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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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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经典的散文名篇篇一

转瞬之间，我长大了，在陌生的城市里漂泊。纵横交错的街
道将城市划成许多区域，横横竖竖、层层叠叠的钢筋水泥分
割出不计其数的小世界与小家庭。我们不知道左邻右舍是谁，
不会和邻居们互相来往，更不知道楼下玩耍的孩子是谁家的
孩子。

夏天是一根冰棍儿，舔上去凉甜爽口。童年的时候，到了夏
天小学门口总有一个卖冰棍儿的老头儿。放学后小学生们像
一股春潮涌出校门。老头儿扯着粗哑的嗓子高喊着：冰棍儿，
好吃不贵的冰棍儿，一毛钱一个嘞......我们这群孩子被吸
引了过去，紧紧围着他。孩子们纷纷从口袋里掏出父母给的
零钱递给老头儿。老头儿脸上乐开了花，从面前的白泡沫箱
里矫捷地取出冰棍儿递给孩子，忙得前仰后合。我翻遍口袋，
只摸到一枚五分的钢镚儿。小伙伴小虎盯着我手心看，高兴
地对我说：我早晨买了一支铅笔，口袋里也只剩下五分钱了，
咱俩合在一起就够买一根冰棍儿了！我们将两个钢镚儿合在
一起递给老头儿，接过冰棍儿后我们欢呼雀跃。我拿着冰棍
儿深深舔了一口，感觉美滋滋甜丝丝的，然后再将它伸到小
虎嘴边。小虎也舔了一口。就这样他一口我一口，最后我们
把这根冰棍儿舔干吮净，只剩下一根木棍儿。

那时候我觉得冰棍儿是夏天最爽口的零食，也梦想着以后能
够每天吃一根。长大之后，口袋里的钱可以买很多很多冰棍



儿，却不再喜欢吃它了，也根本吃不出童年的味道。八岁的
时候，沉迷于冰棍儿；十八岁的时候，沉浸于奶茶；二十八
岁的时候，沉醉于啤酒......人生就这样匆匆而过。岁月恰
如浩瀚无边的大海，我们是一艘艘帆船在大海里远航，回忆
是一座美若蜃楼的港湾，往事是一片铺满五颜六色贝壳的沙
滩。我总是怀念往事，怀念那个两个人舔一根冰棍儿的夏天，
那个纯真无邪的时代。

夏天是一片绿荫，清凉而又热闹。很多年前，我家屋后有一
片小树林。到了夏天，那些树木郁郁葱葱，远望去犹如一座
座青山。中午的时候烈日当空，热气蒸腾，整个世界像个大
蒸笼。小树林里浓荫如织，凉意浓郁。蝴蝶在这里飞舞，蝉
在这里吟唱，紫花地丁在这里烂漫盛开。村民们纷纷搬着凳
子、扛着竹席到小树林里乘凉。他们坐在一起谈些家长里短，
或者玩扑克牌。我和小伙伴们在绿荫里追逐嬉闹，累就趴在
大人们的腿上，缠着他们给我们讲故事。欢声笑语在绿荫里
回荡。

转瞬之间，我长大了，在陌生的城市里漂泊。纵横交错的街
道将城市划成许多区域，横横竖竖、层层叠叠的钢筋水泥分
割出不计其数的小世界与小家庭。我们不知道左邻右舍是谁，
不会和邻居们互相来往，更不知道楼下玩耍的孩子是谁家的
孩子。

我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呆烦了到公园或动物园溜达一圈，兜
兜风，散散心，欣赏一下那些从森林里移植过来的花草树木，
赏玩一下那些从野外捕捉到的珍禽野兽，与那些熙熙攘攘的
陌生人冷眼相向。我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远了，人与
大自然的距离也更远了。在狭隘而又孤独的世界上，我们像
是不可一世的王者，也像是可怜巴巴的孤儿。我总是怀念小
时候的那一片绿荫，怀念从前的夏天。



夏天经典的散文名篇篇二

原来，快乐可以很简单，幸福可以很容易，只要有你陪在我
的身边。

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说不清为了什么，就自然而然
的开始了，我和你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一如最初，
说不清为了什么喜欢上了你。

你每天等我上学放学，慢慢的，我们的感情几乎是人尽皆知
了，何况，我们谁也不曾刻意隐瞒，我们以为事情原本就应
该如此的。在我们年轻的单纯的喜悦里，我们不知道，我们
将要走过的是一条满布着风雨的长路。

老师和父母开始车轮战的找我们谈话，极力想要分开我们。
因为这件事，你的缺点，我的优点，同时被数倍的扩大。随
性而率意的你，第一次有了自卑的意识。我知道，你没有你
们说得这么不堪，你其实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我们不理会周围的责难，每个星期天都会单独见面。我喜欢
你，想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撒谎，你并不可耻。

我第一次让我的父母如此伤心失望，我心如刀割，心里说不
出的难过。我一向乖巧听话，父母认定是你教坏了我，所有
的矛头都指向了你。

我最爱的父母，我最喜欢的你，我都不想让你们难过呵。

面对着父母的冷战热战，我只是摇头，不愿与你分开，父母
对我感到了彻底的失望以及伤心。他们不懂，我的心比他们
更痛。

当他们所有的计策计划对我失效以后，他们又想到了你。他
们这次扮演了一对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慈父慈母，对你说，以



后，他们不会再反对我们之间的交往。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我，
这段时间就不应该打扰我高考复习，毕竟，我们以后的路还
很长。

你虽然单纯，但并不愚蠢。你知道我父母的心思，他们如此
的看不起你，又怎会在短短的时间内改变对你的看法？他们
在想，压力越大，反抗越大。不如先软下态度，以我的成绩，
一定可以考上一间名校，将来我们注定不会念同一间大学。
分开的时日久了，我们自然而然就分手了。

你知道这一切，可是，你无力反驳，你认为我的父母这一番
话并没有错。高考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你不要我
在这种时候，心神不宁，进退维谷。

你对我说，高考前，我们暂时不要再见面了，让我静下心来
复习功课。我哭着问你：“你怕了吗？你屈服了吗？你不要
我了吗？”

你说：“为了你，我什么也不怕，我只怕一件事，就是你要
离开我。”

“不会。”我哭着说，“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

你举手拭去了我脸颊上的泪水，含笑说：“我也是，永远也
不会离开你。分开只是暂时的，你父母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目前对你而言，高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不想我是，那个
拖你后腿的人。只要我们心意坚定，就没有人可以分开我们。
”

我听了你的话，把一切事情置之脑后，全心全意投入了复习。
因为我也想通了一件事，考上一个好大学，也许就代表着我
独立了。



夏天经典的散文名篇篇三

和杨玉聊了一会老乡便借故走开了，这天下也就是我们的了，
想怎样闹就怎样闹。于是我赶紧从脑海里搜寻恋爱宝典里的
秘诀，说起这恋爱宝典啊，还是我宿舍的兄弟为了让我尽快
结束单身生活特地在我生日时送我的。根据宝典里一百三十
五页的第三章第三条要想找到共同话题必须投其所好。

想必姑娘也是武林中人吧，江湖儿女应当不拘小节。我道。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姑娘多多包涵。

“那里，那里。我一眼就看出丘兄是高手，深藏不露啊。小
女不才哪敢再丘兄面前班门弄斧啊。”

“不，不。姑娘见笑了。小生我也才初涉江湖。不知姑娘对
我印象如何。不知可否携手共闯江湖。”

以丘兄的才貌是完全没问题的，但由于初次相见可溶再考虑
考虑

这一夜好漫长。我跟她也就只聊了这些然后她就悄然而逝了。
我没有向他要电话号码，过后我才庆幸自己当初的紧张是完
全真确的，因为有一天我宿舍的一个门特讲义气说他给我介
绍个隔壁学校的长得特标志的女生给我。他说别说他的身材
有多性感，单哪眼神刮你一下就能让你神魂颠倒，他还郑重
的告诉我”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要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就
很少，而且质量还不好。”

终于机会来了，那个被我哥们热琫的明星出现了。

夏天经典的散文名篇篇四

湖北的夏天是火热天，不是吗？武汉是个大火炉城。我们小
城也是个小火炉城了。每年的夏天，我是不会回乡村的，因



为乡村蚊子多苍蝇多。昨天，侄儿的孩子过周岁，我们城里
的几家人回乡村做客。 汽车一进黄盖湖境地，一望无际的深
绿滚滚而来。高大而稀疏的是杨树柏树水杉，密集而低矮是
稻禾是棉株是荷叶。汽车在绿色的小径中穿行，一枝枝粉红
的白色的荷花在点缀着这一片深绿，这一望无际的深绿因这
艳艳的荷花就不单调了。

汽车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已有一些客人早已到了，有几个在
厨房帮忙的人忙得正欢，父母和我们的下辈聚在一起，逗侄
儿的孩子和姐的外孙女，我则拿着侄儿的相机走入了田野。

小时候深入田间的土径窄多了，身两旁是高过头顶的荷叶荷
花，一支支鼓囊囊的莲蓬俯着身子深情地望着田野。走过荷
塘间的小径，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稻禾已封行，稻田中有
几片单薄的荷叶夹杂在绿禾里，这一片稻田是香莲田改造成
的。小时候这片稻田间有一条宽宽的沟渠，从村边一直深入
到田野远处，沟渠里总有我们捉不完的鱼虾，如今，宽宽的
沟渠不见了，只见一条窄窄的用水泥抹成的小渠里汩汩地流
淌清水，这条渠从东向西浇灌着村里的庄稼。

南风迎面送来浓郁的荷香，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稻禾棉株荷株
在强劲的南风中身子乱颤，热烈的阳光也温柔起来了，蒸发
的水气充塞着天地之间，眼前的一切竟有点雾蒙蒙的了。

即兴走在田野间，我给稻田边的一支箭荷拍照，给荷塘一支
粉荷拍照，给走向我儿时小学校的小路拍照。在荷塘的南边
是一个方正的鱼池，鱼池四边宽宽的池埂上种着长叶草，池
面平静如镜。我站在池埂上，河堤东面坡上种着矮个棉株，
那棉株从堤面延伸到堤下的棉田，如扇面展示在我眼前。小
时高大的河堤硕大的棉田宽广的田野如今在我的眼前显得如
此的微小却又如此的亲切。是儿时我的目光穿不透故乡的田
野还是成年后的我眼睛看过许多俊山秀水才让我发现故乡只
是祖国的一粒山水？我不得而知。小时我幼小的双腿走不出
故乡的土地，长大后，故乡已走不出我的心里了！



我在田野里逡巡，田埂上被故乡的人种上了棉株，棉株已开
出了玫瑰色和浅黄的花，筒形的棉花不骄嫩却有着气定神闲
的气质，如美丽的村姑。在田野的边角种着几株辣椒，几棵
竹叶菜，还有爬着藤的结着瓜果的藤蔓在向四周要着土地。

庄稼在夏天里向天空索取着阳光，故乡人在向土地索取着收
获。我站在这片曾经熟悉如今却有点陌生的田野间感慨万端
的时候，姐姐家的大女儿抱着孩子告诉我酒席开始了。看见
荷塘在南风中摇曳的荷叶荷花，姐姐家的儿子折了一片荷叶
折了一个荷帽给小外孙女戴上，我们在田野间取景拍照，小
外孙女不时抓下荷帽，逗得我们开心地笑个不停。

吃完了酒席，我和家人一起打牌，哥哥给我们每人送来了一
块西瓜，咬上一口，真甜。今年雨水不多，沙州的西瓜丰收
了，价格也很好。哥哥只要田里没事，就去帮人家下西瓜，
大热天，摘西瓜挑西瓜，不容易。傍晚收工的时候，人家给
了一天的工钱，又送了两个大西瓜，哥哥尝了西瓜，很甜，
又拿出一天中五十元工钱买了两袋西瓜。这让我终于明白：
农民赚的钱都是用他们的汗水换来的。

下午五点多，哥哥给留下来玩的三桌人做了饭。吃完了晚饭，
侄儿侄媳给他们的孩子在屋前洗澡。屋前有三只桶盛满了水，
桶上蒙着塑料薄膜，经整个下午烈日曝晒，晚上洗澡的时候
这水正好，我们笑着说，这桶加塑料薄膜就是一个最简易的
太阳能热水器。

夕阳收起它笑脸的时候，哥哥用他们家的农用车送我们到父
母家休息，哥哥家的楼房因农忙暂停装修，而他们家的旧房
子面积太小，所以我们只好到父母家休息。车子上放了几只
木椅，我们坐在车上，纵目四望，夏日的田野是庄稼们的家，
故乡人是打理庄稼的辛勤劳动者，过去赃乱的农村不见了，
那些蚊子苍蝇不知在什么地方寻找它们的新家去了。

在田野间的大路上行驶的时候，两块黄色的稻田镶嵌在绿色



的田野里，那是早稻！早稻要熟了，早稻在七月末收割，农
人要及时翻耕田地，及时灌水，及时耘田，要赶在八月份前
把晚稻秧苗插到早稻田里。小时候每年的暑假，不插八一秧
让我们那些做学生的累弯了腰，晒疼了脸，让我们过早的懂
得了当一个农民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读书特专心，觉得读
书比种田舒心多了。

夏天的田野满目怡然！

夏天经典的散文名篇篇五

刚到夏至，天热得像下了火一样。前院的王伯，一早就在张
罗吃凉面。楼上楼下的空调，嗡嗡地响。年轻人贪凉，年长
的人则惦记着今天的日子。

“冬至饺子夏至面”，老人家嘟哝着，因为他们把夏至当成
重要的日子，一早打来了泉水，想要在今天吃泉水冷面。年
轻人匆匆忙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我出门的时候，问
了年轻的邻居，他回道，早上吃了方便面，算过了节。

母亲喜欢在这一天做野菜包子。她从前一天就张罗寻找新鲜
的野菜：营生菜。营生菜是一种草本植物，它的叶子和嫩茎
可以食用，老百姓称它是“长寿菜”，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今天一早，母亲把营生菜洗好了，控好水，用沸水焯一下，
再用凉水过好，挤出水分，切成末，放在一边等着调馅。她
打开平底锅，煎好鸡蛋，把泡好的粉丝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
段。把鸡蛋、野菜，和粉丝，加上盐，葱花，姜末，酱油，
还有花生油，调在一起，调成“母亲专有”的味道。然后把
调好的馅，放到冰箱里冷置。

下午回家的时候，母亲在厨房里擀包子皮，我站在门口笑着
看她。我们总称她是“快手妈妈”，因为这些家务到她手里，
像变魔术，麻利得很。她擀得皮薄薄的，包满了野菜。我进



门也就十几分钟，可从上锅到蒸熟，第一锅已经好了。

母亲端出一个包子，唤我来尝，薄薄的皮，满口的野菜，真
是太香了。

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和母亲讲起小时候过夏至的故事。母亲
笑着应我，眼睛里闪烁着亮光。因为那时候的夏至，也是她
年轻时的美好记忆。

“冬至饺子夏至面”，我记得小时候，家中老人也常这样说。
那时候，爸爸、妈妈的家乡是在山东一个小县城里，我经常
跟着父母回去。

夏至是24节气之一，在老百姓眼里，和冬至一样重要。在这
一天，面条成了标志性食物。我记得每次回老家，这一天是
要吃凉面的，用老井水过冷面。后来到了济南，有时会吃用
泉水过冷面。

外婆喜欢做手擀面。那个时候，没有高筋粉，没有冰箱，更
没有机器压面，全用纯小麦面粉，手工制作。外婆院子中央
有两棵枣树，我们把绳子的两头系在两棵枣树上，做成秋千，
在上面悠来悠去，疯玩。外婆总是乐呵呵地唤我们：“小心
一点……”

夏至这一天，外婆在院子中的石桌上放了案板，将提前和好
的面拿出来。面团也是有讲究的，揉得稍许硬一些，吃起来
会筋道些。外婆把面揉成光滑的面团后，放在一旁静置，让
面饧得更好一些。

过了一段时间，她取出面团，放在面板上，撒上一层面，一
遍遍地揉。这需要腕力，也需要耐性。我们围在案板周围，
看着外婆“表演”。外婆笑呵呵地对我们说，“不要动，在
一边……”



面揉好了，她分成几块，又拿出其中一块，用擀面杖将它用
力擀开，反复推开又卷起，来回滚动，直到面团被擀成薄薄
的片状。最后，她把面皮展开，扑上干面，晾到半干状态，
将面皮折叠好，切成细条状。我们喜欢吃细面，外婆把一部
分切成细细的；舅舅们喜欢粗粗的，于是外婆又将一部分切
成宽面。切好的面条散开在大大的盖垫上，就这样晾着。

大锅水烧开了，面条下到了锅里。水沸了起来，面条在锅里
翻滚。外婆已打好井水，放在大大的盆中，在一旁等着。煮
好的面条，捞起来直接放进井水里浸着。这时候，我们几个
像小鸟一样，围在盆周围，张着嘴，要求尝尝。

外婆笑着捞出几根，挨个放入“小鸟”的嘴里，然后
说：“去叫爸爸妈妈吃饭……”

现在的面条，大多是购买的，极少有人在家里做手擀面。有
时候在超市买新鲜面条，有时是干面条，也有时直接买了方
便面。因为住在泉城，许多当地老人，打了泉水，用泉水煮
面条，然后用泉水过面。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现在的配菜
也比从前多了许多，因为现在的蔬菜也丰富多了。像生菜、
新鲜胡萝卜、茄子、土豆、青椒、西红柿、木耳、香菇、豆
类制品、肉类……应有尽有。麻汁、蒜泥、辣酱，也是各种
各样，全凭个人喜欢。济南的夏至比较炎热，而本地的麻汁
面是最受欢迎的。虽然不如北京和南方的讲究，也是非常传
统的。

过去吃面没有空调，风扇也极少见。大家坐一起，围成一圈，
吃得热火朝天，满身大汗。全家开吃时，一人一碗，小孩子
也不例外。大家各自挑了自己喜欢的小菜，把它们和面条调
在一起，“哧溜——哧溜——”吃得好香。小时候没那么多
规矩，也没那么多讲究，外婆坐在一边欢天喜地说：“多吃，
不够，再加……”大家不停地吃，吃完一碗再添一碗，直到
吃得肚子撑得圆圆的，也不舍得放下饭碗。这个时候，大人
们会叫住贪吃的孩子，说：“好吃，明天还吃啦……”



还记得五岁那年，也是夏至，我跟父亲回到从前工作的县城，
去办调动。天气很热，我们坐着绿皮的火车。车上人很多，
车厢热哄哄地让人难受。烧水的炉子，始终有人排队，乘客
为了接水，走来走去，特别拥挤。父亲搂着我，挤在座位上。
父亲一直在看窗外，我后来猜想，这次调动对他来说，是他
一生的重大决定。当时幼小的我，也能够看出，他非常犹豫。

到了县城，我们下了车。父亲问我：“y，饿不饿，渴不渴？”

小时候的我非常听话，从不主动要东西，我说：“爸爸，不
饿……”

我满脸的汗水，顺着头发流了下来。父亲轻抚我的头，给我
找水喝。那时候，主要是从车站烧水炉打水，可是人一直很
多，车站上也闹哄哄的。父亲将我领到车站后街的一家面馆，
笑着说：“今天夏至，按说应该在家吃面条的……”

坐在面馆里，一碗手擀的肉丝面被端了上来。白白的面条上
堆着肉丝和青菜，我馋得直拍巴掌。

父亲把肉丝和青菜夹在了我的碗里，看着我吃，我抬头冲着
父亲笑，说：“爸爸，好香……”

父亲又要了一碗面汤，看着我一直低头哧溜溜地吃面条。他
笑着说：“小姑娘，不要这么大声音……”他一直在笑，看
着我笑。直到我推开了自己的碗，他把剩下的面条端了过去，
开始吃。

我看着没有肉丝的面条，问他：“爸爸，好吃吗？”

爸爸说：“好吃极了。”

爸爸



给我讲起老家奶奶做得面条，配着奶奶的拿手小菜，真是太
棒了。又给我讲起老家过冷面的大桶，下面条的大锅，我听
了咯咯地笑。

后来，父亲因工作调动去了济南，我就再也没回过那个小县
城，更没去过那家面馆，但当时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夏至，就表示夏天到了，真正的热天到了。

在最炎热的天气里，是极容易生病的。这个时候，有关“冬
病夏治”的说法就开始了。现代人注重养生，于是大家常煮
些绿豆汤，红豆薏米汤，冰镇酸梅汤，或是吃西瓜来解暑。
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喜欢把西瓜放在老井里，冷冷的爽口。
如今解暑的办法多了，但是人们生病的来源也多了。如，各
色冰饮料，冰制品，冷制小菜或点心，吃多了会伤及脾胃。
而过分依赖空调、电扇，还会引发其他病症。

“冬病夏治”，是传统中医学的一个特色。我在很多年前就
开始接触，因为冬天里总爱感冒，有时还会有气管发炎。一
位老中医给我讲了“冬病夏治”，提到了“三伏贴”。原理
大约是借夏天的气温升高，利用身体阳气充沛的时候，贴敷
治疗刺激穴位，达到治疗、调整肺脏疾患的作用。一般贴敷
的时间是，初伏，中伏，末伏三天，各敷一贴。三伏贴敷疗
法通常以三到五年为一个疗程，有些身体弱的甚至是年年贴。

我总是在夏至这天预约三伏贴，一开始是为自己，后来是给
孩子和家中老人预约。在这个过程中，还学到很多简单耐用
的养生小知识，比如说用热水泡脚，适当按摩，穴位艾炙，
自我保健理疗。其实生活里，很多的调养也就是注重个人健
康的生活，不要因为现代生活好了，反倒更没了理性。健康
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比如说不熬夜，少喝酒，不贪冷食，坚
持喝热水，让身体不要受到太多不必要的刺激。

让生活简单化，让生活稍许“理性化”。少点身外的“依



赖”，多一点健康规律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就如简单的回
忆，内心充满了爱和快乐，生活之花会一直幸福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