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通用13篇)
辩论是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途径。辩论
时，我们需要注意倾听对方观点，并进行针对性的回应和反
驳。在下面的范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辩题下的不同观点
和论证方式。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一

故乡的天，是幸福的天。在这晴朗的天空下，让故乡的人热
爱劳动，辛勤地耕耘，自由地恋爱，真实地生活，放飞美好
的心情。

故乡的天，是令人欣喜的天。瓦蓝瓦蓝的天空，永远澄澈透
明，总是那么遥远深邃，如清水洗过一般，干净、无尘、清
爽。天空上不时飘过几朵白云，那些白云如同大大小小、形
态各异、挥舞飘动的洁白手帕，把天空擦拭得更加鲜亮。我
们坐在阳光明媚的山梁上，看见一片片白云恣意地变换各种
形态，悠闲地飘过树梢、飘过山头，在我们低头的一瞬，无
声无息地飘向远方，还有几匹马在草甸子上追逐着。“蓝蓝
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意境，就真实地展现在
我们的眼前，也把我们生活中的无奈让白云飘走，把欢心顺
便让马儿驮来。

故乡的天，是纯净的天。天空中不掺杂一丝杂质，永远是那
么透明鲜亮、圣洁高雅，让城市大雾阴霾的天空蒙羞，让工
业污染的气体受辱，让浑浊的汽车尾气惭愧，让沙尘暴刮黄
的天空无地自容，让人们渴望美好高远、高洁的心静静地向
往。故乡的人们深深地懂得，在保护蓝天碧水、保护生存家
园上，人们用勤劳的双手收获粮食，也在改善生存条件，改
善生活环境。愿纯净的天空永驻在故乡，让千千万万个故乡
人，携起手来，一起呵护这湛蓝纯洁的天空。



故乡的天，是挂着企盼的天。天上，一弯月亮的小船倾斜着，
月亮小船的起航，承载着人们纯真的愿望、太多太多的企盼，
总是盼望得到生活的圆满、事事顺意，盼望月亮永远圆满地
挂在中天。当月亮圆满时，月光就慷慨地洒在家家户户的屋
顶上，月亮就含笑地挂在门前老柳的树梢上，有时也漏到村
头那口老井里，特别是月光洒满了大地上每一片叶子，每一
棵小草，替人们挂上了热情的泪珠、思乡的泪珠，晶莹剔透，
是一串串的令人难以忘怀、难以割舍。

故乡的天，是良心的天。在小村，故乡的人，虽然没有那么
多生活的大道理，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但是有着朴素的情感、
辨别善恶的标准。人们从不做违背天理、违背良心的事情。
人们信奉良心这杆秤，能称出故乡的`一切。还有故乡人知道
礼义廉耻，人们推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贬斥损人
利己、鸡鸣狗盗之事，让那些卑琐之事在故乡没有立足之地、
被人戳脊梁骨，那些龌蹉之事在故乡早已经随风飘散。人们
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具有纯净的心灵的天空。对于好的人
和事，人们总是投去钦佩的目光，竖起赞扬的大拇指，从内
心里产生敬畏。对于肮脏的人和事，人们总是谴责排斥、不
足挂齿，投去蔑视的目光，从骨子里都瞧不起。故乡的人，
都在道德的天平上生活，谁也不愿能被人们嗤之以鼻。故乡
的人，知道好歹，懂得感恩，总是怀着一颗美好的心，对美
好的人和事虔诚地叩拜。在故乡，道德、良心、正派，高高
地挂在天上。

故乡的天，是晴朗的天、干净的天、朴实的天、开心的天、
大开大合气势恢宏的天。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二

我所在的城市就是我的故乡。岁月流觞，辗转换过几处住所。
故土难离，飘零的心犹如远离故乡的游子，一直思念着归家
的路。那里是我感情的归宿，也是心灵慰籍的地方。时间越
久，对它越发亲近起来。站在空旷的环城河边，望着灰蒙蒙



的天，想起了故乡的天空。

故乡在市区近郊，隔一条路就是郊外，那里有大片的农田。
站在院子里，仰望着蔚蓝的天空，看着鹞鹰在高空展翅盘旋，
心也紧跟着跑出来，随着脚步的飞奔一同追赶雄健的鹞鹰和
湛蓝的天。望着遥远的天空，看着它大海一样的宽广和蔚蓝，
让人敬畏，使人流连。

故乡春天的天空是蔚蓝的天空。春回大地，和风送暖，如茵
的草地上，花朵在明媚的春光里开着烂漫的笑。杨柳垂着柔
嫩的枝条在河面上翩翩起舞。蔚蓝的天空点缀着朵朵白云，
广阔无垠的天空下，农田里的麦苗现出勃勃生机，空气中飘
浮着一股淡淡的泥土的香味。田野上，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
兴奋的心情，急急忙忙的把风筝拿出来，争先恐后的趁着春
风把风筝飞上蓝天。风筝越飞越高，孩子们在这蔚蓝的大海
中嬉戏叫喊，一行行大雁飞过，孩子们高兴的数着数，激动
的每一瞬间都在蔚蓝的天空中留下了灿烂的童年。

故乡晨曦中的天空是让人亲切的天空。一夜的沉寂，晨曦微
微的展露了惺忪的睡眼，天际渐渐变换的星云开始交织出七
彩流韵的云霞。静静地躺在床上，让那一缕缕的光线轻轻抚
开自己的眼皮，朦胧的看着来自天空的问候。沐浴在晨曦的
抚慰中，感受着诗一样的激情。窗外的天空，就像一幅迷人
水彩画。早起的鸟儿，一会儿从屋檐上飞到窗前啼啾，忽儿
又突然啼叫着飞起来，飞到湛蓝的天空，就像在平静的湖面
上划了一道弧。

故乡最美的夜色是夏日的星空。闪闪的银河，静静的躺在浩
瀚的夜空，点点繁星在广袤的苍穹中做着仲夏夜之梦。梦里
留下许许多多的幻想。院子里的花争奇斗艳的绽放着自己的
美丽。葡萄架下，讲述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牛郎情，织女怨，
化作云锦织千年，浓浓情意织不完。从夜空回到奶奶泛着银
色的慈祥的面庞，迷糊的双眼渐渐的已看不见北斗星。



最喜欢故乡黄昏的天空，夕阳西下的时候，落日的余晖在西
边的天空铺了一道醉人的晚霞。红彤彤的火烧云，婆娑的树
影，袅袅升起的炊烟和悠扬的蝉鸣，组成了一幅迷人的画卷。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晚饭的香味儿，伙伴们互相追逐嬉戏的叫
喊声淹没了奶奶一声声回家的呼唤，直到累了、饿了，才恋
恋不舍的低着头，一路踩着自己在晚霞中投下的长长的身影
回家。

沉思中，一个小女孩站在旁边的不远处，茫然的看着我。刚
想问她点儿什么，快步跑过来的母亲把她领走了。不知道这
个小女孩是否认识自己的家，我仍徘徊在故乡浩瀚的长空、
醉人的晚霞和悠扬的蝉鸣声中。望了望灰色天空下她们远去
的背影，迈着沉重的步伐踏上了回家的路。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三

夜晚，故乡的天空总是深蓝色的，在深蓝色的天空总有数不
完的星星.....

小的时候，每到傍晚的时候，一个村子里的人，老老少少都
从屋子里边出来纳凉，大人忙碌了一天了，老人在拉家常，
小孩在嬉戏打闹，就在这样的深蓝的星空下，我总喜欢一个
人躺在奶奶的竹椅子上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那片星空下有很多很美的神话，
“嫦娥奔月“，“牛郎织女“ 让我明白原来古人也对那深蓝
色的天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再后来我才明白那数也数不完
的星星都是有名字的，而且远比我们肉眼里看到的大得多了，
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北斗七星......

上了中学以后，数星星的日子已经很少了，在那片深蓝色的
天空下，偶尔和朋友聊着未来的梦，仰望那片天空，觉得那
深蓝色的天空真的是深不可测。



经常在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急急忙忙望家里赶的路上，仰望天
空，就会觉得“夜是故乡明“。都市的天空是没有多少星星
的，更别说满天繁星了。 都市的霓虹灯很亮，把天空都照得
通红，一点也没有夜的感觉，更别说“深蓝“了，所以这里
被称为“不夜城“。

我喜欢故乡的天空，故乡的人，故乡的水，“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我的根在那里，故乡的天空永远都是深蓝色的，永
远都是深不可测，还有那数不完的星星......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四

春天来了，淅淅沥沥的春雨也就上赶着跟来了。故乡，便一
度沉迷在一派烟雨苍茫的雾霭之中。

故乡的名字叫做芗溪。想来，那她一定是遍地茵茵芗草，湖
旁溪流涓涓,清澈见底的景致了，无奈，却因眼前这朦胧的烟
雨，让人甚觉迷离，仿佛是来在瑶台琼林，置身于云里雾里
与仙家一般的感觉了。

久居小城，甚觉身心疲累，便总想着寻一处恬静、闲适之地
静休。我总在寻思着找一个地方，洗尽这满身的铅尘，淡去
内心的埃烬，让身心远离浮华进入一种梦境。在落满晶莹希
望的梦里，走一段心的旅程，还给心一片最初的纯真与宁静。
我曾经想到了去周庄、去乌镇，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但
是，我知道这些被冠之以胜景的地方，应该是早就被铅华塞
灌殆尽，无奈之下，我只有选择回到鄱阳湖边的故乡――芗
溪。

故乡的步子总是走的很慢很慢，就像儿时那湖边的老牛，悠
悠地转着圈儿吃草，缓缓地抬起头来看天，时不时的
还“哞”叫几声，撞进人们的心里时，竟然会飘洒出绵绵，
淅沥的心雨来。提着歇桩的细叔公，高挽着青灰色补丁长裤，
套着稻杆编织的粗劣草鞋，戴着竹编的斗笠，在幽静的雨霭



中于湖边放牧。看他的脚印在湖滩上烙出深深浅浅的泥泞，
写意着生活的简单、明静。于牛背上搁一捆湿湿的湖草带回
家，从瓦棱之间造出升腾的云烟，弥散开来，就像我心中的
那个梦一样轻盈袅婷，展翅翱翔。

我的故乡――芗溪，心中的桃源，鄱阳湖水乡。庆幸你尚未
掉落进凡尘染俗，依旧是空明澄澈，绿水青烟。于是，心灵
在喧嚣的尘世里游离出来，来到了鄱阳湖边的故乡。坐在月
光下，揽几许烟雨入怀，感受柔软；品一笼清澄夜色，净我
疑念；聆一曲水乡船歌，保留心灵中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澄澈。

你听，远处不知是谁在湖边，在雨雾中唱起了明然前几年填
就的，那首《水上渔家》的歌谣：“晨草滴珠，烟柳轻笼，
波光叠影泛渔舟。蓑箬笠、肩斜披，长篙劲舞俚曲飞。不鱼
不归！晚月残钩，星光冷辉，暮霭朦胧星月催。满仓鱼、扬
笑眉，桨声欢唱浪翻追。”浑圆、甜嫩、脆亮的歌声如珠地
从湖边、村口、枝头、窗间、门前滚过，滑过房顶，拂过柳
叶，汨汨地流进了我的心底，滋养、温润我干涸的心田，让
它不再皲裂，怅惘和迷茫。

烟雨中的故乡，我梦中的芗溪，她，依旧是那么的宁静与飘
逸，依旧是那样的朴素与憨实。

走在那沾满泥泞的小路上，踩着滴水的草尖，挥手搅拌起身
前澄紫色的霭雾来，便仿若进入了一条穿越时空的旋转隧道，
跨过清、明，走过元、宋，飞越唐朝，皈依远古的蛮荒，不
再受世俗的尘扰，自在逍遥。

走在那麻石铺成的小巷里，用千层底的鞋掌，去触摸历史的`
沧桑，拾捡人文深处的记忆。临湖起宅，重脊高檐的青砖瓦
房，古色古香；小巧玲珑的牛栏猪圈，鸡栅鸭舍，散落其间，
处处生机荡漾。这一切，摄入人的眼眸深处，全然没有城市
一丝半点的躁霓与浮华，有的只是满满当当的空明和恬静。
乡民们仍旧住在那些散发着檀木馨香的老房子里，身上的每



一寸肌肤，都可以去触摸原始木雕、石雕上的精美图画，每
一个呼吸都可以吸纳清冽淳朴的乡音。在水乡的天空下，石
板小路，古旧木屋呈现出一派古朴、明洁的幽静，清清的鄱
阳湖水，带给人们一种独一无二的清丽韵致。

走在故乡的田埂上，一步三滑的摇摆是最原始的舞蹈。栽满
希冀的稻田里种下我多少远去的期盼与祈祷？曾经的红颜欢
笑，如今只能在梦里寻找……到今天，我才突然发现，原来，
故乡的烟雨中，还藏匿着我魂牵梦萦的，青春的童话故事呢！

“明然梦里回故乡，且将情怀心中藏，多少事，不迷茫。夜
读诗书谁添香？”眼前的这一切，让我有了一种漂泊后的归
属感。原来，我长期苦苦寻觅中的那远方的远方，其实就是
芗溪，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朋友，若是你终于有一天也倦
了，累了，困顿了，迷茫了，情惑了……就请你趁着春天的
烟雨去一趟故乡。因为，只有故乡才是你漂洗自己，探寻自
己，搜索内心，找到那原质原味的思想和栖放心灵与灵魂的
地方。

我的烟雨芗溪，梦中的故乡，鄱湖深处的村庄！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五

一

家乡的屋前有棵桂花树，中秋节前夕，树上零星地散落着花
朵，花开得极少，屋前屋后却都缠绕着花香。

树下有一块圆柱形的石头，经过岁月的打磨变得很光滑，像
一块天然的石凳。我喜欢在秋日的清晨，坐在树下的石凳上
朗诵《唐诗三百首》。湿漉漉的杂草丛里，蟋蟀鸣叫四
起，“蛐蛐蛐...”一声声、忽急忽缓，打破清晨的宁静。

晨露沾染了桂花的香气，桂花的香气浸泡在清亮的露水里，



香味变得清幽舒缓起来。初秋的阳光像长满了绒绒的触须，
落在起球的绿色毛衣上，格外的厚实温暖。

院子里有一个四四方方的花坛，是父亲用砖瓦堆砌而成。橘
树茂密的枝叶一直延伸到花坛外面，深绿的叶子下藏着青涩
的果子，泛着微黄，像被太阳烤得焦糊。

金色的满天星舒展明晃晃的脸，月月红还是大团的`开着，含
着清晨的露水，吐着醉人的芬芳。年轻的女孩把娇艳的花朵
绑在梳好的辫子上，嘴角“晚霞”飞扬。

二

秋天的田野里洋溢着沉甸甸的喜悦，稻谷一粒粒饱满殷实，
远望去，像一块块锅巴，散发诱人的味道。农民把割好的稻
子扎成一捆捆，留下光秃秃的稻茬。打稻机发出欢快的歌声，
稻谷四溅滚落。

门前的空地上顿时多了一片惹眼的金黄色，引来麻雀啄食。
它们叽叽喳喳，一蹦一跳，尖尖的小嘴挑剔地啄破稻壳，吞
下稻米。一听到动静，立刻飞到不远的枣树上，人一走，又
跑来偷食稻谷。

父亲把剩下的稻秸撘成草堆，上面铺一层薄膜，用石块压好，
防止风吹雨淋。一个个草堆就像一个个城堡，小孩子喜欢在
草堆上打滚、捉迷藏。一只棕黄毛的母鸡不爱在家里下蛋，
掏空草堆，躲在草窝里下蛋。

淘气的小孩子在自家草堆玩，看见母鸡在草窝里伏成一团。
趁着母鸡觅食时，扒开草堆，竟然发现四五颗蛋，欢喜地掏
出热乎乎的蛋，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意外的收获，让他面
红耳赤，赶快飞奔回家，把这个喜讯告诉爸妈。

三



收割完稻子，田野里，灰褐色的枝丫上，大朵雪白的棉花绽
放。白得耀眼，似乎能听到棉桃爆裂开的声音，在阳光下分
成五瓣，吐出绵柔的白絮。每一片棉瓣都有着白雪的厚实，
和云朵的轻柔的触感。

成熟的棉花要趁着大好天气尽快采摘，若是遇到连续几天下
雨，棉花因为雨水的浸泡，产生黑斑霉烂，品质产量就会大
大下降。

一大早，人们背着蛇皮袋来到田里，将棉花连壳一起摘下，
装进袋子。中午和黄昏，人们背着鼓鼓的蛇皮袋，踩着光归
来。

傍晚十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着烟，白炽灯发出昏暗的光。
吃过晚饭，一家人围在电视前一边看电视，一边摘棉花。

邻居也来串门，帮忙一起摘。在欢声笑语中，白花花的棉花
在蛇皮袋里蓬松开，地上很快多了一堆枯焦的壳。不知不觉
中，棉花摘完了，邻居也要走了，母亲起身打开门外的路灯，
护送邻居离去。

屋外凉飕飕的，月光撒在坑坑洼洼的碎石路上，路旁的草蒿
上铺着“银霜”。天空中稀稀落落地闪着星星，飞蛾扑棱着
翅膀在灯泡的四周乱撞，墙角的蟋蟀还是弹奏着白天美妙的
音乐。

母亲转身清扫地上的棉花壳，装进大竹筐，倒在锅灶下，用
作炊米的柴。

熄灯后，我们钻进温暖的被窝。被子也是用棉花纺织的，俗称
“弹棉花”。村里人嫁女儿，陪嫁物品中最常见的就是棉被。
棉被的材料是父母准备好，拿去找专门人弹，再付其手工费。

弹好的棉被温暖厚实，上面裹着柔软的纱布，还有红色纱线



勾成的囍字和美好祝语。出嫁前几天，叠成四方状，里面塞
着用洋红染红的花生、枣子、桂圆、糖果、喜糕和松树叶。
再用大红毛线捆扎成十字。当天跟随出嫁队伍，载着满满父
母的爱，新娘在鞭炮声中哭花了妆。

经历了一天的劳累，大人小孩很快就进入甜甜的梦乡......

四

生活在炊烟袅袅、灯火通明中继续，一觉醒来，又是阳光明
媚的一天。

河边芦苇白成一片，水面落了一层苇花。一只灰瘦的鸭子落
队了，在田埂上来回踱步，“嘎嘎嘎”地叫。

菜园里木头搭成的小门敞开着，母亲在里面挖菜。一棵棵大
青菜打着好看的花，绿叶花梢泛黄，叶子湿漉漉、鼓囊囊的。
霜冻的青菜连叶带梗和猪油清炒，加点油渣，口感比往时更
加绵柔香甜。

渐渐地，天空中，大片云朵染上鲜艳的橘红色，太阳从东方
徐徐升起，通红的圆心像我早晨刚吃的咸鸭蛋黄。

择好洗净菜，母亲把棉被抱出门，门前的晾衣绳上多了几床
花花绿绿的被子。母亲拍了拍被子，灰尘像蒲公英般飞扬，
散发着自然纤维的味道。

太阳的光打在院子里的花草和大人抗在肩头的锄头上，一时
间，孩子的嬉闹声、大人的寒暄声、鸡鸣狗吠响成一片，万
物苏醒，田野又恢复往日的热闹......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六

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记忆深处唯一没有忘记的只有故乡的



天空。

忘不了那云朵蹒跚而行的淡雅，忘不了那火红彩霞的妖艳，
忘不了那燕子回归时的喜悦。

老人说杨柳的芽带给大地生机，赋予了天空沉寂。我却说杨
柳的芽带给了天空生机，赋予了大地青春。

小的时候，生命是麻木的，却也是纯净的；还记得那年二月
春风送暖花开柳绿之时，我捣毁了屋檐下盘踞多年的燕子的
老巢，不觉残忍，心却澄明。此时的我看天空就一片单纯的
淡蓝。后来，是父母在我的心间种下了善良，还记得那日午
后父亲粗糙的手掌拍落了我稚嫩的脸上骄傲，哭了许久我知
道了燕子窝带走的是父亲的笑，母亲说燕子便是吉祥，这谎
言伴我走过了十几度春秋，在艰苦的岁月我没看到燕子给我
们带来多少收入，却懂了敬畏生命。

我想，在故乡孩子的天空只是一片淡蓝，透过雨滴可以看见
彩虹。

那二月春风里淡淡的清香涤荡开所有关于冬季的幻想，坐在
那满是花朵与嫩芽的桃树下往上看，满眼的生机，如同小孩
们可以预见的未来。

停下的时候喜欢仰望天空，即使被太阳刺花了眼也觉得心满
意足。九月的时候去济南，火车行驶到武汉，我抬头望了望
天，我知道从白天走近黑夜我离故乡越来越远了，那天傍晚
天空没有彩霞，土黑色的云叫嚣着吞没了一整片的天，也吞
没了我的心。

天空可以照亮一个人的心。

在济南的四个月我像是蹒跚学步的小孩，哭着闹着想要奔跑。
我不止一次埋怨天空太过低沉，却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默



默的忍受。学习在低沉的天空下好好的生存。

济南的秋天，风很大，山是黄色的，天是消沉的，星星却很
明亮，我只能在夜空中看见我的未来。

后来我辗转到了昆明，这时已近年关，断了网络，放下手机，
本只想与父母团聚过一个温馨的春节。然而我却再度迷上了
天空。有时七点起床到空旷的地方静静的等待日出，看那日
光照在玻璃的建筑上，创造出第二个太阳。抬头，试图在天
空寻找美好，满眼的亮光却带来了忧伤。

第一次来昆明的时候我17岁哥哥18，父母租住的屋旁有一片
菜田，每天我们都会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去巡查一番，哥哥会
在欢快之时点上一支烟悼念他学车时落到水田里的情形。而
今，这儿只剩下一座一半贴满了玻璃的高楼。清晨，太阳创
造出半轮亮堂堂的火球。这个春节哥哥加班，以前的那一切
离我都远了。然而昆明的天空确是很美的，瓦一般的蓝色配
上稀疏的白云，年复一年的重复着单调的美好。不似故乡天
空那般变幻无常。日出以后回家，看太阳把影子拉得老长老
长的，这影子却永远只是爬地而行，我更加的寂寞了。

在外面行走的岁月我更加容易满足了，有时只需要回忆。

初六的时候朋友告诉我初八在家乡有一个聚会，此时的我却
淡然了，我知道我只需要回忆。那些已经过去的美好不必追
寻。如那枯柏下永远找不到叶的影子一样我们不必再寻找故
乡的天空。我想，向着高处行走，我们拥有了太多的日光，
心反而什么也看不见了。

故乡的天空埋下了太多的回忆，记下了太多的悲伤与欢乐，
而今她累了。

昨天父亲告诉我说家乡很多人家搬迁了，一座大型煤矿即将
开始开采。我想，故乡的天空在见证了我家几代人的成长之



后终于还是老了，在诉说呼喊了千年之后终于还是累了。她
病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思念也病了。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七

当一抹清风拂过院外不远处的小山丘，几颗荠芨草挺着压弯
了腰的身躯，在风中摇曳了几下，欢迎着远方风中的客人，
这一刻秋天悄悄的走进了故乡。

有人说秋天是悲伤的，高高的云，淡淡的天，凉凉的风，一
切那么凄凉，那么忧伤。而我却说秋天是喜悦的，满满的谷
穗，金黄的稻田，红红的高粱，遍地都是硕果，到处都是收
获。所以我喜欢秋天，尤其是故乡的秋。我喜欢故乡原野的
四季，更喜欢那原野上的秋天。

虽然这儿没有蔚蓝天空下那一望无际金色的麦田，也没有草
原那天高云淡，气爽秋高的爽朗。而我却深深的眷恋着他，
对他有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情。我喜欢故乡的秋，更喜欢
在故乡秋天的午后，在故乡的田垅上走走。走在田间的小路，
午后的天不在那么焦热，阳光洒在身上，那么温柔好似儿时
母亲的手，轻轻拂过头顶般温馨，慈祥。

这个时间到故乡的后山上走一圈，你会有不少意外的收获。
走在山上藏在没过膝盖草丛里的小路中，小路两边，你看那
柠条林里结了果实的努力的想把一个压弯了的腰挺直的野果，
惹的你忍不住想过去扶一把。那些知名，不知名的花努力的
点缀着秋后的山野，拼命的沐浴着这秋后恰到好处不焦不冷
的日光，生怕你会跟他抢了去。幸运的.话，你还能采到些能
食用的小野果，踏着秋风，嚼着野味儿，随处在一个柔柔的
野草丛静静的躺下来，听着鸟儿唱着收获的喜悦，看着天上
新耕的云霞，生活就是这么惬意。

还有，还有呢！要是躺醒了，靠着小土丘半坐起来，你看那
远处，金色的夕阳中，山林中成群结队的鸟儿，挟着丰硕的



果实欢呼着飞向山林。那山岭中村里的老大爷，牵着一头把
个肚子吃的快翻上脊梁，在夕阳的印衬下更加金黄金黄的老
黄牛，从山林里慢腾腾的走了下来。

再看那山脚下，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那是故乡的田野的
大白菜田。我们北方的田野，水少山上的田里大都种的是高
粱，玉米，各类豆科等等。

这个时候的玉米还没有完全成熟，在干的像老先生胡须一样
的缨子下面，鼓包包的挺着个浅绿色的大肚子，拼命的孕育
着秋天最后的收获。这个时候你会偶尔看到老农伯们走到玉
米旁，欢喜的捏捏那绿色的肚子，捏完就把个眼眯成一条缝
儿，露出一份慈祥知足的笑容，这一年的包谷八九不离十的
就肯定丰收了。

这个时候，你也会偶尔遇到，从自家田里提个篮子采蔬菜归
来的大妈。她会硬塞给你几颗，像柔情的少女嘴唇般英红温
柔的柿子。柿子攒在手心，走在夕阳下，那沐浴了一整天秋
光的柿子，攒在手里仿佛攒的不在是西红柿，而是一颗，淳
朴，憨厚，善良真诚而滚烫的心。

我喜欢故乡的秋，那田里丰收来的喜悦，曾养育了我身体里
流淌着滚烫的血液。我喜欢故乡的秋，那里有我淳朴善良憨
厚的父老乡亲，在每一个秋天，他们给我传授了许许多多做
人的真言，教会了做人做事，在人生的道路上怎样到达辉煌
的明天。

又一个故乡的深秋，异地此刻的我再一起升起了一股深深的
眷恋。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八

在异乡一个没有月色笼罩的中秋，或许每个游子都曾与我一



样，在心中高高地悬着一轮记忆中独属于故乡的皎皎明月。
阖家团圆的节日，既然没有月光可以遥寄相思，便只好拉一
帮同样离乡背井的新朋旧友隐匿于小巷昏黄的街灯下，吃烤
鱼、喝啤酒，大家乘着酒意正酣，各自诉说属于自己童年故
乡的往事。

而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保持着沉默，静静地听着
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侃天说地，偶尔抬头看看暗淡的天色，
远远地怀想记忆中故乡的月光。

记得小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夏末秋初的月夜，我总
是静静地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在她历经沧桑的双手轻抚中，
细声点数着星星，望着天边云影徘徊，听着山间时时由远及
近又慢慢隐去的沙沙的松涛，不知不觉沉入梦乡。童年的故
乡，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方小小的水塘，点缀其间，
晴天夜里，总是清泉叮咚，隐隐地桂花飘香，若风声一起，
水塘里的星辰、月光便都开始轻轻地摇曳，这个时候，水田
里的青蛙、旱地里的`蛐蛐儿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虫儿也都
要不甘寂寞异口同声地再来一段多声部大合唱，睡梦惺忪的
我会突然睁开眼，感觉是不是天快亮了，再抬头看看高悬的
月亮，听那蛙鸣渐渐淡去，才又放心地躺在清风抚慰中。

慢慢地，新城建起，霓虹通明，小城中紧凑的程序化生活让
人很少有心思夜里抬头看看头顶的月色；渐渐地，我也上了
中学，只有下自习骑单车回家的晚上无意中会偶尔瞟一眼天
上洒落的银光，暑期偶尔回老家，抽一两个晚上陪陪爷爷奶
奶，却也只有在酷热难耐，无心电视的时候，一家人才会一
起搬出椅子到院子里闲话家常；后来，我长大离开了家，每
个思乡的夜里，走出宿舍的阳台，迎着淡淡的清风默默怀想，
才发现，那只有在夏夜山中老家才有的纯净如水的月色是如
此的弥足珍贵。

岁月如梭，月光如水，窸窸窣窣地流淌在童年山间白石上，
我们就仿佛做了一个关于童年的梦，倏然在异乡的中秋醒来，



多么希望这个梦能够做的久一点，哪怕多给半寸月光，也可
以让我在寂寞中微笑抬头，静静地仰望心中遥远的故乡！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九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写这句诗的
时候，也许是经历了与寒秋的较量吧。不然，在萧瑟的秋天，
他怎么会看到“晴空一鹤排云上”呢？有人这样评说。是啊，
白居易就是借秋一抒心中的怀抱。但是，我的故乡即便是深
秋也自有别样的韵致和风情。如果当年白居易到了我的家乡，
定会游目骋怀，浓情挥洒他那壮怀豪情吧。我没有他那生花
的妙笔，但是面对着故乡，为了给这次故乡之行留下一点记
忆，我还是想用笨拙的笔墨留下一点痕迹。

故乡的秋是多姿多彩的的，它的每一片肌肤都有着斑斓的衣
衫。地塍里，肥厚的棉叶开始变黄，而棉花依然银白如雪；
油菜嫩绿，闪着晶亮的眼；蒲公英在清风中舞蹈，一朵朵伞
花悠悠如梦；野菊花在竹篱间摇曳，一簇簇金黄阵阵似歌。
水田旁，铺展开去的是金黄的稻浪，叫嚣着，呐喊着，拍打
着远方的村庄和山岗。

故乡的秋天是不寂寞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知道是谁
在撩拨人们的思绪，似乎秋就该是悲叹哀婉的，就该是顾影
自怜的，其实，秋真的就这样肃杀的冷色调吗？“空山新雨
后，天气晚来秋”。秋日得风雨氤氲，不过是秋深的帷幕，
啜几口糯米酒，吆喝几曲民间小调，微醺中你就会恍然，原
来轻叹的不过是自己的心。天高云淡，一行行大雁和天鹅来
了，自由自在的在白云间吟哦，它们是在倾诉对这片大地的
深情么？耕地里，麦苗在拔节，葱蒜在叠翠。虽然棉花稀零
了，但是乡亲依然在田间劳作着，没有什么人声，似乎是寂
寞的。别着急，静下心来，用心聆听，你听到那细细碎碎的
鸣唱了吗？那是迟暮的秋虫在高唱着生命的礼赞，它们是在



将生命推向浑圆，推向永恒呢！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十

阔别故乡六年有余了，从故乡打通水泥路那一天起，我就一
直想回故乡看看，那一年，乡贤黄六味先生从北京回来，我
匆匆赶回故乡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横路下组，与他做了促膝
长谈。谈到家乡的建设，家乡的电，家乡的路，如今这些都
实现了。故乡都通上“大电”了，就是并上并使用国家大电
网的电，再也不使用自己小水电发的电压很低的电了。现在
的大电，24个小时都有电，家用电器都能供上电，也有电视
转播设备，连外国的电视节目都能转播和看得到。叔叔家还
建了两间洋房，“不见木”的混凝土结构楼房，而且是盖了
三层半，住房是绝对宽敞明亮了。水泥路也打到家门口，小
汽车和摩托车都可以开到家门口。据说叔叔的孙子还在县城
金鸾湾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套房，真的是家乡巨变，政通人
和，路通了，电通了，房屋敞亮，鸟枪换炮，就是不一样。

到钟腾村村址，首先拜见了古时候的武榜眼黄国梁的画像，
看了榜眼府的风貌，钟腾村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清朝乾
隆年间出了个武榜眼，后来朝庭还拨款建了个榜眼府，已兹
纪念。现代贤人恢复高考后考上重点大学的'就有二十几个，
几乎年年都有人考上重点大学，人才层出不穷，络绎不绝！

为了在山路弯弯的穿行方便，我是骑着摩托车回家的。到家
后，首先拜见了暂时先安置在叔叔家里的瓷观音和佛祖像，
然后我就用摩托车驮着叔叔直奔石鼓坪。石鼓坪风景这边独
好，童年经常在这里放牧玩耍，就在这一颗大石头上，如今
这颗大石头也被石匠琢平成一个平台。听叔叔说，这一个大
石雕观音雕像就要置放在这上面，其他的要建楼台馆舍，把
用的地平面都铲出来了。水泥路也打通，直达到要树立石观
音的地方，国家电网的大电也架设到这里了，现在是万事具
备，只欠东风了，等资金筹集到位，就可以兴建殿堂楼阁了。



遥见山上的轻雾缭绕，我真想大喊一声：“石观音！我回来
了！石鼓坪！我回来了！美丽的家乡横路下，我回来了！还
有钟腾村！我回来了！……”

做为家乡的一个游子，我真的很想很想回到您的身边，哪种
感觉是多么多么的美妙，一个在家乡灵山秀水中熏陶抚育下
长大的牧童，曾经把最美最美的文学、音乐、书法、体育的
梦想都在这里萌牙，开花，结果，是故乡这最最美丽的山水
灵气，是家乡这炫丽的美景，秀丽的翠竹、杉木树、青松铸
就了这只顽强的山鹰的英魂，以及鹏鸟——青春的翅膀也曾
在这里交响着奔向大海的梦想，这一支支明媚的歌，一组组
美丽的诗，还有那花团锦簇的梦，将永远在这里织取，我们
将和乡贤黄六味先生一起，同心同德，齐心努力，把家乡横
路下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美好，让巨大的石观音石雕像，
早日地树立起来，成为家乡横路下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2017.8.12.写于漳州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十一

独坐斗室，心是茫然和散淡的。中秋已近，月上心头。自然
界的明月、现实的明月我已多年不在意了，我不如童年那样
的好奇、天真，关于月亮的形状、颜色、情态以及月光下的
景色等，我是如此的迷离朦胧，因为我居于城市已经多年了。

城市的月光是散淡的，零碎的，是被林立的高楼大厦切割和
撞散了的。城市的月光是嘈杂的，被汽笛声、夜市的喧嚣裹
挟漫浸着，我没有感到如水的静幽的.月华。城市的月光没有
金色，没有皎洁，总是一种朦胧的似有似无的惨白或银灰，
因为灯光太明亮了，而且彻夜地睁着眼睛。多少次，我把窗



外的灯光当作月光，一梦醒来，以为明月临窗，却又失望。

一年又一年错过了故乡的明月。故乡的月是金色的月，是皎
洁的月，是童年纤尘未染的月，是静幽如水的月，是坦荡如
镜的月，是神奇美妙如诗如梦的月。星星点点的村舍、树木，
广袤无际的田野平畴，远山、近水，乡村的夜色浓重得真切。
这时候，月亮出来了，将金色银辉洒满大地，山水、树木、
田野、村舍全都沐浴在月华之中，明暗相衬浓淡相宜，是一
幅绝妙的乡村月夜图。明月朗照，清风徐来；树影摇曳，摇
落一地“碎银”；庄稼私语，倾诉一腔情愫；更衬托出乡村
月夜的静谧，如天籁，奏一支美妙动听的乡村月光曲。

年复一年，我虽未观赏故乡的明月，但心中常悬一轮故乡月，
那么的皎洁明亮，如诗如画，如歌如诉。我庆幸，身居远离
童年的城市，我的心中却常存童年月光的记忆和向往。

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十二

梦回故乡_抒情散文

我从异国他乡归来，踏着满心喜悦，携着满腹心思。一路上，
我神采飞扬，浮想联翩。回想艰难的求学之路，如今带着丰
硕的成果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水土，准备用自己奋斗的结晶
来建设我的家乡。

当我走在家乡的道路上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只见昔日泥泞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
平坦的马路;层层递进的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
曾经条条发出恶臭的河流，也变成了清澈的人工湖。

不仅仅是家乡的`模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的人们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农民了。他们一改昔日的疲惫辛劳，



旧貌换新颜。这时的家乡已是一个高科技信息的世界，家家
户户都用上了多媒体信息电脑。可以足不出户的的进行物资
交流。只要轻轻的点击电脑的功能键，你想要的东西就可以
如愿以偿地得到;如果你喜欢体育新闻，只要点击“体育专
栏”就可以在体育的世界里畅通无阻的遨游。

家乡的变化使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因为它的变化早已超出
我的想象。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的家乡能插上腾飞之翼，
从而以更新的面目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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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雨的抒情散文篇十三

又是一个春天，风温温地吹在颈间，不再是刺冷。我还是喜
欢四季分明的江南故乡，虽然我在外地工作了几十年，东北，
西南，西北我都呆过几年，可我一直留恋着我的故乡。从不
因为心情随时空的变化而对故乡的淡忘，起伏，跌宕、衰荣。
这是有问题的一种情绪，我既珍惜又恐慌。



在我的故乡，四季非常分明。春季的清明前后，田间油菜花
已金黄一片，田野里弥漫着浓郁自然的清香，院落、地头一
族族粉红的桃花，米白的李花，满目看见山野间杜鹃花开得
绚烂，告诉你应该是走出去欣赏美好景象的时候了。不过，
春天的脚步与人的心境的期待成反比，你心理急迫点它会来
得慢些，实际上谁都明白人的一生有那么多的春、夏、秋、
冬！

情绪也如同季节，随着季节春发、夏盛、秋收、冬藏。春天
细语，夏天静思，秋天收获，冬天回转。情绪随着季节的变
化而生动、起伏、深远。

独自的时候，思索会自然放任，慢慢地扩展，升华至极，那
无名的'酸楚变成无法的想念。想念季节的流转和流逝，想念
曾经的朦胧和迷失，想念中的想念，象一头迷途的羔羊找不
到母爱和自信。

春意如象恋爱一般，你爱的是爱情本身，那结果就有点危险。
如果你是真爱了对象这个人，并把她同时当了朋友，那才有
天长地久的可能。

春天的期待，等着看更多的花开，更多的绿芽，春天于我，
闻得清新，想得深沉，看得专著。

我心里明白的，故乡的春风，一年走过一回，它不会因为心
情的变化而淡忘。回过神，就轻轻松松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