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的演讲词(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清明的演讲词篇一

唐戴叔伦

钟鼓喧离日，车徒促夜装。

晓厨新变火，轻柳暗翻霜。

传镜看华发，持杯话故乡。

每嫌儿女泪，今日自沾裳。

唐李峤

游客趋梁邸，朝光入楚台。

槐烟乘晓散，榆火应春开。

日带晴虹上，花随早蝶来。

雄风乘令节，馀吹拂轻灰。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宋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宋杨万里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

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

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

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宋程颢

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

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宋高启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唐白居易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

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唐白居易

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

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

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

冢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

清明的演讲词篇二

原文：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含义：清明节的时候，诗人不能够回家扫墓，却孤零零一个
人在异乡路上奔波，心里已经不是滋味;况且，天也不作美，
阴沉着脸，将牛毛细雨纷纷洒落下来，眼前迷蒙蒙的，春衫
湿漉漉的。诗人啊，简直要断魂了!找个酒店避避雨，暖暖身，
消消心头的愁苦吧，可酒店在哪儿呢?便问牧童哪儿有酒店，
牧童指着远处的杏花村里有酒店。

手法：借清明时的景物抒发自己思乡的内心。

主题：用优美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活灵尖现的雨中问路
图。

感情：思乡之情。

感悟：独自在外的人在节日时是倍加想家的。



注：“ 这首诗文学界基本上肯定这是一首伪诗。第一，这首
诗很可能不是杜牧写的，第二，很可能不是为清明写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爱东博士做客人民网
《金台会馆》时指出。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

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钟鼓喧离日，车徒促夜装。

晓厨新变火，轻柳暗翻霜。

传镜看华发，持杯话故乡。

每嫌儿女泪，今日自沾裳。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

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

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

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

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

唯恨乖亲燕，坐度此芳年。

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清明的演讲词篇三

可这样的雨中美景，却吸引不了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的目光。
他们来去匆匆，个个心事重重。行人中，有的扛着扫把，带
着祭品，去扫祖墓，想起去世的亲人，心情十分悲痛；有的
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前途未卜，心情压抑；有的正走在投
靠亲友的路上，前景不明，更是心烦意乱。他们头上顶着阴
郁的天空，心情在小雨的浸润中显得更加沉重了。

行人中，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杜牧。他
身材偏瘦，皮肤白净，戴着斗笠，背着行囊，步履艰难。杜
牧脸色憔悴，眉头紧锁着，形成了“川”字，一边走，一边
还摇头叹息着什么。他已经赶了好几天的路了，加上这“天
公不作美”，阴雨绵绵，到处迷迷蒙蒙，更使他情绪低落。
此时此刻，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口渴得喉咙像要冒烟。
他多么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吃口热饭，填饱肚子，再喝上几
口老酒，解解渴，暖暖身子，然后好好地睡上一觉，该有多
爽啊。然而这人生地不熟的，叫他往哪儿找酒家啊。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的演讲词篇四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
散入五侯家。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
处有新烟。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
分与读书灯。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宿草春
风又，新阡去岁无。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百蝴蝶，泪血
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
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
坟上子孙来?

清明的演讲词篇五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大家都对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诗很是熟
悉吧，广义的古诗，泛指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所有的诗歌，与
近代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新诗相对应。古诗的类型多样，你所
见过的古诗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古诗两
首：《清明》赏析，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清明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一天正是清明佳节。诗人小杜，在行路中间，可巧遇上了
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
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甚至时有“疾风甚雨”。但这日的细



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这也正是春
雨的特色。这“雨纷纷”，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
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的；可是
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
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
外的行旅之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
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竭力形容
那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
在古代风俗中，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
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而今行人孤身赶
路，触景伤怀，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
春衫尽湿，这又平添了一层愁绪。因而诗人用了“断魂”二
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
了吗？—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
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
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
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
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情在景
中、景即是情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接着写行人这时涌上心头的一个想法：
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
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
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就能散散心头
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路的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
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
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
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



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我们看《小放
牛》这出戏，当有人向牧童哥问路时，他将手一指，
说：“您顺着我的手儿瞧！”是连答话带行动—也就是
连“音乐”带“画面”，两者同时都使观者获得了美的享受；
如今诗人手法却更简捷，更高超：他只将“画面”给予读者，
而省去了“音乐”，—不，不如说是包括了“音乐”。读者
欣赏了那一指路的优美“画面”，同时也就隐隐听到了答话的
“音乐”。

“遥”，字面意义是远。然而这里不可拘守此义。这一指，
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隐约红杏梢头，分明挑出一个酒
帘—“酒望子”来了。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
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
在不远不近之间。《红楼梦》里大观园中有一处景子题
作“杏帘在望”，那“在望”的神情，正是由这里体会脱化
而来，正好为杜郎此句作注脚。“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
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
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
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
下的，行人怎样的`闻讯而喜，怎样的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
样的兴奋地找着了酒店，怎样的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
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能“不管”了。他把
这些都付与读者的想象，为读者开拓了一处远比诗篇语文字
句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
不尽”。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
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
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
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
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
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然而也就提



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
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
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
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
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