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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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余光中散文在线阅读篇一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旅客不用上
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
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
般带在身上。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
为来历不明的乞丐。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
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此刻
我正坐在中世纪达豪土古堡(dalhousiecastle)改装的旅馆里，为
“隔海书”的读者写稿，刚刚黎明，湿灰灰的云下是苏格兰
中部荒莽的林木，林外是隐隐的青山。晓寒袭人，我坐在厚
达尺许的石墙里，穿了一件毛衣。如果要走下回旋长梯像走
下古堡之肠，去坡下的野径漫步寻幽，还得披上一件够厚的
外套。

从台湾的定义讲来，西欧几乎没有夏天。昼蝉夜蛙，汗流浃
背，是台湾的夏天。在西欧的大城，例如巴黎和伦敦，七月
中旬走在阳光下，只觉得温暧舒适，并不出汗。西欧的旅馆
和汽车，例皆不备冷气，因为就算天热，也是几天就过去了，
值不得为避暑费事。我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各地租车长途
旅行，其车均无冷气，只能扇风。

巴黎的所谓夏天，像是台北的深夜，早晚上街，凉风袭时，



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风力加上水气，
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下午日暖，单衣便够，可是一走到楼
影或树荫里，便嫌单衣太薄。地面如此，地下却又不同。巴
黎的地车比纽约、伦敦、马德里的都好，却相当闷热，令人
穿不住毛衣。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脱脱，也颇麻烦。七月在
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
衣，四季都有。七月在巴黎，几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时一连
数日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不黑下来，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
巴黎附近无山，城中少见高楼，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一个矮
丘，太阳要到九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更显得昼长夜短，有
用不完的下午。不过晴天也会突来霹雳：七月十四日法国国
庆那天上午，密特朗总统在香热里榭大道主持阅兵盛典，就
忽来一阵大雨，淋得总统和军乐队狼狈不堪。电视的观众看
得见雨气之中，乐队长的指挥杖竟失手落地，连忙俯身拾起。

法国北部及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气候却有变化。巴黎
北行一小时至卢昂，就觉得冷些；西南行二小时至露娃河中
流，气候就暖得多，下午竟颇燠热，不过入夜就凉下来，星
月异常皎洁。

再往南行入西班牙，气候就变得干暖。马德里在高台地的中
央，七月的午间并不闷热，入夜甚至得穿毛衣。我在南部安
达露西亚地区及阳光海岸(costadelsol)开车，一路又干又热，
枯黄的草原，干燥的石堆，大地像一块烙饼，摊在酷蓝的天
穹之下，路旁的草丛常因干燥而起火，势颇惊人。可是那是
干热，并不令人出汗，和台湾的湿闷不同。

英国则趋于另一极端，显得阴湿，气温也低。我在伦敦的河
堤区住了三天，一直是阴天，下着间歇的毛毛雨。即使破晓
时露一下朝暾，早餐后天色就阴沉下来了。我想英国人的灵
魂都是雨蕈，撑开来就是一把黑伞。与我存走过滑铁卢桥，
七月的河风吹来，水气阴阴，令人打一个寒噤，把毛衣的翻
领拉起，真有点魂断蓝桥的意味了。我们开车北行，一路上
经过塔尖如梦的牛津，城楼似幻的勒德洛(ludlow)，古桥野渡



的蔡斯特(chester)，雨云始终罩在车顶，雨点在车窗上也未干
过，消魂远游之情，不让陆游之过剑门。进入肯布瑞亚的湖
区之后，遍地江湖，满空云雨，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立
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真要怪华兹华斯的诗魂小
气，不肯让我一窥他诗中的晴美湖光。从我一夕投宿的鹰
头(hawkshead)小店栈楼窗望出去，沿湖一带，树树含雨，
山山带云，很想告诉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诗翁，我国古代
有一片云梦大泽，也出过一位水气逼人的诗宗。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八日

余光中散文在线阅读篇二

读余光中先生的诗，总是十分惊讶，一个人竟能完成如此的
风格突变，从温柔婉转的浪漫，到肝肠寸断的乡愁。可当我
细品余光中先生的人生经历后再读他的诗时，我发现这不是
风格突变，而是浪子回头。余光中少时随母亲四处流亡，逃
避战乱，这使得他得以与底层人民接触，当时先生年纪较小，
尚未开始写诗。当他年龄稍长，日渐成熟之时，纵然他也思
念故乡，然而美好的青春使他无法面对故乡的过去，而他也
无法看清故乡的未来。这时，美好的爱情成了他的乌托邦，
以安慰他受伤的心灵，他不愿唱出时间的悲伤。然而，即便
在此时，余光中先生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正如《舟子的悲
歌》中所说：“昨夜，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
到大陆。”这就是一颗乡愁的种子，而不久的留学便让它生
根，发芽。所谓：“你不能够真真了解中国的意义，直到有
一天你已不在中国。”一来到异国他乡，余光中先生便感受
到了乡愁的第一部分，孤独。

“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
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温度。”这或许是刚到异
地的不适，日子一久，便说不定淡忘。但这仍不失为一
个“回头浪子”，不是风格上的改变，而是漂泊海外之时，
能回头望一望自己的祖国。众所周知，余光中教授是英文教



授，他在英语环境中应能很快适应，加上时光推移，他对故
乡或许便不再那么挂念了吧。然而，日子愈久，他对故乡的
感情却愈加深厚。纵然他桌上的中文书以只剩下三成，纵然
他在中国只到过九个省，在美国却曾踏过二十八个州，他仍
然是那么孤独。面对都市的繁荣与喧嚣，他默默地独行在那
片不属于他的土地上;面对周围海啸一般的人潮，他孤身一人
逆潮而泳;面对四周与中国文化不相干的一切，他独自书写着
乡愁这封世上最长的信。然而若只是孤独，不过在日暮黄昏
或夜深人静之际，独自东望神伤而已，却不必为“洋策士”
登上长城而愤怒，那是因为先生的乡愁，除了孤独之外，还
有对故乡的责任与归属。“在中国，你仅是七万万之一的中
国，天灾，你可以怨中国的天，人祸，你可以骂中国的人。
军阀、汉奸、政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你可以一个挨一
个的骂下去，直骂到你的老师、父亲、母亲。当你不在中国，
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的确，在中国，无论你走到什么地
方，无论那里的方言你是否听得懂，你仍会感觉到：“这也
是中国。”对周围的一切，你便似乎有了评头论足的权利，
批评或褒奖。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属于你正如你属于中
国。而当你远走他乡之时。那一切，被你赞赏、批评甚至曾
不屑的一切才会慢慢地清晰。无论你走到哪儿，那曾经的一
切都是你永远的归宿。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说：“一片大陆，
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而答案，在茫
茫的风里，没有人来问，只有你自己，默默聆听——聆听黄
河的歌唱，聆听长江的鼻音，聆听你红海的呼啸，聆听所有
人血的合唱。而正因为有这血浓于水的关系，余光中先生无
法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家国兴亡的责任。他不允许一双
陌生而鲁莽的脚，踏在自己一直想抚摸跪拜的长城上，这是
中国的尊严，也是他的尊严。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屈辱，身在异国他乡的余光中先生
自感无法推诿，他说道：“中国啊，中国，你全身的痛楚就
是我的痛楚，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这样的的历史
使命感，赋予了先生的作品更深厚的内涵。而这些归结到一
点，就是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



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
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从
面的这首《欢呼哈雷》中不难看出，余光中先生已然将目光
投向了自己死后，投向了永恒。乡愁，可以是一个人的思念，
也可以是一群人的传统，更可以是自古至今所有人永恒的情
怀。

这也就是为何先生的诗能感动无数游子，能影响中国的文学
史。他意识到，自己不过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一条思乡的
小鱼，滔滔的中国文化大河不会因一条鱼的离去而改
变，“正如从古到今，，人来人往，马嘶马蹶，月缺月圆，
万里长城长在那里。李陵出去，苏武回来，孟姜女哭，季辛
吉笑，万里长城长在那里。”而唯有意识到这一点，乡愁才
显得深沉而庄重，它脱去了时间的浅薄，在永恒的长河中沉
淀，而也未有不变的永恒，才能寄托余光中先生无限的乡愁。
而此时，对祖国深情的回眸一望，便不再是初来乍到的不适，
而是红如海棠，白如雪花的乡愁了。

余光中散文在线阅读篇三

“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
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他的。”这是余光中先生中的
一段话。余光中把余秋雨与梁实秋，钱钟书相并列。的确，
余秋雨散文的出现，从到最近的，十多年来，余先生的散文
读者众多，好评如潮。有人评论说：从空间上它进入了民众，
从时间上进入了散文历史。树立起一座散文的奇峰。

拜读完余先生的几部散文集，心中不由感慨万千!秋雨散文，
由以及组成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在我们
看惯了标榜散文的精巧灵活之作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一道
亮丽清新的风景线，如一缕清风拂人心田!。它摆脱了沉湎于
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
大散文，当然不是篇幅冗长之大，而是体现为一种沉甸甸的
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衮毫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



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
的智慧与思考。

第一次接触秋雨散文是。“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
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
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
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
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
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文章中没有
细节，没有历史人物，没有山水胜迹。行文中充盈着闪光的
智慧，蕴涵着深刻的思考，饱蘸着浓郁的感情。

残简断垣中，那优美的语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就
像磁石一般强烈的吸引着我。走进废墟，他体会着历史的沧
桑，品味着文化的内涵，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
进程”的慨叹;面对着敦煌，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感受着历史的强悍与苦难，感叹着”飞天的后人”。余秋雨
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理性的严峻，考察中国现存的原
始文化，去贴近文化的大生命，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正如自
序中提到的”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文人与古代
文化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
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
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

就这样，山川草木，楼台轩榭，庙宇亭阁，云月飞鸿，都与
人的呼吸相通，散发着文化的魅力!。道士塔，莫高窟，阳关
寄托着他悠远的凭吊;寂寞天柱山，风雨天一阁，承载着他浓
重的感喟;白发苏州，江南小镇，蕴涵着他深沉的思考。贞节
牌坊令人感慨，新加坡的坟人使人震撼，贵池傩事又警人反
思!边塞大漠中，留下他道道车辙，庐山石级沾下他轻轻的脚
印;江南小巷中回响着他的感叹，残简断垣中闪现着他伫立的
身影。。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苏东坡突围，一幕幕历史
被用文化的眼光注视，用优美的语言阐释。——跋涉于残阳
废垒中临西风古道，与一页页风干的历史对话，抚摸着古老



民族胴体上的伤痕。对文明的叹惋，对生命的.珍爱，对自然
山水的理性追求，汇成一种冷冽的忧患意识，这是历史的感
悟。它是冥冥夜色中一星遥远的灯火，若明若暗，忽隐忽现。

看过《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我们觉得中华民族并
不是哄传的那样顽固与腐朽，而是更为的强健，尤其是在我
们看过后。余教授考察着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
乃至印度文明，承载着感受着它们不同程度衰落的震撼，反
思着中华文明历经风风雨雨而生生不息以至强健的缘由。金
字塔。帕特农神庙，泰姬陵，一个个熠熠闪光的名字，都进
入余教授自由驰骋思考的天空!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情致深
惋的微观体悟，它流溢着历史诗情的的沉郁柔丽，张扬着现
代飞天的吟啸。它不动声色却有内里乾坤，波涛澎湃又不失
骄矜，天马行空遨游于无限时空回眸一顾却尽显生命本色!

还是以上推荐大散文的评论作结语吧!”它力求新的观念和审
美取向，既要感悟人生，富于智慧””对历史和现实有合乎
今人的审视品味——-有历史穿透力，敏于思考，有助于再铸
民族精神和人文批判精神的散文”。暮色四合，喧哗的一切
复于平静。静静的夜里，最好莫过于读书了。一盏孤灯，一
杯浓茶，细细品味秋雨散文。读罢掩卷沉思，顿觉韵味无穷!
有感于此，姑妄言之，姑且听之!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600字二

余光中散文在线阅读篇四

原文：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
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
似乎把伞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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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回家，曲折穿



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
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
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
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
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
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是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
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
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
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
慰孺慕之情。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
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
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
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
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
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
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
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
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
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
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
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
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
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
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
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
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蜗牛的腥气吧，毕
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
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



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有一种美感。大陆上的
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
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
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
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
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
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
串成。十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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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
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
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
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
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
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
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
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
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
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
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
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
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
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
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
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
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
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
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
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



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
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
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
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
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
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
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海底的热
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
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
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
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
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
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濑泻过，秋意便弥漫日式的
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
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
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
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
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
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
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
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
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
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起，
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
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
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
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
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



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
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
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
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
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
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
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
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
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
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
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
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
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
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
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
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
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
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
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
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
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
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
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
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
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
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
听那冷雨。

赏析：



作为我国现代的著名作家，余光中的创作是多方面的。他既
能写诗，又能写散文、评论，还有相当数量的翻译作品。他
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多妻主义者”。梁实秋曾评价说
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听听那冷雨》就是余光中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后收入作家
同名散文集《听听那冷雨》中。

作家通过对台湾春寒料峭中漫长雨季的细腻感受的描写，真
切地勾勒出一个在冷雨中孑然独行的白发游子的形象，委婉
地传达出一个漂泊他乡者浓重的孤独感和思乡之情，表现出
一个远离故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依恋和由衷的赞
美。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
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
也似乎把伞撑着……”作家从雨，想到那一块久违了的土
地——古老的大陆;从金门街到厦门街，从金门到厦门，想到
了常州人，南京人，江南人，川娃子，五陵少年，杏花春雨
江南……;从杏花、春雨、江南，想到了方块字和古老的中国
文化，“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
仓颉的灵慧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
向心力当然常在”。作家又从雨谈到了在国外的感受，要想
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只能回到中
国，“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
味”。接着，作家调动了一切感官——从听、观、嗅等多种
感觉方式入手，极力写出雨中的诸多情趣。“听雨，只要不
是石坡惊天的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无论是“疏
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
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处，更笼上一层凄迷
了。”从古代得竹瓦，到今天的楼房，从中国传统式的房子，
到日式的瓦屋，“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
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
的节奏……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扣吧挞挞地打，间



间歇歇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最后，作
家写道“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一点
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前尘隔海。古屋不在，
听听那冷雨”。

《听听那冷雨》在艺术上亦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首先，作品具有浓郁、幽远、深广的意境和浓重的思乡之情。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讲
是乡土的，乡土性作为中国社会的本质属性之一，决定了这
个民族对土地的重视与珍爱。”余光中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浓
重乡土情怀的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二十五年背井离乡的
经历化成了幽远、无法割舍的情思。作家自己曾说“萦绕在
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我慢慢意识到，我的
乡愁现在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
眷恋”。因此，作品必然抒发作家思乡、恋土的情怀。在散
文中，通过雨中幽远的情思，把作家对少年生活的回忆、中
国大陆古老的文明、古诗画的意境与对现实生活的诸多感受，
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曲委婉、悠长的歌，其中对故园、对
乡土、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和追寻，像无尽的潮水一样涌来，
创造出了幽远、深广的意境。

其次，作品想象绮丽而多变，并大量采用了比喻、对照、联
想、烘托等表现手法，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雨是一种十
分常见的自然现象，下雨是所有人都有过的生活经历。但是，
作家却能从这平常的生活经历入手，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感受。
从雨中的金门街到厦门街，想到金门到厦门;从常州人、南京
人、川娃子、江南人，到杏花春雨江南;从杏花、春雨、江南，
到方块字和中国古老的文化等等，作家极尽联想，而雨中的
诸多感受——听觉、视觉、味觉、嗅觉等诸多感觉方式和奇
妙的比喻、烘托，更加深了作家思乡情怀的表达与抒发，取
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第三，作品的文字典雅而富于弹性，巧妙地融古典语汇与白



话于一炉，具有极好的音乐感和节奏感。余光中具有良好的
古典文学修养，又接受了系统的白话文的训练，在创作中自
然得心应手，既注意运用长短相间的句式，又注意通过双声
叠字来增强乐感和节奏感，而绵密的想象和意向，更进一步
渲染了散文的情趣。无论是大雨的滂沱，小雨的淅淅沥沥，
再加上大量双声叠字——如“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
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罢沉沉地弹，徐徐地扣吧
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
再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使散文
节奏明快，又典雅明丽，可与唐代诗歌白居易《琵琶行》现
媲美。

读后感：

见它从打印机中滑出，为何今日打印机的效率如此之低，总
是迟迟不将这好文章吐出，煞是让人有点为之所急。所幸，
这三张半的文字终被我获取。一拿到手便反复地看了三四次。
回回感觉不同次次回味有异。实有种无法释手之感。

初读此文，就被余光中先生的博学所倒，也许这些博学几乎
所有的大家都知晓。这米氏父子、五陵少年，但人所具备的
文学底蕴却是遮掩不住的。余秋雨的深刻，丰子恺的孩气，
叶圣陶的平易近人，总是可以在文章中看出点滴的。

再读《听听那冷雨》，我竟读出了《声声慢》的味道。寻寻
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李清照和余光中，所见到的雨，大概是，同一时段的雨吧，
但他们的相隔了千年之久，所带来的感受，却是如此相近的。
因为中国的雨是千年不变的。就象余光中说过的：蓝墨水字
的上面就是汨罗江（待考证）。中国的每样事物大概都有中
国五千年的沉淀。所以中国的雨千年来也永远都是滂滂沱沱，
淅淅沥沥，清清爽爽新新的。

文中所写，一个方块字，就是一个天地，然也。一个雨字，



便是天地的连接，当中的四点，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
化，中国的骄傲，中国的思想。中国的雨，它，沉淀了，整
个中国。大禹治水，映雪苦读，上方谷雨救司马懿。雨冲出
了中国的历史，也将历史冲淡了许多。

三读文章，却读出了一种惋惜之情。文中的古屋听雨，是如
何之诗意，如何之惬意啊。听、雨之纤纤细手拂弄着无数黑
键啊灰键，把晌午奏成黄昏，听那点点滴滴点点，忐忐忑忑，
忐忐忑忑，绵绵潇潇绵绵。一阵冷雨，把冬落成了春，把夏
又拂成了秋。而如今，雨点却只能溶在水泥里，雨已成了没
有音韵的乐音，瓦的歌唱已成绝响：雨来时，已不再，丛叶
嘈嘈切切，不再闪动那湿湿的绿光，鸟声减了，蛙声沉了，
虫吟没了。只是叹息，只是后悔，千片万片的瓦响已成了脑
海中的一隅思念和回忆。这世间已再没有少年听雨，红烛成
昏；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白头听雨，僧庐下了。

这种中国式的惋惜，是一种怀旧，是一种思念，是一种对祖
国、对大陆、对家乡的思念。一位老人对大陆统一的期盼！

余光中散文在线阅读篇五

从小吟咏着余光中的《乡愁》长大，相望着的那一方的土地，
满溢着我们的思念，更回荡着忧愁。同一片月光下的我们何
时才能举杯共邀明月，言欢共饮长江水。然而，在四川省及
周边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在哀痛与悲伤面前，让我们
强烈的感受到“唇齿相依，手足相连”的血脉亲情，那是一
种发自心灵的统一。

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骨肉亲情，在大灾难面前，愈加强烈。
从5月12日汶川地震的灾情-灾区以及受灾民众，成为中国台
湾社会的焦点。台湾同胞们都红着泪眼互问：“我们可以为
灾区做点什么?”台胞们的捐赠救灾行动蔚然成风，催生出一
幅幅感人画面。大量人力物力涌向中国，为中国的每颗受伤
的心，滴血的翅膀带来一份慰藉与抚慰。来自台胞们急切的



捐款的电话系着这一头，在那一头，成千上万的那一头也在
急切地等待着，系着这头，系着那头，而电话服务的这一头，
恨着自己为什么就只有两只手!此刻台商都动员起来，很多台
商捐了又捐，在这一刻他们决不计较着生命的豪华奢侈的投
资，在生命的礼遇面前，所有世人同逝者默哀，向生命的尊
严致敬。平凡人的爱心，则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汇聚而来，
在阴霾里化作缕缕温暖的阳光，轻抚着大陆同胞的心坎。

20多位中国台湾的飞行员，舍小家顾大家，纷纷主动请缨上
阵，一个坚定的信念是鹰的誓言，要驰骋昨天的废墟。回旋
的气流，记录下你一次次最美的弧线。红十字会的爱心团队
也在第一时间来到这片满目疮痍的黄土地上，青铜的光辉下，
在奔跑，再争夺，这片黄土地上每个人生的权力。放飞着一
只鸽子的心，带上温暖与祝福，去寻找那一颗颗恐惧又胆小
的心，一路陪着天使来到天堂，在纯净与美丽中寻找快乐。
从不放弃过自己的诺言，从不背弃过自己的信念-将爱传播下
去。在地狱边上，中国的战士不孤独。在浸染着阴霾与红色
的世界里，有无数条黄色的丝带潇洒的飘扬，有着那一条条
不屈的铮铮铁骨汉子，一根根不弯的凛冽的脊梁。同一个信
念，同一个誓言：希望必将与中国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