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散文(精选11篇)
人们追求理想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内心的满足。理
想的实现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接下来，我们将为大
家提供一些优秀的理想总结范文，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写
作。

中秋节散文篇一

不知道是在做甜美的梦，还是梦中正在艰苦的跋涉，突如其
来的一声炸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起身看看钟表，正是凌晨3
点时分，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急促的雨
点“啪啪啪啪”地敲打在窗户上和地面上的声音。今天是中
秋，有雨的中秋，赏月可能会成为一种奢望，我希望雨能够
停下来。

天渐渐地亮了，乌云遮盖四野，雨还在不停歇的下。风起处，
门前的树枝在摇晃，片片落叶翻飞着，打着旋儿的四处飘舞，
极像雨中的花伞映衬着雨点的光泽，给雨中乡村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路边的的花草绿丛静静地、安详地吮吸着这中
秋送来的甘露，美美地享受着，品味着。风萧萧兮清爽，水
滢滢兮润泽。

八点过后，雨停了，没有太阳，天空依然是阴沉着脸，却越
发高远，云层依旧很厚，层层叠叠，向远方漂移，破碎的间
隙隐约透着湛蓝的天光，美丽的，纯粹的。抖一抖树叶上晶
莹的水珠，冰凉透彻，却含有点点滴滴的暖色温暖人心。

“今年不能圆月了”。妻调侃我说。

“虽不见明月，无妨赏月心”。我回答。

有月赏月，无月闲情，何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忙碌了一整天，变着法的做一桌子菜，只等着孩儿们归来共
享团圆之美。

中秋节散文篇二

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你知道中秋节经典散文吗?本站小
编精心准备了中秋节经典散文，快跟着小编来看看吧!

不知道是在做甜美的梦，还是梦中正在艰苦的跋涉，突如其
来的一声炸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起身看看钟表，正是凌晨3
点时分，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急促的雨
点“啪啪啪啪”地敲打在窗户上和地面上的声音。今天是中
秋，有雨的中秋，赏月可能会成为一种奢望，我希望雨能够
停下来。

天渐渐地亮了，乌云遮盖四野，雨还在不停歇的下。风起处，
门前的树枝在摇晃，片片落叶翻飞着，打着旋儿的四处飘舞，
极像雨中的花伞映衬着雨点的光泽，给雨中乡村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路边的的花草绿丛静静地、安详地吮吸着这中
秋送来的甘露，美美地享受着，品味着。风萧萧兮清爽，水
滢滢兮润泽。

八点过后，雨停了，没有太阳，天空依然是阴沉着脸，却越
发高远，云层依旧很厚，层层叠叠，向远方漂移，破碎的间
隙隐约透着湛蓝的天光，美丽的，纯粹的。抖一抖树叶上晶
莹的水珠，冰凉透彻，却含有点点滴滴的暖色温暖人心。

“今年不能圆月了”。妻调侃我说。

“虽不见明月，无妨赏月心”。我回答。

有月赏月，无月闲情，何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忙碌了一整天，变着法的做一桌子菜，只等着孩儿们归来共
享团圆之美。

仰望苍穹古月，甚感吾侪人生何其短暂!月亮多少岁了?有资
料说，四十六亿岁，和地球年龄相仿;还有的说五十三亿岁，
比地球还要老。时至今日，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正所谓今人
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如我者， 也就能活上个
几十年顶多百八年。诗人的毛泽东有云：三十八年过去，弹
指一挥间。照此算来，人生在世，也就“二三弹指”上下，
真乃人生易老天难老啊!如此短暂的人生之旅应当怎么走呢?
十几岁时就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人的一生应当怎样
度过的名言，还有雷锋日记中关于生命的有限与为人民服务
之无限的深刻感悟。那么，到了我这样生命更加有限的年龄，
则当倍加珍惜晚年时光，多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之事。譬如，
像今天这样写写稿子，尽我绵薄之力传播正能量，或对社会
能有些许用处。如是者，虽微不足道，但是，到将来去见马
克思的时候，就会少几分愧色。

受惠于姮娥恩泽，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世人皆言
万物生长靠太阳，殊不知，有如此宜居的生存环境，也得益
于月亮的恩惠。有科学家说，是月球对地球的潮汐作用产生
了特殊的、至关重要的功能，才使地球早期水生生物走向陆
地，开启了生物进化历程，才有了后来的人类;月球对地球海
水的引力，减慢了地球自转和公转速度，减小了温度差，并
带来了四季变化，春种秋收，周而复始，人类方能生生不息。
故此，我们的祖先自古就有春祭日、秋祭月的社制。我想，
人类繁衍至今，更应该从我做起，从每件实事做起，科学地
认识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而绝不是相反。那样，岂
不是辜负了天地日月对我们人类的眷顾和化育之恩吗!

共赏中秋满月，自当同祝人长久、家团圆。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圆圆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并期盼
着家人团聚。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乡游子也会寄情
明月，倾诉乡愁和对亲人的思念。故中秋又称“团圆节”。



更有为全中华民族的团圆而祈福、而奋斗的一代一代领袖们，
率领我们从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昨天，迎来一唱雄鸡天下白，
走到了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民的大家庭大团圆的今天，还
正在为推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而不懈努力。两岸一家亲，共
圆中国梦。像我这等百姓凡人呢，有多少家庭骨肉亲人海天
相隔。每逢佳节倍思亲。凝望中秋满月，让如练月华将我的
思念与祝福传送到亲人的心间吧，企盼沿着和平发展之路走
向和平统一，同胞团圆……会的，一定会的——世界终将大
同，环球同此凉热，更何况，同根同源之炎黄子孙呢!

沐浴皓月清辉，心宇间亦充满光明。《周易》曰：悬象著名，
莫大乎日月。相对于日称太阳，古人将月谓之太阴。太阴即
月球本身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是太阳光照射到月球上，
由月球反射出来的光线。但太阴却把太阳给予她的光明，无
私地奉献给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月行于夜，明而有光。人
虽在深夜，但有朗月之光照我眼亮心明。她皎洁而含蓄，蕴
藉而清逸，淡远而近人，宁静而空灵……她无庞杂炫目之色，
唯素颜质朴之美。在她的沐浴中，可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
我尤其喜欢在江畔赏月，但见明月高悬穹庐顶，江天一色净
无尘;云衢万里，寰瀛如洗;空中皓月，水中倩影，交相辉映。
中秋满月又有“玉鉴”之称;而八月十五恰逢三秋之半，因之
又被称为“端正节”。吾何不对照玉鉴，反观自省，我心我
身端正欤?中秋满月还有“大明”之誉;而“明明德”乃“大
学之道”之首义，吾何不令大明之光照彻膺中;值此清凉世界，
何不以冰魂玉魄荡涤心宇，明我明德!

又到一年中秋节，看着那轮皎洁的圆月，心头萦绕着万千思
绪，翻腾不息。

回想起小时候，每年中秋节的夜晚，母亲都会早早的做好晚
饭，饭后，父母会带着我们五姐妹，围坐在一张桌旁，一边
赏月，一边讲着有关月亮、有关嫦娥的故事。有时，父亲还
会拉着二胡，饶有兴趣地为我们五姐妹所唱的《彩云追月》
伴奏。母亲这时多半会微笑着坐在桌旁，带着特满足的神情，



看着我们父女在自娱自乐。

那时，村里还没有用上照明电，同村的伙伴们，晚上都爱来
我们家玩。我想，他们一定是陶醉在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家庭氛围中了。小时候，每年的中秋节，都是那么的美好，
那么让人怀念。

等我们几姐妹各自成家后，几乎每年的中秋节，都会按照我
们当地的习俗，买上月饼和水果不约而同地带着儿女回到娘
家，热热闹闹地陪父母一起过中秋佳节。记得女儿两、三岁
大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父亲经常会用口琴和二胡为女儿
伴奏，有一年，还饶有兴致地教侄女和女儿他们几个学唱
《爷爷为我打月饼》，在中秋节的晚上，父亲拉起他心爱的
二胡给几个孩子伴奏，爷孙几个一起为全家献唱助兴。一边
赏月，一边开展我们家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十分开心，父母
的脸上乐开了花，我们也感到特别快乐。

那时，我们一来担心家里人多会累着父母，二来怕孩子多，
聚在一起太吵太闹，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下，就由姐夫提出，
下一年开始，以后每年中秋节由我们几姐妹轮流回家陪父母
过节，以免父母太累。父母听完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暗
淡了下去，母亲忙连声不迭地说：“不累!不累!过节人多才
热闹，再说每年也就是过节时，我们一大家子人才能整整齐
齐地聚在一起，平时哪能聚在一起呢?况且，一年下来也就屈
指可数的几个节日才能一家团圆……”母亲说着说着，眼眶
都有点湿润了，大家连忙一起承诺，“来年还是会带着孩子
们回家陪父母过中秋节。”之后，再也没人敢提这个话题了。

只是，好景不长，才过了几年，我们相继外出广东务工，差
不多有十几年都没能聚在一起陪父母过中秋节，每年只在中
秋节那天打电话给父母说声“节日快乐”!父母只能听到我们
通过电话线传递的节日问候，却不能享受儿孙绕膝的怡然之
乐。



我带儿子回到老家的这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回家陪父母过中
秋节，大妹一家有时候也会回家陪父母过节，虽说陪父母过
节的人也不算少了，但家里在外的亲人占多数，就算有我们
陪着父母，依然很难看到父母的脸上绽放出亦如从前的那种
喜悦神情。因为，父母想要的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过节，在
父母的心里，这个家少了谁不在家过节那都是不完美的。

这两年，二姐夫妇已回到老家，前不久，夫和小妹也已回老
家了，小妹夫也准备回家了，而女儿和大外甥都在长沙工作，
距家也不远，今年，我们这一大家有望团聚在中秋月圆之夜。
前两天说起这事，母亲特别的开心。父母一年一年的老了，
家里的人口增加了很多，但一家人齐聚一起的时日却是极少
的，每次过节，母亲都会念叨，“今年，谁谁谁又没在家过
节。”

随着日月的轮回交替，父母日渐苍老，每逢节日就愈发的想
要儿女陪伴在他们身边，特别喜欢那种热闹的节日气氛萦绕
在他们身畔。仔细算算，我们能与父母一起过的中秋节也不
会很多了，真希望这个中秋节，母亲不会再念叨“谁谁谁又
没在家过中秋节……”亲人们，赶紧回家过中秋节吧!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愿每家每户，都能人月两团
圆。

中秋节散文篇三

又到一年中秋节，看着那轮皎洁的圆月，心头萦绕着万千思
绪，翻腾不息。

回想起小时候，每年中秋节的夜晚，母亲都会早早的做好晚
饭，饭后，父母会带着我们五姐妹，围坐在一张桌旁，一边
赏月，一边讲着有关月亮、有关嫦娥的故事。有时，父亲还
会拉着二胡，饶有兴趣地为我们五姐妹所唱的《彩云追月》



伴奏。母亲这时多半会微笑着坐在桌旁，带着特满足的神情，
看着我们父女在自娱自乐。

那时，村里还没有用上照明电，同村的伙伴们，晚上都爱来
我们家玩。我想，他们一定是陶醉在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家庭氛围中了。小时候，每年的中秋节，都是那么的美好，
那么让人怀念。

等我们几姐妹各自成家后，几乎每年的中秋节，都会按照我
们当地的习俗，买上月饼和水果不约而同地带着儿女回到娘
家，热热闹闹地陪父母一起过中秋佳节。记得女儿两、三岁
大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父亲经常会用口琴和二胡为女儿
伴奏，有一年，还饶有兴致地教侄女和女儿他们几个学唱
《爷爷为我打月饼》，在中秋节的晚上，父亲拉起他心爱的
二胡给几个孩子伴奏，爷孙几个一起为全家献唱助兴。一边
赏月，一边开展我们家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十分开心，父母
的脸上乐开了花，我们也感到特别快乐。

那时，我们一来担心家里人多会累着父母，二来怕孩子多，
聚在一起太吵太闹，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下，就由姐夫提出，
下一年开始，以后每年中秋节由我们几姐妹轮流回家陪父母
过节，以免父母太累。父母听完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暗
淡了下去，母亲忙连声不迭地说：“不累!不累!过节人多才
热闹，再说每年也就是过节时，我们一大家子人才能整整齐
齐地聚在一起，平时哪能聚在一起呢?况且，一年下来也就屈
指可数的几个节日才能一家团圆……”母亲说着说着，眼眶
都有点湿润了，大家连忙一起承诺，“来年还是会带着孩子
们回家陪父母过中秋节。”之后，再也没人敢提这个话题了。

只是，好景不长，才过了几年，我们相继外出广东务工，差
不多有十几年都没能聚在一起陪父母过中秋节，每年只在中
秋节那天打电话给父母说声“节日快乐”!父母只能听到我们
通过电话线传递的节日问候，却不能享受儿孙绕膝的怡然之
乐。



我带儿子回到老家的这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回家陪父母过中
秋节，大妹一家有时候也会回家陪父母过节，虽说陪父母过
节的人也不算少了，但家里在外的亲人占多数，就算有我们
陪着父母，依然很难看到父母的脸上绽放出亦如从前的那种
喜悦神情。因为，父母想要的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过节，在
父母的心里，这个家少了谁不在家过节那都是不完美的。

这两年，二姐夫妇已回到老家，前不久，夫和小妹也已回老
家了，小妹夫也准备回家了，而女儿和大外甥都在长沙工作，
距家也不远，今年，我们这一大家有望团聚在中秋月圆之夜。
前两天说起这事，母亲特别的开心。父母一年一年的老了，
家里的人口增加了很多，但一家人齐聚一起的时日却是极少
的，每次过节，母亲都会念叨，“今年，谁谁谁又没在家过
节。”

随着日月的轮回交替，父母日渐苍老，每逢节日就愈发的想
要儿女陪伴在他们身边，特别喜欢那种热闹的节日气氛萦绕
在他们身畔。仔细算算，我们能与父母一起过的中秋节也不
会很多了，真希望这个中秋节，母亲不会再念叨“谁谁谁又
没在家过中秋节……”亲人们，赶紧回家过中秋节吧!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愿每家每户，都能人月两团
圆。

中秋节散文篇四

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也是祭祀月亮的日子，它不仅象征团
圆，更体现了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封建社会中
难得的没有宗教色彩的节日，同时也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审美
情趣。

关于月亮的故事很多，最让人耳熟能详的恐怕就是嫦娥奔月
了。在人们印象中桂花树下是嫦娥和玉兔，还有吴刚。其实
远古还有一种说法，相传弈在射日之后，王母娘娘赏他一颗



不老丸，岂料被嫦娥偷了去，嫦娥向巫师有黄占卜，询问自
己的命运，有黄说她的命运很好，子孙繁多，于是她就飞奔
到月亮，谁知渐渐变成了蟾蜍的样子，所谓的子孙繁多不过
是她产下的卵而已。

也有的神话说，嫦娥并没有变成蟾蜍，她只是孤单地居住在
月宫，而陪伴她的只有一只在桂树下捣药的兔子，我们看到
月圆时里面影影绰绰的阴影就是传说中的桂树，因而唐代诗
人杜甫有诗曰：“砍去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中国的哪一个传统节日对吃都是非常讲究的，中秋节更不例
外。良辰美景，轻歌曼舞的雅兴，觥筹交错之际是免不了要
吃点东西的，这便有了月饼。月饼源于宋代，那时也只是官
宦之家和富商巨贾的奢侈品，直到明代，才逐渐普及到民间，
到了今天更是普天之下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食品了，吃月饼
也成了中秋节一道亮丽的风景。

时至今日，祭祀月亮的活动渐渐变成了亲人团聚的节日。每
到这一天，人们再忙也要停下手中的活计，家眷老小聚到一
起，摆上瓜果月饼，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赏月聊天。
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也有一些人为了国家
和事业不能回家团聚，思乡心切的游子们也只能“举杯邀明
月，对影成三行”了，孤杯问盏，默默品尝思乡的苦楚，借
助圆月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捎去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蝉娟。”

中秋月圆之时，是每个人慰藉心灵的港湾，看着月儿圆圆满
满，祈祷诸事圆圆满满，人生圆圆满满。

中秋节散文篇五

时间如流水,仿佛是转眼间, 春去了秋又来,多半年的时光就
这样渐渐的过来了。转眼到了中秋，中秋节不知不觉的来到
了眼前。



太阳慢慢的落下了西山，都说月到中秋分外明，明月高挂泛
着银白，星光闪烁洒下了斑驳一片，这是中秋的月亮，朦胧
又现月影婆娑，仰望苍穹，深蓝色的天幕明澈如水，宁静而
又深邃。萧瑟的北风迎面吹来，凉飕飕的感觉，一轮圆月静
静的嵌在浩瀚的天空中。

记忆的阀门慢慢的打开，儿时的记忆犹如就在眼前。一样的
中秋，一样的北风，一样的天空，一样的明月，不一样的情
怀。

我家住在农村，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人是贫穷的，在那个
解决不了温饱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感情是
深厚的。那个难以忘怀的年代，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中秋
节这个中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在我们北方，其规模仅次于春
节。和春节一样，也是走亲访友的日子。

那时候是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白天走亲戚要和生产
队长请假，一般不批准，而且耽误了挣工分，白天走亲戚的
不多，只有晚上才能走亲访友。那时候，无非是带上几封月饼
（每封两个，用纸包着，上面是一个红色的标签）一点水果。
到亲朋好友家里吃顿饭，喝点酒，拉拉家常，谈谈半年多来
各自家里的变化，家长里短。亲朋好友之间的亲情关系，表
现的亲密无间。每逢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一的晚上开始，走亲
访友的人们。熙熙扬扬的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现在，人们富裕了，就连走亲访友携带的礼物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过去的几封月饼，一点水果，现在是一箱好酒，或者
一包名茶。差一点的一箱牛奶，一箱八宝粥，两斤月饼。东
西多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淡薄了。多少人把走亲访友看
成了一项任务，没有多少人能和亲朋好友在一起吃顿饭，喝
点酒， 拉拉家常了。有的人把走亲访友看成是走走形式，走
走过程而已。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也慢慢淡薄了。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生活的节奏在加快，为了生存大



家都在忙忙碌碌。亲朋好友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少了，就连中
秋节这样重要的节日，似乎慢慢的也淡薄了。人们与亲朋好
友之间的关系，仿佛也渐行渐远了。

一轮明月当空，我抬头望着月亮，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中秋
节还是一样的中秋，还是一样的刮着北风，不一样的是我的
情怀，我多么想回到从前，回到我儿时记忆的那个时代，回
到那个时代的中秋节。

中秋节散文篇六

我辗转反侧

不能入眠

大多数朋友都已风华正茂

而我却碌碌无为

我只有和月亮相依相伴

在月下独酌之际也许我才能对月亮倾诉衷肠。

我走向湖边

中秋的月亮像王母娘娘的玉盘分外皎洁

这个中秋夜月明风清

而我一直在似水流年!

天空中的明月啊!

能否睁开眼看看这人间的悲欢离合



湖中的鸳鸯可以如胶似漆

而我却只有形单影只

天空中的小鸟可以比翼齐飞

而我何时才能花好月圆?

中秋节散文篇七

金秋时节，我走遍了阿勒泰。在边远而又偏僻的阿勒泰，我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洁与宁静。那是一种自然的清洁，那是
一种原始的宁静。在阿勒泰，无论是城市、乡镇，你都找不
到那种恼人的噪音和尘器，也无论在山地、平川，你都会惊
羡那种原始的美。

阿勒泰是出产黄金的地方，并且蕴藏着无尽的宝藏，还有大
片大片水草肥美的牧场。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观念
和交通的限遏，阿勒泰很穷。就是在这样很穷的地方，我才
得到了贵客一样的礼遇，才享受到了冷漠的都市难得的热情、
友爱和真诚，才结识了不少真正的朋友。

在贫瘠的阿勒泰山地，我转悠了一月之久，逛得心旷神怡，
乐不思蜀。我赞美那儿绝无污染的蓝天、白云，我惊叹那儿
凌空翱翔的鹰隼，以及遍地的牛羊和成群的黄羊，还有阿勒
泰的月亮。浪漫迷人的阿勒泰月亮，就像阿勒泰人金子一样
纯正的心，在我生命的旅程中，留下了永不消散的温馨记忆。

从山城青河返回乌鲁木齐，恰巧是中秋节。中秋节坐夜班车
在路上走，这对于我还是第一次。第一次一个人将在寂寞的
旅途度过中秋，想想心里多少有点凄凉。妻在远方，女儿在
远方，家在远方，唯我在为生存而四处奔波。

朋友送我来到车站，卧辅票是提前买好的，谁知刚上车，只



见与我同铺的小床上已经坐着一位漂亮的姑娘，卧铺车都是
两张床合为一个铺，分别为1号和2号。我的票是2号，姑娘
是l号。面面相觑，我们都颇显尴尬，还是姑娘大方，毫不隐
讳地抗议道：“我怎么能与你‘同床’呢?”惹得半车人都哄
笑起来，包括送我的朋友和送她的亲戚。我这人面薄，一时
语塞，送我的朋友见状，开玩笑道：“你们有缘份嘛，路上
正好有个伴，相互照应。”“不然，你可以换票嘛!”我嘴上
这么说，但心里生怕她真逃掉。说句不害羞的话，谁不愿意
在寂寞的旅途中，邂逅一位异性，聊天解闷，留一段美丽的
浪漫呢!她也会这样想的，我肯定。于是，我拿出记者证和身
份证，说：“请小姐放心，我不是坏蛋。”她扫了一眼，故
做聪明地撇嘴道：“看你文绉绉的，也没胆量干坏事。”

就这样，在颠簸中我们上了路，身边有一位漂亮姑娘，感觉
就是不一样!我们很快就消除了陌生带来的隔阂，开始天南海
北地聊天，聊得非常投机。而且，这位姑娘尽管年轻，懂的
却很多，在许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一致，这使我们的心踞更
拉近了。

车行进在西中国空旷的原野上，明月已经跃出储满黄金和宝
石的阿勒泰山脉，朗照着大地和天空。并排半卧在洒满月光
的车厢， 我们一人一句捡拾着古人的牙慧：“明月出天
山”“苍茫云海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赞
美着中秋夜皎洁的月亮。“十年修得同船渡”，不约而同，
我和她说出了这句话，也都会意而心虚地笑了。闲聊中，得
知她姓金，东北人，朝鲜族，在乌鲁木齐工作。

我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直聊得口干舌燥，直聊到夜半月
亮开始遭天狗吞噬。天空没有了明月，除了车前的灯照着黝
黝的路，四周一片漆黑。她似乎累了，悄然入睡，渐响起轻
柔的鼾声。而我却兴奋得无法安眠，脑海里不断产生些虚幻
和粉色的念头。终于，月蚀结束了，当明月将她清水一般的
光波，挥洒在这位姓金的朝鲜族姑娘熟睡的脸庞上时，我才
发现她比白天更美丽，更富有魅力。一种原始的冲动，激励



我真想亲吻一下她优雅的红唇，然而，我终于无法冲破她圣
洁的光芒的抗拒，更不敢踏破人性的天律。

清晨，晨光微曦，车到乌鲁木齐，她也醒了过来，我们下车
相互握手道别，千言万语似乎竟无从说起。待坐上出租跑了
一段路， 我才从迷蒙中清醒过来，发现竟没有互留联系方式，
这不能不是个终身遗憾。

中秋节散文篇八

记忆里，那年的八月我几乎是掰着手指度过的。因为当时是
第一次在外地工作，中秋节的临近让我原本就浓厚的思家情
绪难免来得更为强烈，在我的计划里，我十分渴望能回家过
这个团圆的日子，然而，突然剧增的工作任务还是打乱了我
的计划。

转眼便是中秋节。那天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我百无聊赖地回
到宿舍，想起了早先在家时过中秋的情景，心里不禁一阵伤
感。正沉默着，同事小李突然建议说，大家同处异乡，不如
今晚一起出去吃个团圆饭吧，一来相聚是缘，二来也算是不
枉一轮圆月啊。

他的建议立即得到几位同事的一致认可，我当然也是举双手
赞成。于是，我们一行人立即浩浩荡荡准备去距公司较远的
一家酒楼。一路上，我们走着说着，居然第一次没有人要求
打的，感觉里好像那一路上的风景都突然与中秋有了联系，
我们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借物回忆着家乡那熟悉的一切，心
里那缕淡淡的思绪也在那刻得到了些许慰藉。

我们终究没有去我们预想中的那家酒楼，就那么在街上走着
走着，随后很自然地就决定了在一家小饭店停驻脚步。其实，
这小饭店的布置并不高雅，相反是很普通，然而我们突然喜
欢上了那临门的一块落地玻璃窗。坐在靠近落地玻璃窗的桌
边，我们只需轻轻地抬起头，便可以看见天上那一轮皎洁的



圆月，亮亮的，照耀着我们，也照耀着我们思念的人。

我们几乎没有特意去点什么菜，大家围坐着，突然兴致高涨，
大家开始相继说起了自己家乡的过节习惯，我也不例外，着
实地把自己心里的那点幸福记忆又回忆了一遍。时间就这样
慢慢地流逝，当月光满满地透过玻璃倾泄到我们身上时，那
一刻，我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盛满着幸福和憧憬的笑容。

当我们离开那家饭店的时候，很意外地得到了饭店老板额外
的一份馈赠———一盒水果月饼。老板笑盈盈地告诉我们：
听着你们聊天真是一种享受，你们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人，
可是，让人感觉你们真像一家人，好幸福，好融洽。

心就那样在一瞬间变得异常的温暖。原以为不和家人一起的
团圆夜势必冷清和孤寂，现在才知道，幸福和满足其实换种
方式也可以得到。同事间的热情，那一番热烈的回忆，彼此
间真诚的倾听，以及那一盒小巧的水果月饼，都可以成为幸
福的因子；一句寒喧式的问候，一个友好的眼神，都可以让
一颗心在霎那间温暖。甚至是那样的一个夜晚，在一年后的
今天再回忆起来，那轮明月依然是那样的皎洁，那种别样的
中秋情怀依然让我感动和怀念。

中秋节散文篇九

我笃定地以为此生是永远也不会走出故乡的月色了。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可能十分可笑，就像痴人说
梦，但是真的对于故乡，我始终就是一个痴人，一个痴迷的
人，尤其是对于故乡的月色，我简直从虔诚甚而至于顶礼膜
拜了。

故乡的月色好像就是牛奶一般，滋润着我们的身心。在我的
童年的无数个夜晚高挂着，只要是有月色的夜晚，我的心情
就会出奇得好。和兄弟姐妹们沿着月色照耀的小院在春日的



飘洒着花香的晚上，倚在奶奶佝偻的腰上听她豁牙的嘴里给
我们倾倒像月色一样永远也讲不完的陈年旧事，然后在脉脉
的月色中进入被故事熏染的梦乡。夏日炎热的前半夜我总会
难耐燥热，在场院上缠着父亲给我讲《隋唐演义》和《说岳
全传》，于是秦琼、岳飞那些闪着历史光泽的英雄就在月色
中进入我的稚嫩的思想和血液。秋夜的高远旷阔中，月色为
我们打着亮晶晶的灯火，我们成群结队在地上扇纸牌赶铁箍，
把多少幼年的欢乐和幸福流淌在月色依稀的良宵。冬日的月
夜，我们在雪花满地的寂静中，吹一支短笛，抒发对远方朋
友的思念和对春天的希冀。

故乡的月色十分懂得人们的心思，就像人们亲密无间的手足。
小孩子走夜路回家，月色十分担心孩子们害怕，就亮盏盏得
把月辉孤注一掷地释放出来，把山间的小路照耀得就像一条
银色的彩练，傍晚放学回家的孩子们就不再恐怖野兽的号叫
了。因为那些山上的狼和狐是相当害怕明亮的月色的，月色
只要在大山的上空朗照，它们就不敢轻易出来。还有故乡的
月色就好比是乡下的月下老人，只要有机会，它就会把山里
的姑娘装扮得更漂亮妩媚，因此那些渴望与梦中情人相会的
姑娘就会专门选择月色溶溶的夜晚来展示自己的袅娜。仿佛
就像有邪魔的力量，月色下的姑娘总是那般娇媚和俏丽，那
明眸善睐的湖水一样波光粼粼的眼神，那款款如风的细碎步
态，那盛放着无限魅惑和笑意的酒窝，总是把乡下小伙的扑
扑乱跳的心儿偷去，在月色流苏的皎洁的夜晚平添几分对幸
福和爱卿的几多畅想和渴求，终于在月亮钻入云层的当儿，
在厚厚的玉米垛上小伙儿用手握住了姑娘的温软的手儿，触
摸到了平生第一次幸福的悸动，在神圣的月辉下收获爱情的
琼浆和美酒。我们那时作为小屁孩是经常见到小伙姑娘在月
亮升起的夜晚人约黄昏后谈情说爱逐步走到一起的，所以也
就固执地以为月色是抒情的一位高手，成就了多少乡间的甜
美爱情。

故乡的月色还是一位忠实的卫士，护佑着乡村的田园和庄稼。
只要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只要有忠诚的月色守护，庄稼地里



的庄稼就不会被不劳而获的贼偷取。而如果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的月色有几晚上因为云层遮挡没有出来，那些好吃懒做不
劳而获的贼就会趁浓黑的夜色，钻进地里把勤快人家的散发
着五谷清香的苞谷或者豆角偷去。等第二天主人来到地里看
到失窃的场面，就会大骂贼人的不道德，就会埋怨天公不作
美昨晚怎么就没有月色，为月色的缺失惋惜。而往往在这时，
身边的老伯就会笑吟吟地回答，昨晚不是月色被云层遮住，
而是正直月初月牙儿还没有生出来，如果一旦生出来，即便
就是一勾残月，贼人也不敢下手的。也许是村庄里发生了失
窃的事情令月色更加谨慎了，后来很少发生庄稼被贼人偷的
事情，还有秋日里晾晒在打谷场上的码成山的粮食，几乎没
有发生丢失的事情。我们就为月色的执着和敬业而感喟，在
人们都沉沉熟睡的夜晚，月色牺牲了多少休息啊，要不是疲
惫使然，它也不会在一个月里就快速地憔悴的，那是将自己
的青春和活力都铆足了劲奉献才导致的结果啊，这样一来我
就不禁为月色的无私精神而肃然起敬。

在故乡浩瀚如海的月色中，我沐浴着圣洁的光辉一点点地长
大。在故乡恢宏的月色中，我的头脑和思想开始逐步成熟。
在故乡无边的月色中，我积淀了生活的勇气感召了月色的力
量和信念走出了小村来到了外面的世界。而今我年逾不惑，
时刻憧憬回到故乡壮丽的月色下，回味五彩的童年缤纷的少
年浪漫的青年时代，但是这样平淡的想法，却总是因为生活
的忙碌和自己的粗心而失约，所以成为深深的遗憾。我决心
要回到故乡，回到故乡的坦荡的月色下，把久违的欢乐一起
温存，把太多的人生的风雨和月色交流，我想月色是会耐着
心听我倾诉的，就像我们会恭敬地谛听它无言但胜过千言万
语的心灵上流淌的脉脉光辉。

中秋节散文篇十

又是皓月当空时，当星空银盘高挂，月光洒向万家。这是一
年的中秋节，也叫团圆节。



那时的我和妹妹，最喜欢听父母给我们讲故事了。仍然会想
起父亲曾经对我讲起明朝大才子解缙的故事，讲起解缙渊博
的知识。解才子的那首对联：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
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能弹？大气的对联，无愧于明代三大
才子之一。

今年又是中秋节了，人在异乡。父母讲的故事依然浮现在脑
海。吃着手中的月饼，桌子上的莲蓉味，五仁，豆沙月饼，
蛋黄月饼。比小时侯的冰糖月饼无论样式，价格种类都多很
多，但是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了，再也吃不到哪时那么好吃
的月饼了。

月是故乡明。有人说中秋的月特别的圆，也特别的明亮。我
想中秋节的月亮之所以不同于平常。是因为无数渴望归家的
游子，和无数盼聚团圆的父母用他们的思念之情感染了月桂
女神。那圆圆的月亮，是每个父母在家里期盼儿女归来时的
深邃的眼神。那明亮的月光，也是指引着每个归家的游子。
让他们的心不再孤单。

中秋节散文篇十一

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枨触客愁多

月是故乡明，几缕牵挂，满心的是那淡淡的思乡情愁。又是
一年皓魄当空，月满人未圆。回想起儿时的中秋是那么的让
人回味无穷。然而现在却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情。

儿时最期盼的便是逢年过节，因为过节了就有许许多多的好
吃的，那时候的自己只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哪有现在的诸
般情感。那时过中秋了家家户户都会买些香梨、红富士、月
饼之类的，还有家乡的特产石榴。那时自己常常偷偷的拿着
吃，放学回家就到处用鼻子闻着香味去寻觅……中秋家家都
会走亲访友，宴请宾客，而每次我都会吃的在也撑不下，因



为过了这个节日就不可能有大鱼大肉的混吃混喝了。

最让我怀念是中秋的夜晚每家大人都会为自己家的孩子亲手
做一个灯笼或者去街上买一个花花绿绿、有着各种好看图画
的灯笼。如果有哪个小伙伴拿着一个那样的灯笼，那他就会
成为最幸福的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羡慕。因此没到快过节总
是希望父亲能够为我买来最好看的灯笼。然后成为他们当众
最幸福的，领着他们在乡间田野中顶着黑夜疯跑。

中秋在我的家乡还有一种美食，也只有中秋是才会做些，平
时也难得吃到。在我家乡俗称糖馍，也可称作糖饼。内馅是
红糖和炒熟的芝麻放在一起捣碎，外面是一层发面包裹。做
好了以后表皮香脆，内馅甜而不腻。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让
我留口水。幸运的是今年父母都在到时可以然他们做些来满
足我那几年未吃的馋虫。

出来漂泊已有好几年，和家人也是聚少离多。曾怀念的香梨，
红富士、月饼等也是食之无味。在外漂泊的几年中我很少吃
月饼，也和少去买。也许是为了逃避，而不愿吃吧。记得刚
工作的那年过年，我和马哥基本上是吃泡面和医院食堂过来
的，想下次饭馆都会成为奢望。因为过年家家关门过年团圆。

独在异乡的异客，月明星稀的夜晚，在万籁无声默默的低吟
着思乡的旋律，祝福远在家乡的父母身体健康。远在他乡的
游子不管多忙抽出一点点时间给父母送去一声问候，一份思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