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写景散文名篇(优质7篇)
答谢词是一种礼仪性的言辞，能够表达我们对他人的感激之
情。在写答谢词时，可以结合一些特殊的场合或活动，使之
更具独特性和针对性。如果你对答谢词的写作还感到困惑，
不妨看看以下精选的答谢词范文，或许能够给你一些写作的
灵感。

经典写景散文名篇篇一

傻子还没傻去之前，是个铁匠。傻子曾在铁匠铺里对傻子说，
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穿着一身铁甲，走起路来，哐啷哐
啷，像个铁打的战神。

——《乌蒙山记》

在很偏僻的乡村里。有一个会爬树的傻子。大家谁也不理他，
由着他一树又一树地奔波。桃花树，镇村之宝。待旧风归去，
新风又起时，漫村粉嫩桃花绽开，美得妖艳。

大家都爱赏花，这漫村的花虽是年年皆有，可偏偏是艳而不
腻。

傻子会躲起来。每至花开正盛时。

我看见他躲在荒废许久的田地中，他在杂草后抽泣。手里捏
着一瓣早已泛黄的桃花瓣。眼泪将花瓣压弯，却没有好看的
闪烁。我给了他块手帕。“离别总是难过的。”不知怎么就
脱口了。我不知道傻子为什么会哭。

晚上回家吃饭时，随口和父母提了几句，父亲不知怎么就叹
了一口气；而母亲则拿出了冬天余下的艾叶，让我跨火盆，
嘴上念些令人不解的碎语，颇有几分傻子的风范。



桃花开始耷拉了下来。如同人们赏花的兴趣。我发现，傻子
回来了，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

傻子不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桃花树。没有眼泪，可能是流
干了吧。因为他的那些缝隙里明明容满了哀伤。恍惚间，我
忘记了傻子傻了，他好像只是在目送着好友。

桃花谢了的时候，傻子好像疯了。

他抓住每一个人的肩膀，不停地晃着。嘴里不停念着：“我
听见桃花落的声音了。”可是，见着我，却是极为和善地点
点头。

是下一年春天。

桃花依旧夭夭，依旧灼灼其华。傻子依旧躲了起来。我无意
又走到了那一处荒田。在杂草间，我依稀见到了傻子，没有
抽泣，只有喘息。不知为何，他手腕溢血成流。我慌了神，
赶忙撕了衣上的布条要去抑止。傻子摇头了。他是笑着的。
眼神落在手上。我将手打开，是我的那块手帕。

里头，是那泛黄的桃花瓣。

我认得它，即使它早已腐化。因为我的眼泪落在上头，将它
压弯，却没有刺眼的闪烁。

“桃花夭夭”之时已去，“灼灼其华”之日已逝。

我好像听见桃花落的声音了。

经典写景散文名篇篇二

若叹生命之须臾，则似水年华不返往复。



余幼年记夏，雨水叮咚，屋檐角柱，水气弥漫，繁花似锦。
小小年纪，不谙世事，却唯雨都衷。每逢夏雨如注，独坐窗
前，默默不语，暗自欢喜。听雨如琴，丝丝缕缕，不绝于耳。
任繁华殆尽心淡然如菊。少年梦，字字珠玑，观雨赏夏。小
户佳苑，独处一隅。空留一屋宁静一人，一水，几声，足矣。

我家有女初长成，年方十七，入学城南，修文于室。谈古今
文字，晓人情事理，通一方文字，懂世道人心。论无论多久，
年岁几何，唯听夏喜雨不变。雨滂沱，蝉鸣皆无，燥气渐退，
清凉四起，浸十七灵气，化今世冤愁。

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xx年夏夜，狂风大作，雷
霆轰鸣，闪电空照人心。女于梦中噩梦缠身，于风雨交加日
倏尔惊醒。恰逢雷公电母，大惊。转而辗转，寤寐不思。于
是一病不起，万物无主。

病日益重，心日益沉，母女日复一日，心如刀绞，万籁俱灰。
纵母求告四处，无力回天。年中，惧病，休学一年。此时再
遇夏雨，此情此景哪堪几回首，只剩泪水涟涟。只消文字解
愁，却举笔若千金，往日思敏，空留愁绪。

彼时彼刻，怨天尤人总是空愁。百无聊赖，空留一皮囊托残
华。休学家中，母无奈辞职，求医四处。母女此时身若浮萍，
幸得亲旧庇佑，辗转往沪。病中烦绪不消多讲，复述该女复
学之事。

守得云开见月明，等余复学，考入杭城，一晃五六年倏忽而
过。又是一年盛夏时，余二十四岁，蛰伏数载，着《倒影花
开》短片散文小说集筹备问世。

花开花落只为度一世繁华，风淡云轻只为晓半世情仇。愿每
个人都被这世界温柔相待，愿每个人都如此版慈悲为世。不
恼不怒，不卑不亢，不停不息。没有人会被遗忘，没有人就
此停息，生命如水般往复，时间如雨般冲刷。雨后残红美如



花，雨前烦闷却已销。生命如夏雨般猝不及防，如夏雨暴躁
到身心俱疲；却也如夏雨般澄澈，如夏雨般欢喜到骨子里。

经典写景散文名篇篇三

"李桃同学，你已成功报名我校第29届马拉松比赛，体育组预
祝你获得佳绩！"看着手机上的信息，她彻底懵了，随后是满
心的气愤。

＂教授，我去上个厕所！她＂腾＂得从椅子上站起，在众人
惊讶和诧异的目光下冲出教室，以抢鸡腿的速度奔向体育组。

"果然是你"！来的路上，李桃早已料到是她的室友何英英给
她报的名。说来也奇怪，自从上了大学，何英英好像总爱和
她做对，尤其是体育方面。

她不是怕何英英比自己强，也不是怕自己到了赛场丢脸，相
反，她很擅长长跑，她想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长跑运
动员，而父亲也总喜欢拿：＂如果你表现好了，我就给你买
鸡腿"来鼓励她。但无论她取得多么优异的成绩，鸡腿从没有
如约而至过。渐渐地，她也不相信父亲了，她们之间有了无
法逾越的隔阂，而她也开始厌恶跑步。可就在一年前，父亲
过马路时，一辆车就跟没看见他似的，将他卷到了车子底
下......两条腿都断了。他再也不能跑步了。刚出院时，颓
唐，萎靡不振都可以形容当时的他。

"叮铃铃"，来电显示是父亲。

"喂，小桃啊，我听说你要参加学校的跑步比赛？三分欣喜，
七分小心。

李桃满心疑惑："您听谁说的？

"是老何，和爸爸经常跑比赛的那个何叔叔。哦对了，她女儿



和你年纪一样大…”

"叫何英英，是不是爸爸？"李桃深深叹了一口气。

"小桃啊，你别想太多，之前的事都是意外，不是何叔叔故意
的……＂

＂知道了……＂挂掉电话，她陷入了沉思。

李桃脑海中突然蹦出无数张父亲获奖纪念照，那照片上永远
出现在父亲左侧亚军位子上的男人，竟与何英英无比相似！
那一截高度，是这个男人终生不可达到的高度。于是他使用
了阴谋。一辆小货车让爸爸失去了双腿，而追查到底，那辆
车曾经是何永的公司名下的运货车。而父亲却没有相信一清
二白的调查结果，选择了原谅。

李桃突然明白为什么何英英看自己的眼神含着讽刺和不屑，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参赛。是她要逼着自己逃，使李晓的梦想
在李桃这里也破灭。

“我叫李桃，但我不会逃。这一次，我要为自己，为父亲勇
敢一次。”

”凌晨五点的操场还未睡醒，却被一串沉重的脚步声扰了清
梦。操场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和初升的朝阳打了个招呼。朝
阳爬上了天幕，金黄色的暖阳洒在小小的人身上。时间如白
驹过隙，转眼已是比赛举办的日子。…最后一个弯道了，李
桃与何英英领先众人。在弯道上，何英英领先了，并且拉开
了十米的差距。李桃只觉得两旁的赛道在迅速地倒退，赶不
上了，是亚军，一个明晃晃的现实。

李桃比赛后回了一趟家，刚踏进家门便有熟悉的鸭腿香味。
爸爸推着轮椅缓缓的向李桃驶来。“桃桃，来吃鸭腿。”出
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问成绩。“爸，我输了。”“那又怎样，



你赢了自己就行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一年的桃花，绽放在每一个人的心
里，摇曳着每个人的心波，熠熠生辉。

经典写景散文名篇篇四

——题记

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下，携一卷诗书，信步走进落英缤纷的桃
花源。品一杯清茗，墨香四溢，弥留指尖。淡墨的流年，沿
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远离了尘嚣的浮躁，却耐不住星辰的
璀璨，醉了一场。

书中，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观；书
中，有“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的豪壮；书中，
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坚守。书是人世
间的沧桑悲歌，引领我们驰骋古今，在风云变幻的社会潮流
中，读懂生命的顽强，感受生命的沧桑，品悟生命的美丽。

一本厚重的书就是一场多彩的人生，潮起潮落，曲水流觞。
书中的扉页是我们人生的起点，为人生打开了“锁链”；书
中的目录是我们人生的简介，就算黯淡也挡不住其中的璀璨；
书中的内容是我们人生的故事，描绘一生悲喜交加。一页页
纸张，一段段文字，一次次心绪，都在其间斑斑可点。那似
流水的光阴，因不可挽回而记录在“案”。流转的星光，闪
烁而又耀眼，在心中留下道道弧痕，“缘”远流长。

桃花，你这般美，也抵不过似水流年！看尽十里桃花，刹那
芳华，不过瞬间。三生桃花绘成扇，细雨落花人独看。流年
似水，浮生若梦。

凭栏独倚，清风婉约，看那月色撩人。不觉忆起“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的清丽女子——李清照，那情窦初开娇羞可人



的才女形象跃然眼前。豆蔻年华，花枝招展，佳人初长成。
妙龄少女回眸一顾，脸颊绯红，恰如桃花佳酿，微醺了暮春
之景，情醉我心，却不知是否醉了那心怡之人？人面桃花，
相映而红，赵李之恋，成为佳话。“执子之手，与子携老”
的唯美爱情湮没在动荡不堪的乱世间，伉俪情深却跨越时空
鲜活着人们芬芳的记忆。

岁月静好，安然若素。将一盏清茶，喝到无味；将一首悲歌，
听到无韵；将一本古书，读到无字。静静地看，细细地品，
任那帘卷清风，书香氤氲，情醉神迷。

经典写景散文名篇篇五

牡丹是雍容华贵的花中之王，自古以来是位高权重的代名词。

木兰是花中君子，它高洁纯粹，是文人雅士引以自诩的正直
之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它为清净而生，为淡泊而存。

而这缭乱的世间，只有一种花，她的妩媚，她的明艳，她温
暖的神采注定了为情而生。

桃花的简静、轻灵、温婉、明媚，就像烂漫的少女，成为世
间最美好的颜色。而这本书就是专为桃花而写。

全书分五卷，共五十篇。几乎囊括了历史上有关桃花的所有
故事。

全书的开篇，是希腊神话中爱神阿佛洛狄忒于人间美男子阿
多尼斯的故事，纪念世上所有美好而又短暂的东西。爱神如
此深爱着阿多尼斯，而阿多尼斯确因意外永远离开了她。在
这个故事里，爱神一如人间的痴情少女，面对生命的意外，
除了狠狠的咒骂这该死的命运之外亦束手无策。甜蜜，美满，
相较于痛失所爱的伤害都是短暂的。文章的结尾的那句话，
我总是难以忘记。“loveisover?时光匆匆如水，谁也不要提起。



”

书中写了许多我很熟悉的故事：有千百年来引无数人为之魂
牵梦萦的“桃花源”；有多情的崔护留下的，那句千古传唱
的情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有怀才不遇
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所作的，著名的《桃花庵歌》。

也有我不熟悉的：傲视杰出的男子王献之为他失去的发妻所
做的《桃叶歌》；刘禹锡的桃花诗案——“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还有那安史之乱前夕最后的狂
欢——“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

人人都爱桃花，爱桃花的纯美，爱桃花的柔媚。自诗经初见，
到秦汉飘摇，汤汁名言、宋之清丽、明清浓艳流俗，桃花的
意象在古典文化中繁花开谢、绵延不绝。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经典写景散文名篇篇六

石门红叶秋霜染，石门红叶染青山。每值深秋，石门坊风景
区的红叶就如火似霞，丛栌间柏，泼红篏黛，如诗如画，美
不胜收。

我喜欢独自一人骑摩托车或山地车出行，选择一个艳阳天，
无牵无挂、兴致勃勃地去游览石门坊这人间胜景。

一路奔驰，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石门坊山脚下。这时，
我看到广场上的车辆已停得满满的。还有好多山民在此出售
自家的山楂、柿子、板栗，还有摊柿子、鸡蛋、山楂煎饼
的……到处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迎着晚秋的
爽风，跟着游人拾级而上。山路的两边还有卖柳篮的、葫芦
的、红叶书签的、蝴蝶标本的等工艺品，讨价还价声不绝于
耳。继续攀登，哇!漫山遍野的黄栌红叶，多像一幅色彩明丽，



酣畅淋漓的水彩画啊!浅红、深红、橘红、火红，间或还点缀
着一些金黄、翠绿、深绿，简直是五颜六色，姹紫嫣红，怎
不使人陶醉其中呢!

徜徉在这团团片片的红海里，每个游客的脸上，因抑制不住
内心的高兴劲儿而涨得红扑扑的，被周围的红叶映衬，真
是“人面红叶相映红”，显得楚楚更动人。

爬到北山的半山腰，左看右望，处处都是红色调。红的令人
心动，红的让人晕眩，红的让人陶醉。啊，太壮观了!壁立千
仞的山间谷壑中，像落下了片片红霞，又像燃着了簇簇火焰。
真可谓“层林尽染，漫山红遍。朱谷丹岗，骄阳倾洒，嫣颜
绮丽。”

站在东山顶俯视，游人如织，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好多人
在红叶树下拍照留念，红红的叶映着红红的脸，看他们的开
心劲，来此旅游一定不虚此行。漫山遍野的红叶被偏西的太
阳光芒一辉映，显得分外妖娆夺目，流丹溢彩。拍出的照片，
异常漂亮，更有意境。

石门坊的红叶啊!你的美我无法用更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愿
一年更比一年红，年年美艳如彩霞。

作者：冯矶法

公众号：临朐

经典写景散文名篇篇七

每年都有一个秋天，但除了秋收秋种的忙碌之外，我却也没
有其他的印象了。当有人说起石门坊是秋得最浓的地方时，
我便跃跃欲试了。

总是执著，总想寻得一个秋天，当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



时，我便急不可待地向外张望。远处的山隐在雾里，只看得
出轮廓。

再往前走，就到石门坊了。

“看，快看!”

当汽车拐过一个山角时，有人喊了起来，车里的人纷纷向外
张望，一片惊呼赞叹之声。

“柿子，满树满树的柿子!”

真的，就在不远处，几十株柿树骄傲地挺立在那里。黄的、
红的柿子，在雾气中更显得凝重。深秋的地里，庄稼收尽了，
只有这一树一树的柿子，让人感到充实富有。

前边路旁有一个草棚，是守柿园的。好客的老人将熟透的柿
子从车窗递给我们，又说了话。我深深地呼吸着这满溢清香
的空气，户头眼前和善的老人，心头热了，我怎么也把握不
住这瞬间的感受，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话送给洋溢着亲情的石
门坊。

我想，秋天的情蕴也就在这里了，可老人告诉我，石门坊的
红叶才是真正的秋色。

山很陡，没有路，顺着被踩倒的野草爬上去，便置身在火的
海洋里了。我担心我也被引燃，又真诚地希望也化作这万千
红叶中的一片，留给大地一片秋色。心中多少虚无缥缈的幻
想，多少彷徨，也在这红的火中熔化得无影无踪了。同行的
小伴蹦蹦跳跳，攀着树枝，唱着歌，让人觉得在这深沉的庄
严里，生命是何等的可贵。记得唐朝诗人杜牧曾有“停车坐
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朋花”的赞叹，这里不是红枫，但比
红枫更令人沉醉，毕竟对于生命的热爱，唯其深沉才更让人
回味无尽。



和我们一同上山的还有一位中年人，一脸的忠厚，时不时地
与游人打着招呼，有时还停下身来劝那些折枝条的人，和和
气气，让人觉不出半点遗憾。

“师傅，你是这儿护林的吗?”等他走上来，我忍不住问。

“啊，不是，不是，我是去接替女儿回家的。”看我露出疑
惑的神色，他微微笑了，“谁都该爱护这里的草草树树吗，
我也是顺便照顾一下的。你看，那边的几位扶树的老人也是
的。”

他很健谈，边走边介绍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他的嘴里得
知，山下那片柿园，就是他们几户人家共同管理的。每年秋
天，大批的游人来此游玩，因山陡，无法带东西上山，往往
是到了半山坡就又累又渴，无可奈何。他们几个人一商量，
就用担子把茶水、柿果挑到半山，累极了的游人能在那儿吃
上一个清甜爽口的柿子，那可真是美极了。

“那你们不是太受累了吗?”

“哎，方便大家也是我们本地人的一点份内事吗。这几年，
家家富富了，农闲时候出来玩玩，哪能让人家带着不快活回
去呢。”

“就是这里了。”那人指着前面山腰的一块平地说。很多人
围在那里，有说有笑，很惬意。人群里一个小姑娘，正在给
游人倒水。

“这就是我女儿，今天星期天，硬要来替我的。”

告别了热闹的人群，我们继续往上爬。山越来越陡，有时候
要手脚并用，我只感到一种力量在支持着我，我真的走进渴
望已久的秋色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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