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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作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环节，也是考场夺魁的重点。
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呢？
综合平时老师讲的和一些著名作家们总结出的经验，不外乎是要阅读名篇佳作、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及
勤动笔练习，并注意遣词造句、语法等等。
但问题是学生课业负担加重，学习压力过大，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广泛的阅读和练习，这就
难免在写作方面丢失自己的优势。
　　针对学生们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我们委托了有丰富教学经验且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从历年出
版的《散文》月刊中，精心编选了《仰念大师》《开拓视野》《自然之歌》《域外风情》《青山绿水
》《爱国情怀》《科普新知》《生命之歌》《童年忆想》《乡情难忘》《四季之歌》《人物绘像》《
议论风生》《友情温馨》《天下民生》《抒情短章》《幽默趣文》《亲情永恒》十八本适合学生阅读
与写作的分类散文。
　　之所以从《散文》中选编，是因为它是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文章大多短小精炼，适合学
生学习；再是许多著名作家和大批优秀散文作家都曾在《散文》发表过文章，均适合学生借鉴和模仿
；再再是《散文》的文章题材广泛，贴近生活、实用，解决了广大学生的接触社会少、生活面窄、写
作题材少的问题。
　　本套书题材广泛，有记叙亲情友情的，有描绘祖国山川的，有议论世间百态的，有摹写人物影像
的。
每册都是按照专题选编，基本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从各册书名就可以看出。
这可以引导青年读者朋友尤其是学生贴近生活，观察生活，在行文写作中明确写作主题。
简便迅速快捷地找出写作素材，以锻炼、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
　　本套书分类明晰，像叙事类的《仰念大师》《童年忆想》；写景类的《青山绿水》；抒情类的《
抒情短章》《爱国情怀》；议论类的《议论风生》；写人类的《人物绘像》，还有《科普新知》《幽
默趣文》其他类别。
在《亲情永恒》册里又分母爱篇、父爱篇，祖孙情、家人情、夫妻情、手足情、亲戚情等。
《四季之歌》册里又分春之歌、夏之歌、秋之歌、冬之歌等；《人物绘像》册里又分劳动者群像、知
识者群像、女性群像、老人素描、孩子小像等，使之按类查找方便快捷，基本上囊括了写作、摹写、
练习的各个方面。
在每篇文章中，还用色块标出了精彩句子、学生翻阅、检索起来非常方便。
　　由于《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美散文：乡情难忘》编选的范围比较广，不但适用于初、高中生，
对于一般大学生和喜好写作的读者也非常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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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题材广泛，有记叙亲情友情的，有描绘祖国山川的，有议论世间百态的，有摹写人物影像的。
每册都是按照专题选编，基本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从各册书名就可以看出。
这可以引导青年读者朋友尤其是学生贴近生活，观察生活，在行文写作中明确写作主题，简便迅速快
捷地找出写作素材，以锻炼、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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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幸的那片桑梓逝去的与未逝的请陪我回家乡走一遭望月望月请伸开手臂到石码去无言种荷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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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概是六二年吧，那时我正在上大学。
有一天，突然接到父亲从菲律宾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
父亲平时是很少给我写信的。
难得来一封信，也是寥寥数笔，把要说的事一说明白了就是。
诸如：“目前供给你的学费计人民币两百元整。
收妥后望即来信。
”他在外经商，东奔西走，忙忙碌碌。
这也是能理解的。
　　这封信却有三页纸。
说的全是我母亲的事。
父亲自从抗战胜利后回家住了两三个月，一直不曾回来过。
一别十六年，母亲才经香港到菲律宾与他会面。
记得母亲启程时，我到华侨大厦送她。
她是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
　　父亲在信中详细介绍了侨居地的生活情况。
比起困难时期的国内，自然优越得多了。
可是，令父亲不解的是，母亲才住了半年，就三番五次提出要回老家了。
父亲和大二哥再三挽留，都没能使她改变主意。
父亲在信中奚落她“命贱”、“有福不会享”云云。
还隐隐约约有一层意思，要我也写信去劝劝她⋯⋯　　我心想，母亲会不会因为国内只留下我一个人
才不放心呢？
我是她的“尾仔儿”。
家乡有一句俗话，“父母疼尾仔”。
何况我自幼与她相依为命。
我长大后每当要离家上学去，她总是眼眶红，吃不下饭。
她大概是惦挂我了。
于是我便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把我在国内求学的情况告诉她，要她放心。
我还对她说，出去一趟很不容易的，起码也得等一年的住期满了后，才回故乡来⋯⋯　　从学校寄往
父亲那里的信，单程要十天。
当这封信还在途中的时候，我就收到在香港的嫂嫂发来的电报，言母亲于某月某日某时启程返里，要
我先期到华侨大厦接她去。
我只好向学校请假回家乡了。
　　我又看到离开半年多的母亲了。
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她那红黑的脸孔变白变嫩了，穿着也颇为“洋气”起来。
她就像要出洋时那样，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地从大客车上走下来。
脖子上挂着个皮夹子，手上拎着个有提手的钢精锅。
皮夹子里除了装着她的各种证件之外，还有一副在香港为我配好的眼镜，是黑框镀金脚架的，很洋。
那钢精锅里装的却是红烧肉——那年头，真是“三年不知肉味”呀！
她告诉我，其余的行李，全都托运了。
可见我的眼镜和那钢精锅红烧肉，她是看得很贵重的。
　　我们从华侨大厦租了一辆小车，载着行李回家去。
母亲情绪很好，沿途滔滔不绝地向我谈着父亲和大二哥的情况。
他们在外经营着汽车零件商店，起早摸黑，十分忙碌。
“外面的钱也不是容易挣来的呀，也是要用血汗去换的！
”母亲这样对我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美散文>>

　　“妈，那你为什么不在父亲那里多住一些日子呢？
”我装着漫不经心地问道。
　　母亲看了我一眼，大概一时也不容易说清楚，想了一会儿，才说道：“你父亲和大二哥都对我很
好。
山珍海味，巴不得我能多吃些。
可我呢，不识字，看书看报看电影，全沾不上边。
洗衣做饭的活儿，店里早就雇了一个女佣人帮忙，我也插不上手。
你亲兄是叫我去享福的，自然也不会让我去干这种事。
你说我整天做什么呢！
就坐在阳台上，等着吃三餐饭！
手脚闲得快生锈了。
这种日子，说得不好听一点，就像过地狱！
”她顿了一下，笑眯眯地望着我，似乎在问我能否理解她的话？
　　我点点头。
　　她又接着说：“你父兄的身体很好，外面的情况也好。
我就放心了，没有什么可牵挂了。
俗话说，‘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土窝窝’，还是回老家好！
”　　到了家，我忙着打扫房子。
一转眼，母亲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把房子收拾好后，走出大门。
一眼看到在庭院角落边的那块菜园地里，母亲蹲在地上，双手拔着杂草。
我走了过去，她仰起头笑着对我说：“你看，才去半年多，这菜园子就荒成这样子了！
”　　这块不到一分的菜园，原先母亲种了不少瓜果菜蔬。
我们那地方，瓜果菜蔬一向贱得很。
即是困难时期，集市上一斤小白菜仍然只要几分钱。
母亲在家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经营这块小菜园上。
每天浇水施肥，灭虫除草，像照顾婴孩似的那样专心。
园子里的时令菜蔬终年不断，长得水灵灵、活鲜鲜，谁见了‘谁称赞。
母亲一个人在家，菜园子里出产的东西，自然吃不完。
遇到人家称赞这菜园子，她总要摘下一把时鲜塞给他们。
村里的老伴们找她聊天，她都要把人家带到菜园子前显耀一番。
难怪人家都说这菜园子，就像在她身边的“尾仔儿”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熟睡的时候，母亲就来把我摇醒了。
她要我到集镇上，找那个老主顾老王头买瓜苗菜子去。
还叫我带上几样洋货送给他。
我按着她的吩咐，把各种瓜苗菜子如数买回来了。
母亲穿着一身洋气十足的衣裳，挑水浇地，挥锄整畦。
我要帮忙，她却不让。
说我是读书人，干不来。
她自个儿干利索。
果然，一会儿工夫，她就把菜畦整出来了。
畦畦有棱有角，平展展的。
菜园子又恢复它原来的风貌了。
　　此后，母亲又按着原来的轨道开始生活了。
经管菜园，煮饭洗衣服，喂鸡养鸭⋯⋯得闲时，双手交叉在背后，悠然自得地串门找老伴们聊天叙家
常去。
她早睡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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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自由自在，舒舒服服⋯⋯　　我回学校后，便把母亲回家后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父
亲。
这回他倒是很快就回信了。
我记得他的信上这样说：“⋯⋯世间上，除了夫妻之情，母子之情外，大概还有一种乡土情吧？
等我老了，或许我也会回到故里和你母亲经营那块菜园子⋯⋯”　　父亲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
他因脑溢血不幸在外去世。
大二哥按照家乡的风俗，千里迢迢把他的“魂”引归故里。
母亲呢，如今依旧生活在她的“草窝窝”里。
虽说已经七十开外，身体却还硬朗。
她经营的那块菜园子，菜蔬瓜果，依旧是那样葱绿，那样茂盛，那样引人称赞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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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赏精美散文，透过名家笔触，感受唯美。
翻开《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美散文：乡情难忘》的那一瞬间将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享受阅读之
乐、感知之乐、人生之乐。
　　《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美散文：乡情难忘》中的散文主要是从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
《散文》月刊上选编的，文章大多短小精炼，适合学生学习；再是许多著名作家和大批优秀散文作家
都曾在《散文》发表过文章，均适合学生借鉴和模仿；《散文》的文章题材广泛，贴近生活、实用。
　　《乡情难忘》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深情爱恋，浓浓的乡土情寄予了作者对故土的无尽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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