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 腔 里 的 春 天

菊普茶伴我走过多年，母亲已经“青丝变白首”，可是“菊普茶”的味
道依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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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牙齿的战争，让女孩懂得了任何一次改变都是需要付出

的，可能是汗水，可能是舍去……

《钥匙》 康宇轩（7岁）

诗寻四时月
月亮的洁白持久永恒，就如同童年的时光，永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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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手掌去触摸老柳的心跳，听！如此
平稳，匀称，不紧不慢。

念 茶

秋 夜这青白相间的色调静静地端坐

在历史的长河边，用超然的目光凝望

千年来的波涌浪起。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

2021年9月24日的夜晚，口腔
根据地里日夜与牙套作斗争的“解
放军”牙齿们，在经历了时长两年半
的战争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春天，虽姗姗来迟，但终是带着
焕然一新与纯洁无比的“白”款款而
来。

躺在口腔综合治疗器上的我能
清晰地听到心“扑通、扑通”有力地
在跳动着，迸溅出兴奋而又忐忑的
火花。医生戴着口罩的脸在我眼前
不断放大，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待
宰的羔羊。

医生拿着冰冷的钳子撬开紧紧
粘在牙齿上的托槽。没有温度的器
械在口腔内撞击着。“咔嗒——”一
个托槽瞬间被撬起。“咔嚓……”数
颗托槽像多米诺骨牌一般，顺次从

牙齿光洁的表面上脱离。我似乎能
感受到牙齿挣脱了束缚的兴奋与激
动。往日总在嘴唇外放荡不羁的门
牙，像脱缰的野马般想要冲出紧闭
的双唇，去感受失联了两年多的自
由生活。此时，若是用心聆听，一定
能听到它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当牙套军团彻彻底底地从口腔
根据地撤离时，时隔两年我再次感
受到了那熟悉的触感。舌尖缓缓滑
过每一颗牙齿的表面，酥酥麻麻，光
滑如初，不再是那扎嘴的钢丝与凹
凸不平的触感。眼角竟有一丝酸
涩。我与牙齿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姐
妹，岁月如梭，一晃多年，再见，已恍
若初见。

飞速旋转的小钻头在牙齿表面
上摩擦，将牙齿表面的残留胶水磨
成碎末，强烈的光线照在四处飞溅
的胶水细渣上，像喷泉似的飞起、坠
下。磨到牙床边上，与牙齿的交界

处时偶尔也会磨破牙龈，味蕾间饱
蘸着血液的腥甜与消毒水的独有气
味。

“好了，胶水我已经帮你抹干净
了，今后你就解放了，但是保持器不
要忘记带。”医生的眼镜背后是一双
满含笑意的澄清的双眼。随后，他
拿来一面镜子，“看看满意吗？”

镜子里是一位咧着嘴，牙齿洁
白整齐的女孩。回忆起曾经龅牙且
满口黄牙的自己，镜中的女孩开怀
地笑了。这一场牙齿的战争，让女
孩懂得了任何一次改变都是需要付
出的，可能是汗水，可能是舍去……
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牙齿的春天终于到了，那是在
牺牲了四员猛将，经历了两年的旅
途奔波之后。

茶水在口中翻滚，那一刻口腔
的春——芳香四溢。

指导教师：姜见知

■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16）班
柳思涵

月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词
语，古人为月创作了无数优美动人
的诗篇，他们对月表明了自己的志
向，付出了自己的情感，升华了自己
的思想，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一首首
诗歌中编织成了五彩的梦。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
月明!”春天的夜晚，我常常和姥姥
坐在江畔，看着一弯新月从地平线
上缓缓升起，照耀着江水，泛起粼粼
的银光。月光照在长满绿芽的柳树
上,洒在地上留下些淡淡的阴影。
我折下几枝柳条，编成一个小花环，
将刚采来的狗尾巴草和小野花插在
上面，给微笑的姥姥戴上。皎洁的
月光洒在姥姥身上，像给她穿上银
衫一般，美极了。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夏天的夜晚，月亮挂在树梢上，
让炎热的世界多了层朦胧，清风吹
过，又多了分清凉。我拎着小笼子,
拉上姥爷，踏着月光去寻找蝉。远

远的，几只蝉在树上“知了知了”没
完没了地叫着,当我们靠近时，又

“吱”的一声没了音，我总是找不着
它。姥爷一边安慰我，一边用蒲扇
为我带来几丝凉风。没过多久，我
累了，无趣了，姥爷便背着我回了
家。门口，姥姥正坐在凳上，织着毛
衣。月光让这世界明亮了几分。

“皎皎秋空八月圆,常娥端正
桂枝鲜。”中秋的夜晚，院中的桂花
怒放着，香气四溢。餐桌上摆满了
各式月饼和水果。我们围坐在桌
旁，边吃边观赏着那如白玉盘般的
月亮。姥姥给我讲着嫦娥奔月的
故事，爸妈给姥爷讲着工作趣闻，
我一边听着一边笑，幸福就像月光
一样溢满世界。饭后，我们一家人
漫步到山脚下，溪水顺着长着青苔
的山石流淌下来，月光照耀其间，
给山增添了几分柔和的光辉。

“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
春节的夜晚，月光与白雪相互交
映，照进屋内，即使不开灯，房间也
如白昼明亮。十二点一到，我便冲
上屋顶，看姥爷燃放礼花。“呼”的

一声，礼花冲上天空，绽放开来，天
空顿时变得五彩斑斓。皎洁的月
光又给这斑斓蒙上一层圣洁的光
辉。上升，绽放，下落，消失，色彩
绚丽却是如此的短暂，让人惋惜，
唯独月亮的洁白持久永恒，就如同
童年的时光，永存记忆。

又是一年月圆时，我吃着月饼
望着天空，月光依然皎洁如初，童
年已在不知不觉中逝去，姥姥姥爷
也不在我身边，想到这有些伤感。

“夜初长，人近别，梦断一窗残
月。”即使在诗中，月也不可能永远
都是圆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
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而我们又怎
么可能永远不变呢?虽然童年已
逝，但童年的快乐记忆犹新；虽然
今年中秋姥姥姥爷不在身边，可家
人们依旧爱着我，我和姥姥姥爷依
然共在这一片皎洁的月光下。想
着这些，我不禁释然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
会永远记住这童年的幸福，好好珍
惜美好的亲情。

指导教师：江武金

■ 西安市西工大附中分校初三（A3)班
胡瑞东

匆匆地，春去夏归，刹那间，感到天地
一片空白，没有了任何季节的痕迹。直到
昨夜，才有一阵晚风吹醒了秋天。

最先发觉这秋的，是一颗老柳。暮色
中，老柳粗壮的树干像是蘸满墨的毛笔
遒劲地一竖。发散的枝条笼出一片阴
影，在微微地婆娑。估摸着树龄也有百
年了。

老柳或许有一段值得铭记的过去，但
它的现在却是暗淡的。它的周围是车道，
侧上方还架着新建的宽大的桥。它被高高
的石壁围着，连根部也被水泥盖着。与其
说它被完整地保护着，不如说被囚禁着。
它十分幸运地挺过了战火，挺过了饥荒，却
在一个和平安年代，艰难地呼吸着。我费
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石壁，想同它握手。
他苍老的容颜挤出了一丝笑容，面对一个
少有的访客，它诉说着岁岁的秋天，感叹着
风的匆匆，尽力挽回的手悬滞在半空中，独
自吟唱那月儿圆。

我想象着它那大半生。在一个迷人
的春天，与另一枝柳不期的碰撞；在一个
活力的夏天，向着天空发出海誓山盟；而将在一个冬
天，平静地挥手告别。可种种不测与无奈乃至痛苦都
在索瑟漫长的秋天里默默忍耐。儿子踏上一段不归的
旅途，妻子的音容也恍如隔世。两侧匆匆的车流如同
无情的岁月之河穿流。车中各自一方的人们，谁又会
顾暇一棵不被提起的老柳。最多是好奇的行人驻足拍
照，失意的朋友举杯痴话。终是该留的不留，该走的不
走；有心里话无处倾诉，有实情不必吐露。秋天，如此
单调乏味。

我用手掌去触摸老柳的心跳，听！如此平稳，匀称，
不紧不慢。此时的秋风轻而柔和，秋月气定云闲，仿佛老
柳是在与自然合韵。老柳脚下，是熟睡了的小草，一副稚
嫩乖巧的脸蛋，它们轻轻地依偎在老树身上。这时，我才
感受到，寂静的秋天，不是单调乏味而满目忧伤的。你看
这恬静的爷孙，他们蕴藏着磅礴的生命的力量。有了他
俩的秋天，便是生机盎然的！

此时，秋夜之风轻快起来了，带有一份秋天的活力。
城市霓虹灯熄了，四周的石壁倒了。老柳在自然的状态
下愉快地呼吸着。

欲说还休，只道：“天凉好个秋。”
指导教师：惠军明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杜艾嘉

一块块蓝白相间的布轻轻随风
摇曳。

看到研学宣传图中的扎染项目，
我的心立刻被吸引住了。在以往的
印象中，扎染就如一位端庄典雅的贵
妇人，可望而不可及。这次研学给了
我一次与它偶遇的机会。

随着教官的讲说，我才慢慢认识
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扎染：它有着上千
年的悠久历史，在唐朝达到鼎盛，在
明清民间得到复兴，20世纪，扎染还
是一种很大众的染布方式。

我的思绪也似乎飘到了那个遥
远的时代：民间的女子穿上白底蓝花
的衣裳，活脱脱一小家碧玉的形象，
回眸一笑百媚生；朴素的木屋泥地，
拮据的生活，因为添了一块扎染的床
单而熠熠生辉……

是那样美好的色调。
开始尝试手工扎染了。我生疏

地将白布折成一个奇怪的形状，费力
地用皮筋扎紧。当第一滴蓝色染料
慢慢在白布上溢开时，原本束手束脚
尝试的我好似抛开百般禁戒一般，逐
渐大胆地染上色，涂抹出一个又一个
深浅不一、颜色迥异的色斑，甚至有

了泼墨的效果。
我永远忘不了自己怀着期待的心情慢慢松开

皮筋的那一刻，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那时的
心情，只是享受未知对心灵的冲击力，享受那流传
千古的技艺与心灵的相遇。

虽然在扎染坊有许多染料可供选择，但比起那
些夺目斑斓的扎染作品，我更喜欢那抹古朴的深
蓝。沉默地在一旁，不喧嚣，不争夺别人的目光，带
着几千年前的袅袅余音，与我偶遇了。

我仿佛看见，这种传统艺术，正在现代焕发出
新的光彩。

我仿佛看见，这青白相间的色调静静地端坐在
历史的长河边，用超然的目光凝望千年来的波涌浪
起。

我仿佛看见，这名为扎染的文化，正向我款步
走来！

指导教师：姜见知

■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16）班
王尧霆

桌边的茶杯里装满了茶，普洱
让汤色变得红亮，菊花在红亮中盛
开。我轻轻抿了一口茶，一口清爽
在舌尖蔓延。思绪引领着我，脱离
了现在，回到了过去。

“茶者，茗也。”小时候，我便爱
上了茶。品茗，并非我家的习惯，只
是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上了
喝茶。母亲便特意去学了些茶艺，
说是为了多了解一门技艺，其实是
为我。

为了我，母亲还特意创造了一
种新茶——“菊普茶”。“菊普茶”为
我家特有，其实并非是一种真正的
新茶，而是菊花茶与普洱茶的混合

产物。菊花的清爽，配上普洱的清
爽，那绽放升腾的菊花，与那似秋枫
一般沉浮的普洱携手起舞。真是奇
妙的搭配。

想要菊普茶好喝，那么泡茶时
可要特别注意。母亲先是将煮开的
水倒入茶壶中，然后将一朵菊花放
进去，随后将普洱茶罐打开，用小木
夹夹起一些黑黑的茶叶放进茶壶
中，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茶叶不能
一次放太多。母亲每次都是放一
点，观察一下，生怕放多了茶的味道
不对。

“妈，好了没有？”我催促道。“快
了快了，再等一小会儿！”

漫长的五分钟后，母亲终于把
茶倒进了我的茶碗里。看一眼茶
汤，那颜色非黄非红，而是如同小树

般的浅棕，看来在颜色的“战斗”上，
双方谁也没有获得胜利呢。抿上一
口，一股清甜清爽溢满口腔，普洱的
清爽菊花的清爽融为一体，恰到好
处。

母亲在一旁歪着头看着我，好
像在询问好不好喝，又好像在害怕
满足不了我的口味。我又细品了一
下，有一点点涩味，像极了未熟的海
棠入口时的味道，不对，并非是那种
涩中带酸的味，而是有一点点回
甘。这一点点涩的底色让清爽更为
爽口，进入了咽喉时，那清爽便带着
回甘一起流入了我的全身。

“好喝，真的如同一次奇妙的旅
程！”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母亲微
微一笑：“好喝就好，以后妈妈每天
给你泡。”

后来，每当我疲倦时，母亲会给
我泡一壶菊普茶；每当我郁闷时，母
亲会给我泡一壶菊普茶；每当我烦躁
时，母亲也会给我泡一壶菊普茶……
它就像一副万能良药，能消除我的疲
惫，让我精神振奋，心情平静。

如今，我已经上了初二，
菊普茶伴我走过多年，母亲
已经“青丝变白首”，皱纹爬
上了她的额头，眼角的鱼尾
纹也越来越深，可是“菊
普茶”的味道依旧不变。

我又轻轻地抿了一
口茶，一口清爽在舌尖
蔓延，一股温暖在全身
弥漫。我知道，那便是
母亲对儿子的爱。

指导教师：江武金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楼婷钰

灯灭了，我独坐在一把小摇椅上听雨声。
月光从阳台外倾泄进来，越过玻璃推门，洒在我的

脚边。我椅旁的小台桌上正煮着红茶，只有飘飘絮絮地
如同火车喷气般的白气陪着我，好久没有在秋天听雨声
了，我悄悄关了灯，感受秋天踱来的声音，心也像镀上了
一层潮湿的雾。

凭栏摇晃，暮春的夜色罩住了熟睡的小县城，他的最
后一丝喧闹被雨磨灭了，我望见遥远的那头有萤火的斑
点光，顺着路灯，一路亮到了天边。雨，丁零当啷敲在瓦
片上响，落在水洼中咕咚地叫，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和墙
上秒针达成共鸣。此时我端着茶，透过窄窄的玻璃，看到
窗外漫天云雾。雨有一下没一下滴着，所有声音都融化
了。

此时，我想起了我们的初三生活，就像这马不停蹄的
秋雨，有了写不完的心绪，繁忙的功课，紧逼的压力，都偷
偷装上了我们的行囊。我想逃，让这初秋的夜雨融化我
的烦恼，埋葬我的喧嚣。

雨缓了，茶沸了，但不久又开始猛然滴哩吧啦下个
不停，像它蓝色的灵魂在解答深夜张望的人的困惑。我
瞳孔惊了一下，悄然明白，节奏加快的生活中不乏偷闲
的惬意，但最终都应顺应节奏，进入如海的人流，因为我
属于那里，就像这永不停歇的雨，雨落成流最终属于我
未曾见过的山海。

潮湿的雨滴沾在我的睫毛上，我心上开了一朵花，抿
一口红茶，我突然笑了。

灯亮了，我独坐在桌前，白纸上，早已泻下一股墨香。

灯亮了，我独坐在桌前，白纸上，早
已泻下一股墨香。

《荷》 林文静(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