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模板8篇)
即兴的表演方式让观众能够亲身感受到艺术家的创作过程。
如何通过即兴表演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欣赏一些优秀
的即兴演奏视频，感受音乐家的音乐才华和创造力。

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篇一

暖阳徐徐升起，村庄被河面上的水雾朦胧的环绕着，有一种
淡妆浓抹的艺术气息。

清晨，村里的一切是灵动的，空明的！

我再次穿过那座石桥，水中的卵石被河水冲刷着，转动着。
深深的巷道里有窄窄的排水沟，一波一波的清水在沟中欢腾
着，尖叫着。密密树林里有高高的竹子，明暗相间的竹浪拍
打着，摇摆着。我来到半山腰的一片梯形田中。这湿润的田
间结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霜，农家的青菜溢满了生命的绿色，
还时不时飘来一阵青葱油绿的味道。

我放下手中的画板，在堆满枯枝的菜园旁坐下。我俯视着山
下一片马头墙样式的村落，沦陷在油黑的瓦片中。

阳光渐渐温和起来，我被它抚摸着，带着满满的醉意挥动手
中的铅笔。我的眼睛不愿忽略每一寸农园的肌肤，仔细的注
视它们原生的各种姿态，亲手去记录生命延展的肌理。

这沉稳的朴实远远比浮躁的华丽显得经典。

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篇二

一、人生之秋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给我的感触不是



萧索与悲凉，而是收获喜悦，是努力付出后得到的充实与快
乐。也正因出生于仲秋时节，我便尤其钟爱天高云淡、风清
气爽的境界。

层林尽染时节，落叶缤纷，在我眼里，竟然像极了蹁跹起舞
的彩蝶。只是都市里的树叶大都落在了街面上，随风滚动，
被车水马龙冲来冲去，漫无目的地飘摇，像极了无家可归的
孩子。

所谓落叶归根，而“根”是实实在在地扎进泥土的。土壤里
长出来的树、花，各种农作物，即便是平凡的狗尾草，从干
到枝，从根到梢，都流动着生命的汁液。落叶对根的情谊，
是回报与感恩，是经历了娇嫩、繁华和喧嚣后的沉静、自然
与美丽。

生命，徜徉在夜色中，沐浴在阳光里，它饱尝着雨露的滋润、
霜雪的浸染，还有风儿或柔或骤的吹刮，于酷暑与严寒中的
挣扎。春天里的妖娆妩媚、婀娜多姿，夏日里的欣欣向荣、
争奇斗艳，秋天里的万山红遍、瓜果飘香，冬日里的柏秀梅
香、刚劲干练，从古至今，世世代代，年复一年，蕴育并演
绎着生命的丰盈，生生不息的激情。

春天在泥土里撒下希望的种子，翻土施肥，顶着炎炎夏日，
风吹雨打，锄草，间苗，付出辛勤汗水与无尽心血，迎来的
便是金秋的累累硕果。繁重的劳动，是承受也是享受，承受
生命赐予我们各种滋味的体验，享受劳动过程中给予我们的
充实与幸福。挥洒汗水的间隙，偶尔看到路边绿色的小草与
鲜艳的野花，或是抬头望一眼蓝天白云，或是鸟儿掠过，河
水流转，再回首欣赏自己所拥有的田园风光，倾听一曲天簌
之音，那种愉悦无以言表，美不胜收。

走过纯真无邪的童年与活泼快乐的少年，穿越充满激情与浸
透汗水的青春岁月，终于迈进人生成熟亮丽的秋天。置身于
人生之秋，不再抱有缥缈无边的幻想与期待，不再因种种失



意而耿耿于心难以释怀。秋，是雨过天晴后海阔天空的蔚蓝
与高远；秋，是幽幽潭水几经过滤与淘洗后的清澈与纯净；
秋，是随风飘动颠沛流离后，终究复归、重逢的欣喜与嫣然。

时间是一剂“良药”，在踏进人生之秋里程碑的.那一刻，总
会让人如释重负，幡然醒悟。心境更加空灵与深邃，道路更
加坚实与宽广，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与执着。所有的结局都已
写好，几分耕耘，几多收获，秋绝不会成全一个坐享其成、
心地不善、不学无术的人；秋也绝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任劳任
怨、拼搏奋进、辛勤劳作的人。春华秋实，耕耘春天，收获
金秋，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只愿我们每个人在金秋的
怀抱里，都能够无怨无悔，收获一份甜美的果实！

二、蒿香飘过不老情怀

端午街头，常会看到一些推着三轮车的中老年人，走向街头
巷尾。琳琅满目的香包、手链、葫芦等饰物，色彩纷呈，小
巧玲珑，将车子装扮得漂漂亮亮。无需吆喝，走过这里的人
们，大都不会错过这道别致的风景。挑来选去，最终每个人
都会拥有自己心怡的“小宝贝”，或自己珍藏，或赠送亲友，
经济又实惠，礼轻情意重。于是，端午节温馨祥和的氛围便
从这里蔓延开来。

与此风景相衬的，莫过于装满艾蒿的三轮车。这些勤快的人
们，不辞辛劳，提前到野外采来又嫩又绿、又高又壮的艾蒿。
回家后用红头绳细心地捆成一扎扎，赶在端午前走向街头换
些零花钱。路过的人们，往往一打眼，便被那水灵灵的艾蒿
所吸引。一元一小扎，没必要讨价还价，便获得一份满意的
心情。那清香的气息，便在节日的氛围里，提前荡漾开来。

一到端午，人们便自然会想到粽子和龙舟。但对于我来讲，
这两样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代艾蒿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说
起来可能让人难以置信，生长于乡村的我，从小到大，记忆
中只是在城里读书时，在端午节那天于学校食堂吃过两枚粽



子，而且是极普通的那种，用芦苇叶包裹着的三角形的白糯
米粽子。吃起来虽感觉有些筋道滑润，但味道却平平常常，
远不如母亲亲手煮的鸡蛋和擀制的面条香味浓郁。发展到现
在，粽子的类别想必早已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小时候在端午节那天，我便会早早从炕上爬起来，赶在太阳
出来之前，同小伙伴们一起到村前屯后采艾蒿。那时的艾蒿
也特别普遍，柳树毛里、榆树墩边、沟沟畔畔，都是艾蒿最
理想的生长地。母亲将清香四溢的艾蒿，插在她精心制作的、
漂亮的大耳朵纸葫芦上。

其实，最初我们也并不认得哪种草是艾蒿，偶尔会把水蒿误
以为艾蒿，后来听大人们讲，才分辨得清。蒿草叶片通常较
细而狭长，正面颜色泛白，会有一层白色绒毛，柔软光滑，
其周围的锯齿纹路深；而艾叶表面为五瓣灰绿色，白色绒毛
在背面，叶面看起来胖胖的，叶片相对于蒿草更宽大，叶片
周围的锯齿也小得多，背面密被灰白色蛛丝状密绒毛……若
是凑近鼻子仔细嗅一嗅，二者的香味也是不尽相同的。艾蒿
的香味更纯正，其药用价值也是其他蒿草无法比拟的，对此
古书中已早有记载。

早些年，我们所居住的都是泥土房。端午节凌晨，我们爬上
梯子将剁掉蒿根的长长的艾蒿，和嵌着母亲五彩葫芦的新鲜
柳枝，一支支插到屋檐下的椽子缝隙里，风吹不着，雨难淋
到，这样节日的气息会一直持续到好长时间。

近年来，土地被人们过度开垦，大面积草原和树林均已消失，
自然植被遭破坏，这香味浓郁的艾蒿在我们村屯周围，也难
寻踪迹。幸好在我的小园里，还保留一块当年移植过来的艾
蒿，每到春播翻地的时候，我都会倍加小心，生怕犁铧伤到
它们的根。这一簇艾蒿，也的确不负我望，无需施肥，无需
浇水，都会长得蓊蓊郁郁。每到端午节这天，我都会用镰刀
将长得够高的艾蒿，小心翼翼地割下来，放在室内外窗台，
屋里犄角旮旯。蒿香漫溢，驱虫辟邪，平安祥和，给节日增



添温馨的氛围和浓郁的气息。

好想找回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好怀念那不知不觉被岁月无情
剥夺了的青春年华，更怀念全家人一起度过的一个个温馨的
端午节。从儿时到现在，端午节所镌刻的故事情怀，让我回
味无穷并陶醉其中。

岁月无情，转眼已步入中年，为了谋生，长年奔波在外，远
离故乡。而母亲也已白发苍苍，条条皱纹爬满脸庞。作为儿
女，不常在身旁，甚至节日里也难以相聚，母亲也就再没有
折纸葫芦的兴致了。但在每一个端午节来临之际，往昔那些
亲切而温暖的记忆，总还会在我的心中呈现，母亲那于厨房
忙忙碌碌的身影，总还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而那艾蒿葱郁
的景观，浓浓的清香，则会永远沁满我的心扉！

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篇三

红花绿树中间，有我瘦弱的炊烟，有我敦实的石桌，有我的
粗茶淡饭，有我的斑驳的葡萄架下稀疏的阳光。后面是青山，
前面是一渠溪水清澈地蜿蜒。几只下蛋的鸡，一只守院的狗。
这就是我梦中的田园，这就是我长久的期盼。

可笑吧？不。

朴素的生活，最是诗意。安静的山水，最是亮丽。

日出东山高兴时且书且吟，阴雨霏霏郁闷时对酒当歌。一个
人忘我的醉心于闲云野鹤，一个人失神的感慨于春花秋月。
饿了，至少有山果，渴了，至少有露珠。。。。。。

也许，这是我不能实现的美梦。

那种朴素的生活是廉价的，是极富环保理念的。夏午，蝉鸣
就是伴我入睡的乐曲。冬夜，冷风从窗缝挤进轻抚热炕上的



我的耳际，那是无比享受的撩拨和风骚。那种生活也最是诗
意，朝霞中我撒扫清除，鸟雀绕膝前，余晖里，我端站庭院，
拍土拂尘，再品着浓茶热水烫脚，一天的时光就此开始休闲。
或静读，或安卧，无息的关联天地，淡然地表露仁人之态。
闭目修养时，轻颂：扫地不伤芦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酣
然劳作时，感念：沈家后，人情厚，陆游一册蒙相授。

如果可以，眼前坡上，种几株桃李，花开时先后依次，白先
红后。疏花浇水，剪枝施肥，投入其中，乐在其中。最终如
果果实累累，独享后可以赠予，可以在果实的滋味中与人心
谊融洽。如果可以，屋后可以植些青竹，四季葱郁苍翠挺拔。
如果有杜鹃，有百灵，有叫不上明的俊美的鸟雀留恋其间，
那么，我可以在竹丛里调息打坐，或自习太极，或如虫般蜷
缩在竹叶上小睡。

其实，梦想田园，就像身居闹市时心存幽静一样自然而然。
如果返璞归真是一种境界，那么，迷恋田园就应该是一种意
识。

在这种意识里，我却只能仓促地忙碌于人流之中，我只能疲
惫于责任之中，只能无奈于世故之中。

也许，我只能亢奋于繁华之中，只能沉迷于名利之中。

也许，也许我只能在现实之中做梦，并在梦醒后现实。

也许，现实才是现实。

那么，就这样远离所爱的人，陌生地忙碌吧。

那么，就这样孤独地不眠，让思念辗转吧。

夜已深，月半圆，窗外北风寒。黑暗中睁着眼，也看不见枕
边，那不忍放下的诗笺。。。。。。



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篇四

南国萧萧，千里叶落，万里枝残。

南国的秋，总是在北风初起，大雾迷蒙的时候来了，萧瑟、
绚烂、静美、漫山遍红，枯枝轻绕，知了也睡了，叶子也落
了，可谓满地黄叶堆积了。(优秀作文大全)

在北国，高远的天空中排开“人”字雁阵，拍动翅膀飘飘南
飞，日夜兼程，那种悲凉之气使人心旌摇动，为宋玉“若在
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的喟叹而意夺神骇。在南国，桂树
把花挑上墙头，绿叶衬起金黄无数，粉粉团团的宛若盛装的`
小姑娘，轻轻款款的好一番温存可人，这其中独有桂林为最，
“尘世何曾识桂林，花仙夜入广寒深，移将天上众香国，寄
在梢头一粟金”，宋人杨万里的诗道出了千百年来文人对桂
林的感情，沐着甜丝丝的花香，顶着晴朗朗的天空信步行，
香风熏得人欲醉，步履也趔趄起来。

在古人的认知里，秋是寂寥的，萧瑟的，“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借秋的寂寥表达了他四处飘零，老
病孤愁的悲情；然而却也有赞秋之乐的，“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则是说秋胜春朝的。其实，秋天的形貌
是很单纯的，也许它永远呈现淡黄色，像银杏林那样浮云般
地飘动着，它永远是一个调皮儿，像舒伯特的小夜曲，轻柔
悠长而凄美。

秋叶、秋实、秋色、秋味、秋风都是秋天特有的，然而深秋
却应看天，四季之中，秋天独具韵味。春太轻浮，夏太喧闹，
冬又过于沉寂，秋给人一种深沉，博大幽远的感觉，躺在刚
刚翻过的潮湿的土地上，不必担心那会脏了衣服，让款款秋
风凉爽地吹着面颊，深深地呼吸着泥土里飘来的气息，仰望
天空，秋空高远，清澈，蔚蓝。

红叶是秋的代表物，能给红叶以秋的气氛的，是红叶中缺少



活动的部分，踏着沙沙作响的落叶，漫步林中小径时，人最
深切地感受着秋，南国的秋，总是带着桂花的甜香，菊花的
清新，红叶的冷清与火热，柿子的甜软与清脆，大雁驻扎的
欢愉以及农家小院里丝瓜的生长，江南水乡的冷清这时最盛。

南国秋总是比北国的秋多一丝暖多一点媚，因为南国的景，
南国的人；而北国的秋，总是冷清低沉的，在北风一吹之后，
便深深使人颤栗，秋风习习，秋便来了。

因为落叶满地，菊花桂花遍野，谁也赶不走秋，秋还要住些
时呢。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篇五

天变凉，稻金黄，又是一个丰收季节。闲暇时，牵小女逛街。
她驻足水果摊，缠着要烤芋头吃。五元称了两个，个匀称、
香喷喷、热腾腾、黄澄澄，确实让人唾津潜溢。但不知有没
有当年小伙伴们田头架起树杈，用豆秸烧的芋头那样令人回
味。看着小女馋猫样，忽然想起母亲好几次催我回家捎带芋
头的嘱托。



周末回老家，母亲已准备了满满一蛇皮袋。每当此时，母亲
总是感慨地说：“今年又贵了，都赶上稻子的价了。我打算
拉集上去卖。”“别卖了，就那山坡上的两分开荒地能产多
少啊？分给我们兄妹几家罢了。”我说。“变精贵了。不卖，
不卖！每天早晨吃碗芋头稀饭就是舒坦。你三弟又来电话了，
说要留点春节吃。”母亲年年说着类似的几句话。

几句朴实的话语常常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早些年，家乡的连片旱地大多插芋头。夏初，犁过的麦田须
打成垄。兜垄可是辛苦活。两百多米长的田块，父母用锄头
一块块兜起、捣碎。垄要大，那能多结芋头。完成这种工作，
靠的是父母坚强的毅力和长满老茧的双手。但我想其中更多
的因素或许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远景。

插芋头可要全家齐上阵。母亲刨坑，父亲担水，姐剪芋秧，
我分秧苗，哥哥培土。为了验证父亲的'叮嘱，有时我偏把几
株秧苗倒个儿放，看它们日后能不能开出粉红的喇叭状的花
朵。一家人有说有笑，劳动中充满了很多乐趣。

芋头的管理是有讲究的。当藤状秧爬满垄时，需要顺着沟底
把一根根秧条翻过去。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除去垄间杂草，
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秧条生出须根吸收养分。翻秧间隙，拭
去额头的汗珠，嚼着垄间刚摘的小瓜，望着伏在一侧极顺溜
极碧绿的大地的“丝发”，怎能不叫人赞叹劳动改造自然的
伟大。

最令人回味的是收获的季节。收获是艰辛的。砍去丝丝缕缕
的秧条，刨出芋头扭去须根，再切成片状，均匀撒开晾晒。
一天下来，手上沾满了浆液，很黏，总是洗不干净。遇到雨
天，得连夜把芋头干一片片摸起运回。收获也是快乐的。扭
须根时，弟弟“霍元甲”状用掌去劈，配以“哈、哈”的伴
奏，常令父母捧腹。



食用的红心芋头须在场边挖个大窖子贮藏。窖顶成脊状，用
土覆盖。那可是孩子的乐园。捉迷藏、滑滑梯、甩皮卡是常
有的项目。过年时，母亲便把煮熟的芋头放在棉布里用力挤
压，流出黄亮亮的汁，用劈材火慢慢熬成块状，那是我们的
最爱。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时看着我们兄妹几个贪婪地咀
嚼的动作，满脸一定洋溢着生活的甜蜜。

小小芋头，丝丝情结。如今，当人们品尝着脆如萝卜、甜似
苹果的芋头，会有多少情愫萦绕其中，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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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篇六

经过了春的青涩、夏的热烈，秋到底不一样了，它内敛、沉
稳、踏实，像一个步入中年的女人，不再浮躁了，不再想着
往外跑了，就守着家，守着一份安静。

秋了，一切都静了，连美也变得内敛了。

秋天的静美，是从天空开始的。你看，那些黏糊糊、热烈烈
的尘灰和气息都跟着夏走远了，天高了，淡了，也清了，远



了，像青瓷碗里盛着的水，又干净又清澈；像一块织锦绸缎，
又冷寂又高贵。期待了一个夏天的眼眸，只一眼，就掉进了
这清爽里了。身体也一并放进去了，就像放进一枚普洱，在
这清澈里，内心的燥气和热气，一点点地漫漶出来。

阳光照着我的时候，我想起了村上春树的话：“秋天的阳光
醇厚柔润，在建筑物顶端闪闪发光。河流，树林，软绵绵的
草地，云絮从上面缓缓飘移。”我抬头再看它时，发现它就
是不一样了，急慌慌的性格没了，换了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
那闲适里自带一份优雅和从容，那寡寡的表情里有着一种力
量，那力量又深沉又含蓄，我看它一眼，再看一眼，然后说，
爱！

还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这个人就是那个叫刘禹锡的诗人。历
史的天空映照着他的诗情，他着长袍，仰着头，双手举过头
顶做抒情状，“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清
冽烈的声音撞击在清远的天空，有诗情在辽阔里回荡，有画
意在清澈里流转。我想，此时，他是彻底地打开了他自己，
跟秋天交流了。他的头顶有一群鹤飞过，同样的，它们所过
之处，也一定留下了秋天的诗行。

这晴空遇上了鹤，遇上了刘禹锡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都言
“秋悲而寂寥”，而他偏说“秋日胜春朝”。遇上欣赏的眼
睛，是秋的福报，也是唐诗的锦上之花。

木心说：“秋天的风是从往年吹来的。”

从往年吹来的风，必是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岁月的，经历过
了，就不一样了，不似春风的青涩，不像夏风的干裂，也不
似寒风，总一副冷绝的表情，凛凛然让人生畏，秋风就是秋
风，不文不火，却有扫落叶的力度和气势。

“秋天是深美的！”雪小禅说。



我想，往深里走着的美，一定是安静的。那美一眼望不到底，
又幽深又神秘，像埋在深处的一个诱惑，越是看不到，就越
想看到。秋，走到深处，那风骨和气质才能尽显。

树的华丽和富贵，是要时间走到深处才能绽放的。枫树迎来
自己最美的年华，像在闺阁里憋坏的女子，要嫁人了，那掩
不住的喜悦，都变成过度了的`红。银杏树全黄了，黄的不像
话，金子一样的招摇，满身的贵气直逼人的眼啊！秋天就是
这样，是要拿它不动声色的奢华，来蛊惑人的眼目。还有杨
树、槐树、松树等，都不一样了，随便走近哪一棵，都是一
副沧桑的容颜，都有一股熟透了的味道。这种从骨子里生出
来的招摇，是带了内容了，看到，你只有甘心臣服的份了。

“层林尽染”，我是极喜欢这个词的，它是专为秋天量身定
做的，只有秋天配它。一片林海，红的黄的，浅的深的，高
低错落，疏密有致，一层一层，尽染，全染尽了。天庭里挂
起了大幅画卷，山上铺了大块锦布，饱经风霜的老成，五彩
斑斓的绚丽。低调里的奢华，在安静的秋里，汹涌澎湃。

我极喜把自己放在这样的秋色里：两边是高耸的树，金黄的
枝叶在空气里握手缠绵，飘落的叶片在地上静默，稀疏的光
线，清清浅浅地照下来。抬眼，是黄；俯首，还是黄。以前
不喜黄，总觉那是太过俗气的色。而，那时，我是宁愿掉在
这样的黄里，不愿出来了，因为那简直就是一幅画。我慢慢
走，叶子沙沙响，衬得四周静悄悄的。

太像一段爱情了！经历辉煌的憧憬、热烈的缠绵，秋天了，
欲望也都纷纷坠落了，什么鲜衣怒马，什么富贵荣华，都统
统不要了，就要每天吃饭时，一抬头，就看到你，而你，也
恰巧抬头，看着我。

人走到秋天，就该有秋天的样子了，安静、沉稳、内涵。头
发、脸上都有了霜气，失却了水分，就剩下筋骨了，语气慢
了，却更厚实有分量了，心也淡然了，可说不可说的不说了，



可管可不管的也不管了。秋了，是该往回收了。

秋天，是老树画里山前刨着红薯、黄昏独自垂钓的身影，是
清少纳言日末听着秋虫风鸣的心境，也是马致远笔下那个羁
旅断肠的归人。

天高云淡，秋水绵绵。这样的天气适合干什么？

“倚在门前银杏树下听晚蝉，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
的什么东西。”沈从文是陷在了秋天里，而且看起来似乎不
浅。秋的静美，是会让人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
里去的。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
叶纷飞……”里尔克读书，写信，然后徘徊，唯这样，不孤
独，才永远不孤独。这孤独，都被秋吸纳了。

我倒是更喜欢“闲云野鹤”的飘潇，心境淡如秋水，远如秋
山，什么也不做，倚在窗前看，任思绪飞扬，飞到哪里就哪
里。罗兰说了，闲和逸，是秋的本色。我喜欢这秋的本色，
又安静又闲逸。

残荷、金菊、秋海棠，还有那满地的银杏叶，都是要去看一
看的，今年的跟往年的不一样，跟明年的也不一样，还有唐
诗里的那句“江心秋月白”，我还没看过呢！

“江心秋月白”该是什么样子呢？我想，那一定是秋天静美
的模样了。

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篇七

这个小村庄被大片的绿色包围着象是一个岛屿。清新湿润的
空气里偶尔传来阵阵牛粪与腐草的味道。泥墙土院、鸡鸣狗



吠，一切依然是多年前那未曾改变的旧模样。

既然是老模样就少不了麻雀们的热闹，它们响亮欢实的叫声
交织成这里最独特最热闹的一种音韵。五个一群三个一伙站
在人家的墙头院子、树叉上，叽叽喳喳、一惊一乍，就像是
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们。想从它们那里瞧出点什么，可
惜鸟儿光顾着它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线索，一
缕烟的功夫便你追我赶地又飞往别处了。

一只老牯牛拴在树下，它倦怠了？还是象一位经历了很多事
情的老人，把流年的岁月当成了一块点心，慢慢回味慢慢咀
嚼，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牯牛都没有任何表情。

芦花大公鸡是无所谓的。它漂亮美丽，正值壮年。不知道什
么是忧患。它那色彩斑斓的“外衣”让我想起小时候做毽子
时的快乐。毽子只能用公鸡的毛做。母鸡的毛短做出来笨拙
得很。那时生活贫困，家家都养的是下蛋的母鸡，公鸡很少
却也得等到过年才能杀鸡取毛。因此我和许多小女孩的愿望
一样，就是谁能给几根鸡毛。如今芦花大公鸡的毛再美丽都
已经过时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里的孩子都已经不玩这个了，
至于玩的是高级的还是低廉的，孩子们恐怕都没有时间去摆
弄了，他们对付的是铺天盖地的作业。骄傲的芦花大公鸡后
面一直跟着几只母鸡，它也有三妻四妾吗，瞧，那只被落下
的母鸡，它摇摇摆摆急速奔来的样子是多么笨拙好笑啊！

乡村的狗倒是变了品种。它们没有了高大的外形，就象人里
面的矮子一样没了自信，吠声也就可以和稍大一点的猫相比
较了。

地里头丈把高的麦苗，经过季节之手的摩挲已有了成熟的气
息。这阵子的农人闲下来了，只等着麦熟果黄呢！也许离城
镇较远消息闭塞，他们并没有出去打工的意思，无论寒暑都
习惯地两手筒在袖笼里一起唠唠嗑，说说谁家的媳妇好，谁
家养的羊儿多，秋冬可以买个好价钱……老农们的脸上沟壕



纵横，如同是麦田里一道道垄沟。他们的衣着和岁月一样久
远，但农人习惯了这样没有波澜的日子，因为他们很少走出
这个“岛屿”。

施工中的一天，我来到一棵树下靠着麦垛休息。

迷迷糊糊中，隐约地看见一个老太太歪歪扭扭的朝我走来。
她一脸的慈祥笑意，还提着一个布兜。我有些惊讶的坐起来，
只见她从布兜里掏出几个冒热气的包谷说:一个女人家干这么
累的活，够辛苦的啊，家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就掰了些包
谷煮了，新鲜着呢吃吧！

肚子倒是不饿，有了说话的我也不寂寞了。老人说：家里太
穷太乱要不早就让你到屋里休息了。我说：这里很好，凉快
的很。

老人似乎很信任我，很快地就打开了话匣子。

那年，老人和老伴为收留一个流浪儿而高兴。这个孩子当时
一直是昏迷不醒的，很多人都说是养不活了，就是养活了收
养一个这么大的孩子，让他打心眼认这个家似乎不是那么简
单。村里许多人都不很支持他们这么做。

婆婆和老伴没有听从任何人的劝告，他们倾尽所能为孩子医
好病养好身体。小男孩的菜色脸庞有了些红晕，换上一身干
干净净的衣服，特别招人喜爱。流浪儿似乎也很乐意把这里
当成了家。

家总算圆满了，老两口有了精神，他们在孩子到来不久就在
村上的小学给报了名。有了书读有了温暖的家，有了孩子甜
甜的叫声，幸福在这一家人脸上绽放。

可惜好景不长。为了念书的孩子为了家里多出一碗饭，本来
老两口生活并不宽裕，这下更添几多愁肠。没有别的出路只



有靠卖菜为生。他们早出晚归，腿脚一刻不闲，老伴很快就
累倒了，不久便撒手人归。

刚刚起步的家就这样坍塌了，婆婆和孩子少了依靠，生活穷
困极了。没钱，孩子也读不了书，但他也不愿跟着婆婆在地
里头吃苦，于是村子里又多了一个偷鸡摸狗的无赖。老人多
次苦苦相劝也无济于事。最后竟不辞而别。

老人夜思日想、牵肠挂肚。哭的没有了眼泪。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的儿子终于有一天回来了。

外面流浪多年的孩子已不是孩子摸样了。他还领来一个比他
年龄大很多的一个女人和一个不过几岁的孩子。老人没有办
法，只好让他们住下。那个女人的眉眼之中流露出的是一种
刁钻与狡诈，根本不象儿子说的无家可归的样子。每每儿子
不在家的时候都对婆婆恶语想加。

老人原本身体就不好，又气又累。便偷偷规劝儿子说:自己还
有些积蓄让他好好找个女子成个家，不要和那个不明不白的
女人来往了。儿子假装听从，当老人把钱递与他的手中时，
便领着女人又踏出了家门。

从此，老人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婆婆讲叙这个故事时，一直是平静温和的。似乎讲述着一个
于己无关的故事。她掰啃着一个有些老的咬不动的玉米棒子。
所剩无几的牙费力的咀嚼着，象是咀嚼一段艰涩的人生。老
人是微笑的，全然没有积劳怨恨的样子，也不似饱受折磨后
的一腔怨气。从老人身上看到，艰难困苦的生活可以使人容
颜衰老，但不能因此就让一个人对生活就失去了信心！

每每我在辨别这个小村庄的方向时也在辨别那里的房子，哪
家最寒酸最窘迫。老婆婆如何在漫长的岁月里坚守，在孤苦
冷雨中度日。所幸的是，每次见到的老婆婆，见她并没有增



添多少的憔悴。

简短的话语，匆忙的告别。大家各自有事，她拾着路边的瓶
子，我坚守着工作岗位。无法探知她的境遇，她也不似有倾
诉之意。每次给她带些的牛奶和食物，老人都很开心。

老婆婆纵然有太多苦难，但她平和的心态和坚强的个性一定
会冲散生活中的不愉快。她会很好的生活下去的。

田园风的散文有哪些篇八

当秋天的足迹踏过整个田野的时候，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喜
悦，更主要的是享受。要不，请睁大你的'眼睛，随我到秋天
的田野走一走吧。

清晨，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薄纱似的雾气笼罩着田野，
好像在给水稻最后的滋润。太阳出来了，眼前一片金黄，饱
满的稻穗低着头，把稻杆都压弯了。露珠挂在稻粒上，在阳
光的照耀下，发出了耀眼的亮光，好似无数颗珍珠。

早饭过后，好像有谁在无声的指挥，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都不约而同的拿着闪着银光的镰刀，走出家门，急匆匆的来
到田间，开始抢收。汗水在他们脸上流淌，浸湿了衣裳，他
们也顾不得擦一下。“咔嚓咔嚓”声响成一片，汇成了一支
田园交响曲。这声音多么动听，多么欢快呀。你瞧，那大豆
在豆荚里探出圆圆的小脑袋，向外张望，好像也在欣赏这丰
收的景象。

一夜之间，站立的稻子都睡在了地上，像铺了一层地毯。田
野变得非常宽广。又过了几天，睡在地上的稻子不见了，田
野变成了一片绿色。呀，原来是绿油油的麦苗，多像一株株
葱绿的小草啊。麦叶又细又长，又柔又嫩，他们吮吸着晶莹
的雨露，争先恐后地生长，好像在比谁长得最高，长得最快。



多么迷人的秋天田野呀。怎么样，聪明的你在赞叹这美景之
余，一定也在慢慢享受这田园美景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