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梧桐小筑散文随笔(通用8篇)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提出
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讨论一些关于意见建议
的实用技巧和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

梧桐小筑散文随笔篇一

有一只小船，在我的心里。

船儿很美，但我疑心这是假的，或是上天的恩赐，总之，绝
非自己的。那又怎能是自己的呢？随它去吧！我相信，人生
就是只小船！它是要从小溪，从河流，从泉眼，从雪山之颠，
奔到大海里去的。大海有时平静，可有时也很凶猛，会掀起
万丈巨澜，不过，我也放心，因为大海的胸怀总是博大又宽
广的。即使是葬身于惊涛骇浪中，只要能领略大海的雄姿，
也算称得上一只真正的船了！

然而，我喜欢小船，并非今日始；对小船产生强烈的爱，也
非大海的启示。

记得孩提时，天真的，贪玩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又都想
知道。还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邀了伙伴们去小溪游泳，这
小溪曲曲折折的，清澈极了！水中的游鱼和水底斑斓的彩石
楚楚于目前，水动着，鱼儿也动着。这小溪拐弯处，偶尔也
有一潭绿水，正是游泳的去处。我们各自用道林纸叠成一只
小船，放在水里航行。那时，我高兴得跳起来，想着自己长
大了一定要当一个真正的船长，要去真正的大海远行。

大概是夏天，雷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正当我的小船乘风破
浪，顺流直下时，一阵雷雨打湿了小船，水也污浊了，并且
涌起浪头，凶神恶煞般，扑向我的小船。我的小船挣扎着，



摇晃着，终于没能抵挡住“洪水”的袭击，被它们吞没了！
当时，我急得直哭，哭得好不伤心！从那以后，我就日日地
怀念那只小船了！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大
海，也没有见过真正的船长。

日子过得真快！满载着希望与理想的生命的小船，从刚刚落
地时，就剪了彩，开始了艰难的航行。而掌握这只船的命运
的是我，还有小溪，大海，泥土，和其他的东西。

一次，我又看见也如我那时一样的孩子们玩着纸船，我又一
次地看见了那桅杆，那白帆，那船头！但我知道，这船快要
到尽头了！它载的东西也多起来：学业，工作，年龄；爱情，
婚姻，家庭；社会，生活，事业，……一切都载着了！我也
茫然了。作为一个船长，我忽然不知所措起来：临近大海了，
却又怕海；该大显身手了，却犹豫不决。我想抛掉一切重负，
又怕“避险”过当！我有权力亏对人生吗？只有大海在呼唤，
小溪在催促。我是该前，还是该后，还是该停呢？我不会拉
纤，也不会在大海中求生，不知道该用什么材料来重造或维
修这只将沉沦的船，只任小船哭嚎！

我陷入了思索，我寻觅，在那遥远的地方！同时，我也问天，
问地，问大海，更问我自己。

真的，有一只小船，在我的心里！

梧桐小筑散文随笔篇二

也许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也许是执著于那一份淡泊宁静，
更可能是钟情那一缕革香，那一声鸟鸣，退休了的爷爷奶奶
义无反顾地搬进了山里，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寒暑假期，我最乐意去的地方，就是爷爷奶奶住的小山里了。
拾级而上，远远地就听到了一声声犬吠，山顶上黑瓦红墙的
小屋，便是他们的山林小筑。羡慕他们的从容，淡定，喜欢



他们在那欢乐的犬吠中迎接客人的淳朴气息。能在经历了人
生种种后回到原点，返璞归真，应该是这片山林给予他们最
好的礼物吧，也只有这片山林能给予他们。

夏卧竹林秋收桂――依我看来是再美好不过的事了。

盛夏，随手拿一绳子编成的网席，选两棵最粗最壮的竹子一
绑，翻身而上便可度过午后的'美好时光。阳光透过竹叶洒下
细碎的斑驳的光辉，偶尔一片竹叶悄然落下，静静的竹林里
只有小虫时而“吱――”的一声，然后又是一片宁静。躺在
网席里打个盹儿，看看书，再舒服不过，了。睡梦中，竹林
贤者的琴声或许能跨越千年，随风而至。风中的曲调，无论
是那山中长啸，还是有如仙乐一般的《广陵散》，都化做遥
远的绝响，却又恍惚在耳畔划过，变成了梦中微笑的呢喃。
也只有到了这时，心灵才能真正找到休憩之所。

金秋时节，那满树的桂花黄灿灿的。拿一大块布铺到地上，
使劲摇着枝干，摇下一地花香，摇晃出一片飘金雪的天地。
头上，身上，点点金色，泛着浓香。仔细一闻，闻到阳光的
香味儿。阳光的味道总在不经意间落到万物身上，也只有当
心沉静在这一片山林中时，才能感受得到。离开时，仿佛听
到诗人的吟唱：“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那至少，我
还能携这一身桂花香。

有时，我情愿在这片山林中停下脚步，将城市的车水马龙、
灯红酒绿所带来的疲倦与伤感抛弃，将生命中那些拼搏藏匿
到最深处，在这片山林小筑中平淡生活。但离别终要来到，
那风雨茅庐，那东篱之菊，那云起云落，终归是不属于我的。

车子行驶时，我凝视着那慢慢远去的黑瓦红墙，雾气氤氲，
渐渐看不见了。

路过一片田地时，我仿佛看到海子在田埂上，静静行走，哼
着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调子，沐浴在一片阳光下。是大自然



将他的灵魂唤回，让他做个安静的守望者吗？眼前那片雾霭
渐渐散去了，我看到了柔和的阳光，看到了一只小鸟从竹林
中跃起，扑棱着翅膀，飞向苍穹，又欢叫着回到竹林中去。
我想，当有一天，我在尘世中迷失了自己，或是厌倦了拼搏，
那么干脆背起行囊，回到这里，享受一份“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淡定。但现在，我必须选择离开，选择奋斗，
这是生命给我的责任。

梧桐小筑散文随笔篇三

古曰勃罗，今谓博乐，雅名之化，一脉相承。昔囊阿拉山口，
括双河，今辖四街四镇一乡两牧场，驻兵团农五师。阿山环
目，博河荡心。四季景美，如诗如画。市署南城画眉，州府
北城点睛。哈国为邻，丝路为经。神州西北之重城，亚欧相
接之津梁。蒙维哈回，多族共居，汉民众多，呼吸与共。赛
湖名胜，享誉中外。博河新景，驰名遐迩。

博乐之博，在天高地阔，风清云淡，目之无极；博乐之乐，
在人欢水笑，悦之无穷！

博乐之春，千呼万唤，手抱琵琶，步履姗姗。银冠霓裳，玉
骨冰肌。有意弄春，贵妇一般。巧在刹那成妖，摇身万变。
姹紫嫣红，百花争艳。枯木三日尽吐绿，春燕万只齐唱歌。

博乐之夏，天如玉，云似银，日光喷火，戈壁跃金。牛羊跳
舞，骏马飞奔，生机与阿山齐舞，浩气与博河共腾。西瓜满
地赛大肚，苹果争枝比异香。

博乐之秋，红似火，黄如金，绿胜碧。山呈五彩，地有七色。
水中映彩霞，人着百色装。枫叶与红柳比丹，海棠和牡丹赛
红。胡杨白桦晒灿烂，红装艳裹展辉煌。棉花含笑，秋果吐
芳。诗无力，画无功，天赐胜景，美不胜收！

博乐之冬，玉树琼枝，天鹅戏水，游人如织。歌女如云，画



家成行。银装素裹胜仙境，风刀霜剑赛春光。滑雪男女风中
舞，观鹅老少岸边唱。水中有百美，地上见万俏。相机喷热
泪，人儿心潮高！

梧桐小筑散文随笔篇四

这条小红鱼，自从晚上被带回家，一直独自藏在水草丛里，
靠近水面的位置，很不合群的样子。

觉得奇怪，观察了一会儿，心里蓦地一揪——它的尾鳍缺了
大大的一块，难怪游动的时候显得那么费劲儿。这么独来独
往的是因为自卑吧。

看着其他的小鱼们在下方水域游玩嬉戏，完全不靠近水面，
更不理会水面区域的它，暗自觉得它们不够意思，心里越发
怜悯起小红鱼。

就在我为它有些乌云笼罩的时候，小红鱼的肚子翻了起来，
一番挣扎后没过多久彻底停了呼吸。原来“不合群”，只是
因为快要离去。妹妹把它安置在一个小瓶盖里，然后我们开
始看电视。

鱼缸里绿色的水草伴着缤纷小鱼们的欢快游动，这样生机勃
勃的`场景不时吸引着我的注意。几只小鱼开始向水面探头探
脑，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小鱼在水面区域游动，原来它们是
喜欢水面的啊。

原来它们是喜欢水面的，那刚才呢，为什么只在下方水域活
动？

这么一想，刚刚的情况顿时变了一个味道。我因为同情弱者，
认为这些小家伙“不够意思”，擅自揣测它们是恶意。可原
来，它们也许是想让快要离去的残疾的小伙伴独自享用最好
的水域，这也许是它们能给它的最后善意。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两种猜测何止是南辕北辙。

也许我的也许依然是不靠谱的擅自揣测，再也许小鱼们可能
视它们将死的同伴为污染源呢。

我无法变成一条鱼置身其中，可是我，今天却觉得，被几条
几厘米长的小鱼，打脸了。

梧桐小筑散文随笔篇五

小园原本是我家的后花园，在我们入住之前，物业在里面种
了很多的花，后来被“务实”的我们改造成了菜园。这几十
平方米的小菜园也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和些许的便
利。我最爱种的就是南瓜和大蒜，还有蕃薯，它们不娇气，
很好养活，记得前几年每年都能收获几十个老南瓜，制成香
甜的南瓜干，成为颇受欢迎的零食。

然而今年却是一无所获，因为今年的南瓜种子是老爸从深圳
带回的“特区南瓜种，也许是特区的种子到此”水土不服"之
故吧，它竟然只开花而不结果，颇为遗憾。前段时间种下的`
大蒜已经长成筷子长了，然而却是不壮实，在察看了邻居家
的菜园后，我才知道我忘记了一道很重要的工序：在大蒜种
子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或者是干枯的杂草(知道是什么原理吗?)，
小时候我看妈妈种大蒜都是这么干的，因此大蒜茎又长又壮。

今年我没种蕃薯，然而在小园一隅却偷偷地长了一株出来，
在我的不闻不问中它却是自得其乐，枝枝蔓蔓牵牵连连，很
快占据了小半个菜园，今天下午我心血来潮，准备收获了，
理清纠缠不清的枝蔓，却惊奇地发现它的根竟然是浮在地表
上的，我期待中的所谓蕃薯只是一个拇指大小的一节细根。
太神奇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没有深埋在地底下的蕃薯块茎
提供养分，它的藤怎么能长得那么旺盛呢?而且入冬了，叶子
还是那么青翠!小小一方菜园，带给了我无限乐趣，满足了我
骨子里的农夫情结。



梧桐小筑散文随笔篇六

邻居家有个小孩，因为总惹得我毛火，暂且就叫他小调皮吧。

小调皮跟儿子一样大，读幼儿园大班。每天小调皮去上学的
时候，其实也不迟，可是那个学校的车来得太早了，六点钟
天亮，六点四十校车就在对面的公路上等了。于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对面的老师在叫小调皮，小调皮背着个书包，跑一
会，停一会，小调皮的妈妈在家叫小调皮“加油!加油!”而
小调皮呢?要么停在路上捉小虫，要么走到更远的小路上，转
一圈再跑到校车前。弄得所有的人都干着急。这样的情形不
是一次两次，几乎成了小调皮上学的.一道风景。

那天我在栽秧子，小调皮放学了，他放着大路不走，竟然走
上了我栽秧子的田埂上。要知道这条田埂是小埂，只有巴掌
那么大，先一天还让老公敷了一层稀泥。看着小调皮颤颤巍
巍的象杂戏演员走钢丝一样走过那条小埂，我手心捏了一把
汗，真担心他会掉到田里摔一身泥。但是他没有，没由得让
我对他另眼相看。

我经常听到小调皮的妈妈对着小调皮“一，二，三”的叫，
或者被罚站在门前，有一次小调皮看到摩托车从门前过，竟
然把还在学步车里的妹妹推到了路上，好在摩托车手刹车的
快，但也惊出了一身汗。那次又被打了。

这就是童年，一个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童话世界。

梧桐小筑散文随笔篇七

很长时间没有在外面喝茶了。

尤其是一个人。

昨日，请了假送儿子进城参加高考，想到回家也是在家休息，



而且往返也是浪费油费，又难得有这个休息时间，就索性决
定找个地儿喝会儿茶。

由于天气炎热，决定找个室外阴凉的茶室。

可是，沿着考场所在街道找了个遍，所到之处，所谓喝茶的
去处，都离不开打牌，喧嚣得让人无所适从。

正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拐弯的地方，出现一到宽不过一
米的小门，门额上用红色篆体字写了四个字“梧桐小筑”。

好优雅的名字。

在我，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由此，这个名字勾起我对它的存在的向往，于是驻足凝目：

门的两边挂桌两个小灯笼，上面用宋体字写着一个“茶”字。
由于是白天，灯没亮，所以不显眼，如果不细看，你是发现
不了的。整个门体，呈现出灰色，门的上沿，用古老的灰黑
色的土瓦装饰，到也显得有些返古的味道。

就这种简单的格调，让我开始有了些兴致，于是我信步走了
进去。

迈进门，踏入的先是一个不到2你深的巷道。巷道的左面墙体
上，书写着苏东坡的“莞溪沙”，右面墙体书写着“宁静致
远”几个字，绿色的字体，给人以心静的`感觉。

直走，右面的墙体上画着几株竹；正中墙体上，是用棣书写着
“禅茶一味”四字，仿佛给人一种如入寺院的体会；上空，
大约有5个平方米的面积搭建的是一个简陋的棚架，上面布满
了长满了绿幽幽的青藤，遮天蔽日，使得整个空间清凉有佳。

转左，大约20平方米空地，用600见方的石板，间或用条型的



大理石隔断，行成一个个田字格，给人简约清爽之感。

空地的右边，修建了一拗简单的花台，之中种植了几粒小树，
点缀着蔓上临家的墙壁，塑造了一个十分和谐的版画；正中，
青一色的原木修建了两间板房，板房的正中，拔地而起，长
着一株梧桐树，其顶端枝繁叶茂，向四周散来，把几间屋子
和大半个空地都罩着，让阳光都只能从其缝隙中挤落进几滴
光芒，而无力道，照在人身上，似无一物，没有丝丝夏天日
照的威力；右边，同样是原木搭建的几间板房，房顶，青黛
的琉璃瓦上，海纳了梧桐树散落的败叶，看起来显得沧桑，
但在梧桐树掩盖之外的青蔓掩映下，一下子焕发出几多生机，
盎然有趣。

总共不过五间茶室，只按照一层的基调修建，除了几盏红色
的灯笼，没有豪华的装饰，却让人有返璞归真之感。

就是这里：优雅的环境里，没有其它地方的喧闹，已经在这
里的人，多是喝茶聊天之人，即或是忍不住娱乐之人，也只
是打打纸牌，轻言细语。

都市里，相比之下，这里是最好的选择了。

“请问，你是喝茶吗？”

一个略显富态的女人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之中。

“是的”。我如是回答她。

“请问你喝什么茶？”

她问了下我之后，未等我搭话，她就把能够提供的茶品报了
给我。

“来杯竹叶青吧”。



“请稍等”。

说完，她转身走了。

不过一分钟，她拿了一杯茶，同时拎了一瓶水。

“多少钱？”

待她放下茶杯，我即刻询问到。

“这是我们自制的茶叶，5元一杯”。

刚开始，我没听懂她说的意思，待我弄懂自制茶叶是什么意
思之后，递给她了5元钱。

5元钱一杯的茶，在我的印象中，差不多左右的时间没喝到过
这么低价的茶了，所以，待茶稍冷之后，我端起茶杯先将鼻
孔凑到杯口闻了一下，确有一丝淡淡的茶香。嗯，茶叶不算
坏。

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爱茶，善品茶之人，但喝得久了，也
还能够喝出点茶的感觉来。

所以，闻过只后，小酌一口，让茶水在舌尖，齿根，口腔里
流转了一圈，感受到了茶水有细微的一点清香，有点茶叶本
身的涩，有一点不易察觉到的茶渍回味。

不算什么好茶，到也差不到哪里去。

在我看来，于我，享受这份清净，才是我的初心。

所以，我不再计较茶的本身。

于是，在这份宁静的氛围里，我开始忘记我的过往，一边小
饮，一边阅读着智能机上给我带来的愉悦，淡淡地消耗着这



个短暂的闲暇人生。

梧桐小筑散文随笔篇八

梧桐叶子落下的时候，秋，就疏疏朗朗地站在上海的街边了。

五原路是旧时的法租界，被老上海称作西区的地方。西区多
的是浓密的法国梧桐，镂花的铸铁栅栏，幽深的横街窄巷。
每年到了这个时节，阳光下的街景，苍绿、赭红、明黄。空
气懒洋洋地流动着，午后多变的光线，将行人、车子和老房
子晕染得斑斑驳驳，像水彩画，闪烁着淡淡的、透明的轻愁。

那时的下午，去到三楼的大露台，坐在阳伞下，看酡红色的
梧桐叶子在秋风中婆娑翩舞，那一片片叶子，摇曳生姿，醺
醺然的'样子，像刚刚饮过了葡萄酒。那种韵致，总叫我想起
那首古琴小曲《梧叶舞秋风》，灵动的泛音，一低头，一拨
弄，风舞叶，叶弄风，轻盈若许，清清泠泠的秋意便全洒落
在弦上了。

若将上海比做一袭华美的袍，西区便是最精致的里子，古香
缎料子，手工纫出，针脚细密；而陆家嘴和南京路不过是金
丝银线的电脑绣花面子而已。一切，都是因了这些梧桐，高
楼林立的cbd虽有华盖如亭的香樟，却少了这些梧桐经年沉淀
下的沧桑和气息。

中山公园也有很多梧桐，稀疏的梧桐。古人咏秋，喜以梧桐
和雨来营造伤秋的意境，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李清照的“梧桐
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古人的秋，如同古琴上的
秋，俱是寒意，浸入骨中的是离别，是寥落，是悲戚。然而，
如今午后去中山公园，感受到的却是秋阳中梧桐的宁静与超
然，那是一种美丽的凋零，细细金风中，叶叶梧桐坠，如一
出大戏谢幕时名伶们优雅的转身，余音袅袅，余韵未尽。

经历了一个夏天的喧闹，梧桐叶子也都像飞倦了的蝴蝶似的



累了，悠然地从枝头纷纷飘下，漫落在青葱的草地上、干净
的路面上、清澈的水面上，还有无人的长椅上，舒卷着、呢
喃着，像是要睡去。

想起年少时光，想起那时有过的思念，也曾如夏日里的梧桐，
密密匝匝，似一张绿色的网，箍得自己透不过气来，而人在
那网中，越挣扎却越是思念。如今，这些思念，都落下了。
留在枝头的，是阳光，是云，是湛蓝辽远的天。

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凋零原就是一种解脱和释然。从此，
想起那些曾经的思念，只要静静的回味，深深的呼吸，就够
了。

闭上眼睛，一片被露水打湿的叶片从脸颊拂过，羽翼般，轻
轻的，像他的指尖。

低头，一地梧桐，碎了的玫瑰金一般，安静，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