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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采撷

来 稿 请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
pywbmywy@126.com。

请勿以附件的形式发送。

麦子
□周文恒（辉县市）

依旧重复咀嚼着起舞的风声
暴晒的汗水味覆盖整片麦地
根在土里的人，脊梁有着阳

光的迹象
就这样昨天的夜晚纷纷脱落
徒留下此刻的麦子，摇摇欲

坠
我需要一把旧镰刀，一块磨

刀石
或者，一位拥抱泥土的故人
来诠释，每一株麦子的风雨
永远是这样苍老的麦子
摇曳的姿态填饱了城市

夏收吟怀
□王建强（辉县市）

浃衣盛夏向耕田，
耳畔流光聆杜鹃。
厚穗哪堪晴日烈，
劳心岂怨炙风悬。
迷情旷野千桢梦，
留恋金黄一世缘。
且待机收仓廪足，
三杯知己敬斯年。

□往事如风 □芭蕉雨声（新乡市）

云卷云舒

□赵建喜 摄于新二街

夏日晨曦

初夏时日，枫杨树自然垂坠的青绿
果串，不分长短胖瘦，一律摇摇荡荡高悬
于半空，这是多年前对新一街中段行道
树的印象。前两天偶然发现新一街北头
也有枫杨树，长得更加威武雄壮。繁枝
掩映下的串串“风铃”，似叮当有响，为小
街平添几分意趣。

枫杨树非枫非杨，是胡桃科。第一
次遇见枫杨树是在河师大老校区西北角
的一片林地，好奇那满树的串串，独自树
下盘桓良久，终得人指点，从此记住了风

格别致的枫杨树。后来，我在乐水公园
也见到几棵枫杨树。

枫杨树的雄花与同科的核桃花相
仿，毛毛虫样的柔荑花序，混杂在绿叶间
并不显眼。雌花和雄花分别长在相距不
远的花序轴上，花串与果串之间的转换
却很有隐蔽性。风媒下，雄花完成授粉
后脱落，雌花发育成果序继续留在枝
头。深秋籽粒饱熟，果串由青绿转为黑
褐色，甚而可悬挂半个冬天。

眼下果实正青春，人走树下，果串若
流苏样点缀梢头，画面颇有古典意味。

果串看着柔软，摸上去顶手，硬实实
的。它由一个个翅果环抱而成，翅果形
状奇特，成对而生，一颗种子附带两只半
展的革质小翅，好似正欲起飞的燕子，也
像趴着的青蝇，说是饱满的元宝或馄饨
也行。各人依自己的想象去解读，所以
枫杨的小名很多，麻柳、大叶柳、枫柳、平
阳柳、平柳燕、苍蝇树、元宝树、馄饨树、
钱串子。

被正式命名为枫杨，是20世纪30年
代的事，之前叫法并不确定，古人对它的
称呼也是多种多样，宋朝时官方称之为
榉柳。“榉柳细花吹面落，误挥团扇扑飞
蝇。”这是杨万里的诗句。

孔子说读《诗经》的好处很多，最不
济也可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可“识”起来
并非易事，饱读诗书的文化名家在枫杨
树面前也有尴尬的时候。散文大家黄裳

先生，一直错把他家屋后那株高大的枫
杨树当成榆树，悬垂的果串误作榆荚来
认，并先后为自己的书起名《榆下说书》

《榆下杂说》。他写信给俞平伯谈及此
事，俞却说，枫杨冷僻，错识无妨，自己不
辨榆槐就太不该了。原来俞平伯一直把
书房外的榆树当槐树，以“槐”字题名出
版的几本书已不可更正，甚觉遗憾。

枫杨树枝条柔韧舒展，光影婆娑而
意气昂扬。树下盘桓半日，看在眼里，还
想收入镜头。瞄准果枝保持托举相机的
姿势，等风。自从玩上短视频，看草看树
的程序就多了个拍摄动态。若梢头静
止，辨不出枝叶情绪。

两排行道树，棵棵长得都很用功，轻
风过，枝叶带动果串飞扬，一副岁月静好
的样子。一棵一棵枫杨树仰头望，仰得
都有些骄傲了。

枫杨树终究在风里做出我想要的姿
态，也可以说是我捕捉到千百个姿态中
的一瞬。阳光斜照过来，果翅青碧灵透，
与叶片一起，给大树以深沉的慰藉。

回家翻看录影，枫杨树的枝叶间除
了果串迷人，还有红顶啄木鸟穿插忙碌，
叨叨啄啄，机敏可爱。我也曾在树下看
到过它们，却很难抓拍到满意照片。

“啼鸟沸叶中，沉沉有若深山。”城市
绿化越来越好，很多不常见的珍贵树种
被引入栽植，我稀罕得很，欣然接受且珍
惜这分美意，并心存感恩。

新一街的枫杨树

郭艳先郭艳先 摄摄

□赵建喜 摄于友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