成绩。我点下了交卷确认，
成绩出现在我的眼前。成绩69分。啊！真高兴。我终于通过
了考试。我可以获得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了。我差一点，喊了
出来。我举了手表示交卷了，退出了考试的席位。监考老师
问了一句：“考得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考了69
分。”我交了准考证，匆匆地走出了考场。

我不用说通过了考试有多兴奋，我回到公司。师傅还在公司
等待我考试的消息。师傅和伙伴知道我通过了考试的消息，
向我祝贺。我真想把我的成绩告诉远在家乡的母亲。

二十七日下午四点，我和师傅通过公司新产品培训后，终于
踏上了归乡的长途汽车。二十八日清晨，我踏上赤水大桥时，
我突然感到有一股清新的空气向我微微袭来。我踏上了家乡
的土地了。

八点三十分，到宝源的汽车终于启动了。有一股暖流涌上我
的心头，我说不出心头有多高兴。我透过车窗看到了我熟悉
的山，我熟悉的水。我可以看到母亲了。我又可以吃到可口
饭菜，或者亲戚朋友送给她的糖呀、水果等一些生活小食品
了。我又可以通过母亲可以听到很多邻里发生的一些新鲜事
了。我不由得流出了眼泪。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是多么的亲切。

我回家了！我真的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回家的感觉确
实真好！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十一

在这个天下太平且和谐的社会，人们个个有饱饭吃，有衣穿，



家家安居乐业，不亦乐乎！国家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大
大加强对交通的监管，大力打击超载车辆。交通阻塞从未发
生过，过去现在都没有。我不得不感叹道：中国发展起来了！

作为高中的内宿生，每一位学生归心似子弹，恨不得找个多
啦a梦拿出个如意门来，一步跨过这如意门便到家了。现实比
幻想可糟糕百倍。几所学校同时放假，那场面外人看了无一
不吃惊。那场面与当年老毛带领红军长征的浩荡有几分相似。
随着人潮走到车站。别说这小小的车站无法容纳如此多人。
细心看看这条马路，路有多长，人站得多远。站在马路两旁
的同学一直蔓延到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旁人观之，叹为观止！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以为我们学生的游行抗议呢？曾经我的学
校比其他的学校提前一节课下课的，这样坐车回家方便多了。
可惜我们这届学生不争气，成绩比不上其他学校，这一节课
就不得不上，毕竟学校需要升学率。

十分钟便有一班车，在交警的严厉打击下，没有一个勇敢的
司机敢超载，一辆车就上这么几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
这是个大家都在想的问题，谁都不可不可逃避的问题。我正
在想这个问题时，旁边的一个女孩子说了一句惊人的
话，“那些交警怎么那么扑街（广东话，不雅用语），死他
娘的。”我心中暗骂道：“关警察什么事啊？他们只不过为
了大家安全才这么做的，虽然他们有为了钱的嫌疑，因为逮
住一辆超载的车就有一定的收入（罚款），但这些钱也轮不
到这些小警察拿吧，上面还有什么警长，科长之类的```他们
只不过尽职而已。”每辆车来时，便会引发小轰动，车一开
门，同学如狗抢屎般，涌进车里。售票员见到学生这般热情，
怎么会无动于衷呢？马上说道：“票价两倍，上就快点。”
啊！真是一个经商的天才啊！让我佩服到五体投地！我无意
中留意到那车门上写着投诉电话******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
悦，我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个电话，结果却让人悲哀，几次也
无法接通，郁闷！我屈指数数，两倍价钱已不是10元，我只
有5元啊！......



我感叹到：中国发展了，只不过向坏的方面发展罢了！中国
真和谐！

回家的路散文随笔篇十二

我一直有个想法：在家里种几株牡丹。搞园林研究的专家同
学听了我的话笑着摇头说：“你闲害性命呢，养不活。”

路遇卖牡丹的老乡，那些牡丹种植在田地里，挖牡丹的老乡
先用铁锨在牡丹根部的周围铲出一个“圈”，然后再一挖，
牡丹就连根儿带着一个大土球从田地中分离开来。他们介绍：
回到家把这牡丹带土放到花盆里，浇足水，不需要缓苗，过
几天就开花了。我心动了，一下子买了五株。

小心翼翼地把牡丹抱回家后，我急忙开车去花卉市场买花盆。
花盆买到，我更犯愁了，土到哪里弄呢？要把这五个直径六
十厘米的花盆装满，需要不少土。我们这些住商品房小区的
年轻人家里都没有铁锨，无奈之下我只好给住在附近村子里
的朋友打电话求助。

恰巧这朋友家养了几只大鹅，朋友的父亲铲来几锨鹅粪，和
着土搅拌了，这下连上好的花肥也有了！

我气喘吁吁地把两袋土搬到家，填土放花浇水，一切安排停
当，才发觉自己腰腿酸软，大汗淋漓，满身鹅粪味儿。于是
我洗了手，剥了两个柚子，把柚子皮撕成小块放到了花盆里，
以便吸除花盆里的粪味儿，然后才安安心心给自己洗了个热
水澡。

今天清晨，我拉开窗帘，牡丹开花了！这朵白色的花是单瓣
荷花形的，花儿不大，有一枚鸡蛋大小，但打开窗户，一缕
清风吹拂进来，阳光、花香、清风，足够让人陶醉了。

看着阳光下的牡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贪婪地品味着这



浓郁的花香，心中油然涌出几句感慨：贪恋牡丹几分色，暮
春学做园艺人，换来花香一缕缕，赢得关爱一分分，期待明
年花开时，把酒品茶话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