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的散文诗歌较短(优秀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的散文诗歌较短篇一

北国的冬天，天寒地冻，山枯草黄，没有了花的妩媚，鸟的
欢鸣，水的潺，枯燥单调的如一片死地。

对于我这样一位无所事事的闲人来说，在这样的季节，打发
时光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看电视剧了。
是在网络上看的。《青春期撞上更年期》、《裸婚时代》、
《新女婿时代》、《我家有喜》、《甜蜜蜜》……不用受广
告的干扰，可以一集一集看个痛快。

可是，看着看着，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原来，看电视剧
也会惹人生气，剧情如何狗血，粗制滥造且不必说，但但就
是剧中父母的角色就够让人气冲斗牛了。在这些本该算是很
优秀的剧目中，总会有一位父亲或是母亲，或者是父母一起
上阵，对儿女的婚姻横加干涉。在电视剧《掌门女婿中》那
位丈母娘甚至为了操心儿女的事，而患上了忧郁症。其实，
这些剧情并不是编剧导演们无厘头的夸张描写，而是我们目
下家庭的真实写照。

看电视剧，心里生气，气急之下，忽而想起了前几年一部非
常走红的电视剧，名字叫《中国式离婚》。这个与我的想法
风马牛不相及的名字，竟与我心里的郁闷一下子找到了一个
契合点，让我给这些父母们想到了一个很贴切的叫法：中国
式父母。



泱泱华夏，真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度。离婚有自己的国情
特色，做爸爸妈妈居然也有自己的国情特色。

不过细想想也对，中国是一个经历过两千年多年儒家文化洗
礼的国度。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带有自己的特色并不奇
怪。

但中国式父母似乎跟儒家的文化沾不上一点边儿。

而且，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国人都是急脾气，喜
欢走极端。这在对于子女的教育上也不例外。

早年间，平民百姓们讲求的是多子多孙多福寿。每家的孩子
多则七八个，少则五六个，孩子多了，精力与经济都有限，
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都是放养式的。最简单的管教，就是棍
棒教育。

如今，独生子女的家庭多了，孩子少了，就金贵了。中国式
的父母们，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由原来棍棒式教育，一下
子变成了娇宠式的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
摔了！

孩子即使长到一百岁，做爹娘的也不放心。工作怕他累了，
交友怕被骗了。尤其是婚姻，女孩的父母人人都希望自己女
儿嫁个王子，一辈子都活在蜜罐子里；男孩的父母人人都希
望儿子娶个公主，一辈子都生活在福窝里。

纵观现代中国式父母们，用一个字形容：累！两个字形容：
辛苦！三个字形容：太操心！四个字形容：多此一举！

其实，你只要放开手脚，就会发现，我们的儿女并不像自己
想象的那么低能，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很优秀。尤
其是孩子大了，渴望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与梦想，是不希望父
母对自己的事，横加干涉的。根本就用不着那父母大人，为



他们做牛做马的。

我以为，中国式父母们，真的该歇歇了。闲暇无事，看看天，
看看海，读读书，写写字，你就会发现，生活居然是这样的
美好。等你回过头，看看你的儿女，没有你的干涉，他们居
然把人生安排的井井有条，生活的是那样的快乐幸福！

再把你的悠闲岁月，与儿女们青春朝气糅合在一起，日子就
会因为璀璨而异彩纷呈的。

中国的散文诗歌较短篇二

春节快到了，新的一年孕育着新的希望，昭示着美好的未来。
经济繁荣、富裕、社会安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呈
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生机勃发的喜人景象。千盼万盼，眼看
春节就快到了，过春节前，人们个个喜气洋洋，个个精神饱
满。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播种
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
到来之际，大街小巷流动着节日的色彩，只见彩旗飘扬，各
色商家标语、条幅迎风招展。商场门口挂着一只只大红灯笼，
看一眼就让人心里暖和。逛街的人络绎不绝，有的在买年画，
有的在买年货，有的在买炮……把中国弄得热热闹闹！甚至
连空气中也弥漫着喜庆的气息。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地
迎接这个节日……春节。

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俗称
“过年”。大地回春，阳气萌生，万物生长，是为岁首。春
节习俗历史悠久，传承广泛，内涵深厚，是我国各民族具有
最广泛认同的、历史最悠久的民间节庆，并已经成为海内外
华人共同欢庆的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
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
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这天凌晨，千家万户都会燃放爆竹，
有的人家会在除夕夜年夜饭后一直守至午夜放开爆竹才去睡
觉，称之为“开门爆仗”，祝新年开门喜庆。



中国春节风俗的缘起、发展、演变，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关，
一方面庆贺、祝颂、祭祀、感恩、娱神、娱人、团年，凝聚
着农耕社会朴素的自然崇拜、宗族神灵信仰和浓浓的亲情。
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会从不同的`角度，
以不同的观点去审视这些民俗，抢救、保护、扬弃、创新，
人们在不断地选择。春节本来就是人们在一年辛劳之后尽情
释放各种情感的最集中的时机，如亲情、乡情、族情、国情、
娱情、心情等，传统民俗升温，固然与经济高速发展、国威
彰显、民族凝聚力增强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人文情怀的彰显。

春节一些活动，包含着古人纯朴的人生哲理观念和他们追求
和谐共荣的生活态势，那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的标杆。保护和弘扬这
些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多元化的社会必然有
多元化的生活，老百姓自有选择。引导它向健康、文明、高
雅的方向发展。开发和利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构建和谐、富康、美满的社会。顺应潮流，顺应民心。更有
助于提高我国文化的软实力，保障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勇立潮
头。

我国春节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传承千年，至今有十几亿人同
庆的，凝聚着人们的乡情、亲情、族情，具有一整套完整的
礼仪和习俗的节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软实力
也逐日彰显，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地区，春节民俗也
随之沐浴春风，跟随千百万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步履，融
通四海，辐射五洲。先是周边的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
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朝鲜、日本、韩国等许多地方也
过起了春节，渐次欧美的唐人街、中华街及澳大利亚、新西
兰的华人社区，春节将至，大红灯笼早已高高挂起，中国结
情满坊间，剪纸、香包、年画、门神及各种吉庆饰物给市场
增添了浓浓的中国年味。中国春节可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传统节日之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广泛的受众，
传承的路径，生生不息，春节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华侨分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那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支
强大的队伍。我们文化产业还很薄弱，对外输出的平台尚在
构建，当务之急是打造文化精品，包括音像制品、书刊、字
画、工艺品等等，这些多是物质层面的，更有非物质层面的，
如各种传统节庆、民间诞会、风俗习尚等，这些“文化软实
力”，才是我们走向世界、彰显民族精神的名片。

中国各民族过新年的形式各有不同。汉族、满族和朝鲜族过
春节的风俗习惯差不多，全家团圆，人们吃年糕、水饺以及
各种丰盛的饭菜、张灯结彩，燃放鞭炮，并互相祝福。春节
期间的庆祝活动极为丰富多样，有舞狮、耍龙的，也有踩高
跷、跑旱船的。在有些地区人们沿袭过去祭祖敬神活动，祈
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平安、丰收。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春节的习俗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
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
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这一习俗寄
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民间把这段时
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
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

春节，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
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屋里张贴色彩鲜艳寓
意吉祥的年画，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字及财神、门神像等，
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
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
“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
美好未来的祝愿，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春联也叫门对、春
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
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

春节食俗人们采办年货，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
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



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
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几乎成了家
家必备的应景食品。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年糕，
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家中一般都备有
瓜子、花生、糖果、香烟等，以招待上门拜年的客人。

丰盛的团年饭，还有千人万人围餐，吃“大盆菜”，体现了
亲情、族情、乡情、年的情结。人们盼着亲友团聚，更盼着
那丰盛的年夜饭，一家人高高兴兴地美餐一顿。过年的前一
夜叫团圆夜，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象征团
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
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

迎春花市从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月小则在二十七)开始，历时
三天，第三天延至新年初一凌晨才结束。花农搭售花的棚架
摊档。花街伸展，摆成几条长廊。花卉品种繁多，花色万紫
千红，各式各样的鲜花装点得五彩缤纷。人们看花、买花、
川流不息，那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中心花市有著名的
书法家当众挥毫。

燃放烟花爆竹；待第一声鸡啼响起，或是新年的钟声敲过，
街上鞭炮齐鸣，响声此起彼伏，家家喜气洋洋，新的一年开
始了，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
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
旧迎新。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
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户户烛火通明、守
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
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拜年；新年的初一，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
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
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
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
仍然盛行。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



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
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
拜”。在农村，春节走亲访友一般要持续到正月十五过完元
宵节才算结束。

古人在立春之日迎土牛、祭勾芒神、观拗春童、鞭春等，都
是为了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人寿物丰。另一方面，春节也是
一年农事告一段落，冬藏的时节。农民辛劳一年，稍事休整，
娱乐庆丰，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上苍的福佑。

岁月被一页页撕去，沿着年轮旋转，只剩新年的脚步，空中
飞舞的贺卡，把新年的大门叩击。倾听新年的钟声犹如岁月
的流逝；新年的钟声就快来临，敲响你心中快乐的音符，幸
运与平安，如春天的脚步紧紧相随，千言万语的表白。一首
心曲，愿你年年平安，岁岁如意！迎来了新年，祝福能融化
寒冬，温暖你的心灵！

中国的散文诗歌较短篇三

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因眷恋母乡，神游古典，亦自命
江南人。历任台湾师大、政大、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曾在美
国讲学四年。他的散文，阳刚与阴柔并工，知性与感性并济，
文言与白话交融。梁实秋言：“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
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1. 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
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喜欢，又
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
芳愈醇。

2. 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
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3. 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
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4.?期待是一种半清醒半疯狂的燃烧，使焦灼的灵魂幻觉自己
生活在未来。

5.?你是挣不脱的夸父， 飞不起来的伊卡瑞斯 。每天一次的
轮回，从曙到暮。扭曲不屈之颈，昂不垂之头。去追一个高
悬的号召!

中国的散文诗歌较短篇四

将进酒——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中国的散文诗歌较短篇五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
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
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
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
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
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
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
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
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
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后遂无问津者。

中国的散文诗歌较短篇六

记忆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永恒的王朝，唐。

唐诗，宋词，元曲，我独爱唐诗。

历史的长空回荡着一个盛世的传说，古老的钟声奏出一曲流
传千古的歌，赞颂着历史花园中永开不败的牡丹：唐诗。



诗仙醉了，挥笔便是半个盛唐，渭城的朝雨沾湿王维的衣裳，
收复蓟北化作杜甫的欢畅······那银烛秋光冷画屏上
描绘的钱塘湖春景，该是怎样的优美迷人，那青海长云暗雪
山下黄沙连天的大漠，该是怎样的苍凉悠远。

李白永远是那么豪放，他能使帝王捧砚，贵妃磨墨，力士脱
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背上岂是蓬蒿人”。原以为一道
圣旨能改变他的命运，却发现君王只是把他当做粉饰太平的
文人，三首《清平乐》惹怒龙颜，落得个赐金放还，也罢，
离开尔虞我诈的朝堂，仗剑携酒。谁说李白只是一介文人，？
他也是个武艺超群的侠客。

在李白的诗中我没有读出悲伤，他永远是那么豪放，五花马，
千金裘算什么，统统换做美酒，既然“抽刀断水水更流，举
杯消愁愁更愁”，那就“明朝散发弄扁舟”。

杜甫没有李白的豪情，年少时仅有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的壮志，也在国破家亡中换做了“感时花溅泪，恨别
鸟惊心”。

李杜的早年何其相似，皆是郁郁不得志，然而李白最终选择
了超脱世外，杜甫留恋现实，于是李诗豪放，杜诗沉郁。

当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时候，骊山脚下，华清池畔的霓裳羽衣
舞戛然而止，玄宗仓皇奔蜀，将所有的罪过推到一个女子身
上。烽火连天，咸阳桥上尘埃弥漫，哭声直上云霄，谁知一
去究竟能否回来，一切都是未知数。豪门贵族花天酒地，沿
途却有冻死的累累白骨。战士的血染红了边关的土地，城池
陷落，战火四起，大唐的国土一点点被侵蚀。文人的悲哀是
不能亲手杀敌报国，只有拿起笔用文字控诉社会的黑暗，国
家的苦难。杜甫无愧于“诗史”的称号，他的诗，便是“安
史之乱”的真实写照。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苏轼对“诗佛”王维的评价，



若说杜诗是描绘人民疾苦的画，王诗就是赞颂河山美景的歌，
他用笔画出五线谱，文字是他的音符。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月照松林，泉流石上。闭了眼，是两
幅截然不同的景，一幅波澜壮阔，一幅秀丽幽深，两首诗，
两幅景，虽说用词普通，却是无可替代。山水田园是王维的
最爱，他像采撷果实的鸟，终是累了，辋川给了晚年的王维
寄托之地，让他在青山绿水中渡过余生，他将万千美景收入
囊中，化作《辋川图》，连同他的诗一起，给了后世文人一
个理想的山川游地，也给了士大夫精神生活所向往的“神
境”。

秋风，明月，残红······谁拨动了历史的琴弦，弹破
一曲清商，满地清音吟诵着亘古的歌谣：

唐诗，千古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