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的散文春风 老舍的抒情散文(模板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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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的散文春风篇一

万里愁思草不芳，青山碧血两茫茫。

离家已感游僧似，报国何容野鹤翔?

年月有碑仍帝宋，诗歌愤世岂师唐?

松花欲坠白云杳，一点佛心判贼王。

老舍诗词：《赠涤非词人》

词客天南去，碧鸡金马间;

山光十日酒，渔唱一溪烟。

春雨花开落，秋云梦往还;

此中多妙趣，回首几千年!

老舍的散文春风篇二

在我国现代诸多知名作家，像老舍先生这样以平民出身而跻
身文坛的是为数不多的，这两天我看了老舍先生成名作：骆



驼祥子.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在北京(现小洋家胡同)他家是
一个满族贫民家庭。原名舒庆春。他生逢末年，清王朝的自
身腐朽让清王朝奄奄一息了，母亲的勤俭和坚毅给了老舍他
最初的教育老舍出生在大杂院里，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那
里的下层人民他们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他们的喜好的娱
乐形式，对老舍产生了最原始的影响。

有了他创作的生活基础和平民化的'艺术的倾向。可是，老舍
并没有走上创作之路，因为交不起学费，他考上了免费的北
京师范大学，后在小学校长，尽职尽责，就在这里五四运动
爆发了!“五四”给了老舍非常大的震撼。他改变了生活道路，
辞去工作.1920年赴英国任教，从1920年他写第一部作品老张
的哲学，近半个世纪大家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1936年在青岛写成。
《骆驼祥子》的成功会首先在于它人物的成功。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胡适、刘半农、鲁迅等作家都不同侧面写人力马
车，但他们是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观察和评价，而老舍是从细
节的直面观察车夫的生活的。老舍笔下的祥子来自乡下，带
着中国农村破败气息来的，也带着这农民的质朴和固执。老
舍写的文章大多数是幽默文章，但骆驼祥子却是一个悲剧。
走下坡路。由这些人物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大悲剧。当我看完
之后才知道，祥子所期待的生活没人能实现。老舍先生的这
部著作，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中国人
的悲惨状况，也听到了来自他们内心的渴望：幸福、平等。

老舍的散文春风篇三

老舍先生的散文《养花》，写得情真意切，富有哲理。读后，
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进一步体会到“爱是做好一切事情
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散文一开始，老舍先生就明确地告诉读者：“我爱花，所以
也爱养花。”读罢全文，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养花的过程



中，老舍先生的“喜”是爱，“优”是爱，“笑”是
爱，“泪”还是爱;是爱的力量使他坚持不懈，并享受到“有
花有果，有香有色”的乐趣。一个贯穿全文的“爱”字，很
有启发性。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某事物充满了爱的感情，
那么这种爱就是追求的动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面临多
大的阻力，都会锲而不舍，追求到底。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以前我不爱读书
只贪玩，拿起书来就昏昏欲睡，玩起来就忘了一切，因此，
学习成绩始终稀松平常，尤其是作文总是干干巴巴那几句话，
只能混个及格的水平。后来，在老师和父母的引导下，我逐
渐懂得了知识的重要，对书产生了爱的感情，而且越爱越深，
有时读起书来会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因此，学习成绩，尤
其是作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人问我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我就会告诉他：爱，爱读书，爱思考。你看，老舍先生爱花，
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鲜花的飘香;我爱书，用勤奋的努力换来
学习成绩的“步步登高”。

由此我又想起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故事。他从小就爱观察小蚂
蚁，不知厌倦。中学时，他更对生物着了迷，采集到的昆虫
标本多得双手拿不住了，就用嘴叼着带回家。父亲执意让他
在大学学医学经济，可到头来他还是转学了生物。毕业后，
又不辞千辛万苦，随海船周游世界，采集标本，研究生物的
演化。爱的力量激励他追求。爱的心血孕育出成功之果，他
终于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巨著《进化论》。还是达尔文说
得好：“爱自己的事业吧!爱，能使你百折不挠，坚韧不拔，
取得事业的成功。”

爱就是动力，就是《养花》一文给我们的启示。爱知识，爱
自己的事业吧，因为爱的感情是扬起的帆，荡起的桨，使你
到达成功的彼岸!

老舍写济南，首先推出的一组散文，共七篇，总题叫：《一
些印象》。



在《一些印象》里，老舍用了一种近乎诗的语言，把一个遥
远的如梦如幻的中古老城，整个地由远而近地推到读者面前：

“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
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
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
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

“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
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
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
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
了济南”。

“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这个济南“印象”，不仅酷似一幅写意的宋人水墨山水，而
且也颇像一幅印象派的现代油画。

老舍不仅写了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冬天、济南的夏天，还在
《春风》中写了济南的春天，春夏秋冬，四季更迭，光影驳
离，色彩斑斓。

为了凸现济南独有的魅力，扩展读者想象的空间，老舍不仅
信手拈来瑞士、西湖与济南作对比，还不断请出伦敦、芙劳
那思(意大利)、南京、北平、青岛等城市与济南相映衬、相
参照，使画面的意境更加幽远。

诗云：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写济南，不能不写济南的山和水。

老舍似乎天生对山有一种由衷的亲近，对水有一种深切的景
仰。他的散文中对济南山水的描写，如其说是写，不如说是在



“读”，是相看两不厌的“对话”，就难怪是那么鲜活，那
么灵动，那么传神，那么富有人情味了。

今天，我读了著名现代文学家老舍的文章《养花》，因为我
对老舍先生的作品慕名已久，所以现在捧在手里，读得格外
仔细。

这篇文章讲的是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的养花实践，所体会到的
养花的乐趣。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收获很大。

“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对于文章
里的这句话，我是有很深的体会的。做什么事都要付出劳动，
想不劳动便得到劳动果实，那只能是空想，只会一事无成。
就拿我的学习来说吧，以前，我很懒，连课堂笔记都不记。
到了考试时，便来了“临时抱佛脚”，东抄西借，蒙混过关，
所以我的成绩很不稳定，总是晃来晃去，这就是我没有付出
劳动缘故。今后，我要一改以前的坏习惯，在学习上多付出
一些劳动，稳扎稳打。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学到的知识，也
只有这样，才会使学习成绩得到明显的提高。

“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胜于
吃药。”对于这点，我的体会就更深了。我现在是毕业班，
学习非常紧张，作业也非常多。我们的学习任务也异常繁重，
每天放学后，带着被硬塞进去的知识胀得隐隐发痛的脑袋回
到家里，二话不说，又要马不停蹄地打开书本开始做作业。
如此争分夺秒，却事与愿违，常常做不到一会儿，便会有头
昏脑胀的感觉。时间稍长，眼前就会直冒金星。如果我再坚
持会儿的话，人就摇摇摆摆，不能坚持了……我就做一会儿
作业，就到屋外跳几下，活动活动筋骨，借此换脑子，然后
再写会儿作业，又出去，这样反复循环，我觉得好多了。而
且，我觉得采用这种方法后做的作业，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读了这篇文章，我受益匪浅，既懂得了真理，又学到了好的
学习方法。



老舍的散文春风篇四

记得第一次读老舍的《断魂枪》是在小学，一齐阅读的还有
《微神》，比之，吾更爱《断魂枪》矣!那时的知识储备不多，
只能用欣赏记叙文的方法使自己陶醉其间，届时已爱看武侠
剧目，自然对拳脚功夫不错的孙老者抱有好感，即便是沙子
龙最后站在夜静人稀的自家院子一气把六十四枪刺完，我也
依然对他能否打败孙老者产生怀疑。年少的我们都喜争强好
胜，但这一直都没影响我对该篇文章的喜爱，来来回回读了
不下几十遍。到了中学，有幸在课堂上倾听老师对《断魂枪》
的讲解，他分析了艺术构思的精度，思想挖掘的深度，语言
运用的纯熟，还说《断魂枪》最后的“不传!不传!”是表达
了中国千年来文化传承的真是写照。当时的我若有所思。

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在于它经得起时间的磨练。时则今
日，又见“故人”，《断魂枪》还是安然躺在课本里，不禁
有一丝欣慰的笑意。再观起首那行熟悉的字句“生命是闹着
玩，事事显出如此;以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想起
从前自己一度以为的“玩世不恭”，哑然失笑。

不!容易看出他还是十二分的热爱枪的。从徒弟王三胜对他肯
定的了解，“他知道枪字在老师心中有多大分量。”倒沙子
龙自己对枪以及枪法的不能割舍，文章末有“夜静人稀，沙
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然后，拄着枪，
望着天上的群星，想着当年的野店荒林的威风”，这句堪称
点睛之作，更加重了沙子龙爱枪的 分量，这些都是沙子龙爱
枪的铁证啊!但他的爱却又何其的隐忍。只能在夜深人静，关
紧他的门窗，才能释放一些些。现在，这条枪与这套枪不会
再替他争光显胜了;是那枪真的淘汰了?看起来好像是沙子龙
顺应了时代，理所当然的不再张扬他的武功了，但只是不可
自拔的对那套枪产生无比的眷恋，摸摸这凉、滑、硬的发颤
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难过一些而已。只是自己在漆黑的夜里
操枪，仿佛在黑暗里宣泄了自己对过去世界的留恋。尽管尽
量去适应，却依旧表现出对时代变化的一种消极漠然的态度，



只是外表学的像罢了。

“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徒弟们对他的吹捧，那是
徒弟们的事，甚至于当孙老者说“教徒弟不易”时，沙子龙
的回答竟是“我没收过徒弟”。他不承认他收过徒弟?也不尽
然，毕竟是江湖中人，只是换了一种承认的方式——“没钱，
上沙老师那里去求。沙老师不含糊，多少不拘，不让他们空
着手走”;“可是，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或是请给
说个对子——什么空手夺刀，或虎头钩进枪”沙子龙便
是“教什么?拿开水浇吧!”一句马虎过去。他是真不教?也许
是时候不对吧!然而对于他所谓“对”的时候怕是一去不复返
了。所以他才会如此决绝的说“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如棺
材，一齐如棺材!”所以，“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腾;反
之，他们说沙子龙栽了跟头，不敢和个老头儿动手;那个老头
子一脚能踢死个牛(之前，他们也是这么吹捧沙子龙的)”。
所以，“神枪沙子龙”慢慢地似乎被人们忘了。只有那叹气
声，那模糊的图影——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那微笑
里伴着“不传!不传!”渺渺然缠绕着这个世界!

深推全文，这不是一部在市井日常生活中书写中国文化命运
的作品吗?沙子龙以及他那套枪法不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历经
千年的磨砺，完善、系统而又精粹的象征吗?世界上没有一种
文化能像中国文化一样历尽沧桑而不中断，枪法的成熟不就
是代表了文化更是到了熟透了的地步吗?然而，由古老的农业
文明步入现代的工业文明，当时的中国的确面临着挑战。可
以看出文章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古老
中国的大门。素来闭关锁国，老大自居的中国迅速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的狂风震撼了古老中国的传统生
活与传统文明，“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从哲学上考究，
文化的产生其实就是关于人类产生的探索，因而要讲述文化
命运必然的就要讲述人的命运。

《断魂枪》这篇文章通过对沙子龙个人的命运描述，折射出
在历史动荡时期，文化嬗变时期，作为中国文化承载者的复



杂心态。全篇作者运用了白描，肖像，动作，语言等描写，
传神的刻画出沙子龙，孙老者与王三胜这三个不同的人物形
象。那支贯穿全文的“枪”，以及那套绝世的“枪法”都被
作者糅合进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以及民间正说。与鲁迅
“意在建立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新文化”不同，老舍
的主张是“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而中国
古代那种父传子，子传孙的世代相传的文化传承模式却为文
化的传承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虽然，沙子龙是微笑着飘
出“不传!不传!”这四个字，却阻断了一个民族对于文化的
分享与继承。这篇《断魂枪》的创作怕也掺进了作者的惋惜
之泪吧!与我们一样，相信不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希望看到那套
绝世的“五虎断魂枪”的。

老舍的散文春风篇五

看完《骆驼祥子》的第一感就是：不过瘾，实在太短！但是
意味深长，使人回味无穷。

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讲述了北平城里活生生的一幕。祥子，
一个像骆驼一样坚强、善良而又老实的好汉，为了自己永恒
的理想拉车，竟拼命地工作着，但他遭受了一次有一次的挫
折后终于绝望了。

祥子是那时坛坛劳苦的典型例子。他从乡下来到北平，无依
无靠，但他要强靠着自己的身子和永恒的理想而努力着，他
为了买车能付出一切，这是多么的不容易。他靠着自己强大
的身子拉车挣钱，挣钱买车可他多次买了车，而又多次地丢
失了。不是因为被抢就是遭遇不幸，还有苦于生计被迫卖掉
的。祥子有强大的身体可又因为他的善良老实而常常被人欺
负，别人和他打架，用钱，用势力，用悲惨的命运来压他，
他一生受煎，可却从来没有人来安慰过他，他的老婆虎妞骗
祥《www．》子有了，祥子不能放弃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被迫娶
了那个母夜叉。虎妞虽然给祥子带来了财富和祥子盼望以久
的车，但她好吃懒做给祥子带来了不少麻烦，还不让祥子去



拉车，最终虎妞难产而死。祥子看上了邻居小福子，小福子
也愿意嫁给他，于是祥子又去拉车，他没有向以前的坚强，
在外面他学会了吃喝嫖赌，跟虎妞一样懒惰。但他想起了小
福子，为了她，他又坚持下去。祥子来到了曹府，看见了高
妈他们回来了，心情放松了许多，曹先生又让小福子到他太
太那工作，祥子更为高兴，回去找小福子，但了解。小福字
的爹把她卖到了妓院，小福子受不住那种生活就上吊自杀了，
这使祥子悲痛欲绝，在街上当起了混混。

祥子凄惨的结局，使我又一次认识到国家的卑微和渺小，因
为这毕竟是我国近几年的历史。读了《骆驼祥子》这部名著，
这本书使我灵魂受到极大震撼。《骆驼祥子》是现代作家老
舍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小说写了祥子到城市谋生，他最初的梦想是买上一辆属于自
己的车，他阳光，朴素，充满朝气和力量，坚信自己的努力
是有回报的，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祥子想多挣点钱，冒险
去拉车，结果车被官兵没收了，却意外牵回了三匹骆驼，获得
“骆驼祥子”的称号。他感到了世界的不公平，但并没有放
弃，反而更加拼命地挣钱了。读到这里，我也深深为祥子感
到悲哀。

祥子回到人和车厂后，竟中了虎妞的计……他感到羞愧，难
过，决定和刘四爷一刀两断。去了曹家拉包月，曹先生是社
会主义者，他们待祥子也很好，但祥子时常会想起虎妞的事，
很是痛苦，染上了烟酒，这标志着他的乡村文化开始崩溃，
走向堕落。虎妞找到祥子，骗祥子说自己有了身孕，祥子是
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虽很讨厌她，但还是答应取了虎妞，虎
妞帮祥子重新买了一辆车。不久，虎妞难产而去世，祥子只
好把车卖了，为她办丧事。

小福子是一个善良，美丽，要强，勤俭持家的人，在生活中，
她对祥子一心一意，两人相濡以沫，祥子不想让她吃苦了，
想真这等自己有了些成就再来取小福子，不幸的是，小福子



因受不了侮辱，而自己结束了生命，祥子最后的一丝希望也
破灭了。

黑暗的社会使得他从一个善良正直，吃苦耐劳的人变得不思
进取，自甘堕落，如行尸走肉，也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生
活的困苦和无奈。

落后就要挨打。和旧社会相比，我们应该感到无比的幸福，
而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先辈们用鲜血换回来的，更应该珍惜
如今的生活，努力学习。相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