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米相望的“夫妻”大法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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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齐鸣

在济南市桑园路的支路、
山东省农科院三宿舍附近，有
一株法桐，树高30米左右，胸径
98厘米，根径120厘米，根部的三
分之二占据了路面。此树应该
是济南最大的法桐！为叙述方
便且称此树为1号树。

从1号树沿桑园路东行千
余米，在山东省农科院毛主席
视察纪念地，还有一株高大的
法桐，且称2号树。2号树的树高
与1号树差不多，胸径比1号树
略大，达到100厘米，但主干2米
以上出现4股分支。

1号法桐树干通直，好像挺
拔伟岸的丈夫；2号法桐主干西

倾，分支呈扇状，宛若婀娜多
姿的妻子，躬身迎候西行归来
的丈夫。在这两株大法桐的附
近 ，还 有 一 些 大 小 不 等 的 法
桐，但只能算是它们的子辈、
孙辈了。遥想当年，一起栽植
的法桐决不会只有这两株。然
而，经过时光的淘汰，竟然阴
差阳错地留下了这一对天造
地设的“老夫妻”！正是：古稀

“夫妻”成佳话，千米相望难聚
首！

这两株仍然生机勃勃的法
桐相距千余米，均在省农科院
的范围内，可是栽于何时，已无
人能说得准确，估计树龄至少
有70年。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
大的法桐？济南桑园地区是山

东建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
农业科研教育基地，至今已有
110年的历史。1903年建立的山
东农事试验场是其发端。因此，
在这里出现两株大法桐就不足
为奇了。

法国梧桐为落叶乔木，原
产东南欧、印度及美洲，我国引
入栽培的有三种，即二球悬铃
木(也称英桐)、一球悬铃木(又
称美桐)和三球悬铃木(习称法
桐)。悬铃木在欧洲广泛栽培后，
二十世纪初，法国人把它带到
上海，种植在法租界作为行道
树，因此在中国被称为法国梧
桐。其实，悬铃木并非原产法
国，不过，现在已习惯把一球、
二球、三球这三种悬铃木统称

“法桐”。法桐是雌雄同花的植
物，树无性别。前面的“夫妻”之
说，只是树形神似而已。

法桐生长快、抗病虫、耐修
剪，是优良的城市行道树。炎夏
酷暑，南京中山东路、珠江路上
的法桐绿荫如盖，十分有名。南
京的降雨量大于济南，法桐的
生长期长于济南。但是，南京市
街头1930年代栽植的法桐，树龄
已80年左右，似没有济南桑园
路的两株法桐这样粗大。

桑园路上的 1号大法桐，
1983年修路时已开始挖坑刨掉，
被省农科院后勤部门强力阻
止，方才躲过一劫，得以保留至
今。建议济南市园林部门，将其
作为古树名木挂牌保护。

□ 尤怡芗

女儿是80后，小时候肯
德基是她的最爱，可最近
闹禽流感，使她不得不忍
痛割爱，我跟她说没这么
严重，她仍谈鸡色变，还劝
我们也不要吃。

说起吃鸡，还有一段童
年故事。记得小时候，许多
同学家里都养过鸡，那时父
辈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即
便父母不是农村户口，爷爷
奶奶一辈也大都是农村人，
而且，农村人几乎家家养
鸡，因为它们是家里的“摇
钱树”，靠着卖鸡蛋换点钱，
才能买回油盐酱醋。

当时，我刚上小学，住
在部队大院。春节过后不
久，就看到有小贩要么挑着
担子，要么推着小车，在路
边叫卖刚孵化出来的小鸡，
小鸡毛茸茸的样子非常可
爱。放学回家便找母亲要
钱。挑鸡的时候，小贩问：

“要公鸡还是母鸡？”只见他
拿住小鸡的两只小爪子，将
它倒悬起来说：“小公鸡会
抬起头，并且拼命扑棱翅膀
向上飞；小母鸡的头则不会
上抬，而且整个身子会无力
地向下垂，连翅膀都不会扑
棱。”我和同学一人买了一
对，多少钱记不起来了。

我用蒸熟的小米喂它
们，它们绒球般的小脑袋
一低一抬，在我的手上啄
米吃。它们迈着小爪子蹒
跚追逐，淘气地互相打闹，
结果把屁股啄出了血，我
找来红药水，给它们擦抹。
它们大概感到好奇，更起
劲地啄，我只好把它们分
开，它们又“叽叽喳喳”地
叫着相互寻找。在打打闹
闹中，不久就长出了小翅
膀，母亲原以为我是养着
玩的，没想到我竟然把它
们养大了。后来，父母在厨
房后面给它们垒了个窝，
再后来，它们开始打鸣、下
蛋了。我经常跟同学们炫
耀，比谁家的母鸡下的蛋
大、下的蛋多；谁家的公鸡
打鸣声音好听、羽毛漂亮，
当然，每次都是我赢。

国庆节放假，回家吃
饭看到饭桌上有一盘鸡，
我高兴得口水都流出来
了，母亲说：“快吃快吃，你
的功劳最大，多吃点。”原
来是我养的那只公鸡被杀
了，我发了平生最大的火，
哭着拒绝吃饭，我是多么
喜欢我养的这两只鸡啊，
我每天喂它们，跟它们说
话，它们就像我的小伙伴。
母亲说：“养鸡就是用来吃
的，不然养它们干什么？”
我不讲理地大声说：“我不
管，反正我养的鸡就是不
许吃。”为此事我伤心郁闷
了很久。

大概两年后，我们住
的平房要拆迁，我家要搬
到楼房里去住，鸡是没法
养了。母亲小心翼翼地跟
我商量：“你看，这只母鸡
怎么办呢？”“不许杀，坚决
不许杀！”我用不容置疑的
口气说。最后，母亲把母鸡
送给了家在农村的同事。

现在，城市里没有人
家养鸡，据说农村在家里
养鸡的也不多了。也许年
年会有禽流感，但是居家
过日子却少不了鸡，无论
什么喜庆的日子，餐桌酒
席上不能没有鸡，鸡是家
家户户舌尖上的美味和吉
祥，大吉大利，那是祖辈传
下来的习俗和祝福。

影友的快乐生活

文/画 张国华

在济南经二路与纬二路的
路口，有好几栋老洋房，其中就
包括德国驻济南的领事馆。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纷纷
拓展自己在山东半岛的势力，以
谋求更多利益，济南是外事专管
机关洋务局的所在地，各国解决
问题或处理纠纷，都要与当局接
洽。济南开埠后，清政府以“自开
不同于约开”为由，婉拒了各国
在济设立领事馆的要求，因此
德、美、英、日等国就利用各种手
段纷纷先斩后奏在济南商埠区
设立领事馆，清廷及山东巡抚衙
门也只得听之任之。

1903年6月，在德国政府的
授意下，德商贝斯在其别墅内升
起德国国旗、悬挂匾额，声称建
立了德国领事馆。面对既成的事
实，清政府只得妥协认可。8月德
国领事馆正式挂牌，原德国驻济
商办委员朗格为首任领事，除胶
州、登州、莱州外(后两处归烟台
领事馆管辖)，全省的德中交涉
事务均由该馆负责。该馆曾参与
胶济铁路公司、德华银行以及各

类洋行的开设和经营，对德国控
制商埠地区的经济起到了重要
作用。1945年5月，因德国在二战
中战败，该馆撤销，同年11月，山
东国民政府奉中华民国外交部
令接收馆舍，人员均被遣返回
国。

领事馆位于原市政府院内，

分东西两楼，东楼是办公室兼职
员宿舍，楼两端原各有木连廊连
接北面的一栋两层小楼，现在原
来的木连廊和北楼早已不见，所
以外观较平，缺少变化，没有西
楼更入画。西楼即为原贝斯别
墅，后成了领事办公室与府邸，
两层带阁楼和地下室，楼身四面

视觉上都有变化，只可惜一介布
衣能看的角度实在有限，在大门
口伸长脖子往里看，使劲打量着
西楼的东立面。楼的南面正冲着
人行道，我倒可以透过路边的栅
栏端详个够，所以画中选的也正
是这个角度。画这幅画是在冬
天，这个季节也正是建筑最分明
的时候了，其实我一直想，冬季
算不算大自然的“人体画”呢？风
景中少了郁郁葱葱的遮拦，使得
建筑结构都暴露出来。

屋顶采用了曾影响法国第
二帝国时期建筑风格的孟莎式
屋顶，为四坡两折，每一坡被折
线分成上下两种坡度，下部坡较
上部坡更陡，屋顶设老虎窗，这
样的屋顶既增加了顶层可利用
空间，又兼顾到了采光。入口在
楼的西侧，两个罗马柱式的门
廊，外墙一层窗台下为蘑菇石砌
筑，地下室采光窗半露地面，八
角形楼梯间延伸上去是八角形
的穹顶与外墙裸露的木框架，穹
顶一抹活泼的绿色。这座有着浓
郁日耳曼乡村风格的别墅坐落
在一片树林中，尤其显得静谧，
让人一见倾心。

路边窥西楼②

︻
休
闲
天
地
︼

□ 于灏

夏日的清晨，曙色初展，大
明湖畔、九曲亭前，聚集了喜欢
摄影的“打鸟”人。我带着不够

“打鸟”级别的相机，也来凑热
闹，重在参与，寻找快乐呗。只有
夏季，夜鹭才来济南，才有夜鹭
晨闹大明湖的独特风景。长久以
来，济南的喂鸟人、拍鸟人已与
夜鹭有了某种特殊的情愫。

随着“开饭喽”的吆喝声，无
数小鱼儿被投入湖中，立在木桩
上的夜鹭们，张开有力的翅膀，
争相扑进水中，稳、准、快地叼起
鱼儿飞回桩上，享用着美味早
餐。夜鹭扑食的那一刻，神情专
注、姿态优雅，王者风范彰显无
遗，让影友们的“长枪短炮”咔嚓
咔嚓响个不停，都希望把精彩画
面尽收相机中。此时此刻我想起
了一句很诗意的话语——— 你去
或者不去，你拍或者不拍，夜鹭
就在那里，不弃不离。我在夜鹭
面前，夜鹭在我的镜头里……

这就是我学摄影后快乐的
一幕。退休五年多来，我一直在
老年大学这个大家庭里学习着
各种新知识，不断地充实着自
己，除去我学的国画花鸟、太极
拳、软件基础、声乐等等之外，我
又喜欢上了摄影。

很庆幸自己爱上摄影，它使
我通过小小的镜头，看到平时不
在意的许多美的东西，也培养了
我善于发现美、捕捉美、表达美、
享受美的能力。这样的爱好使我
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快乐
生活！

当然，爱好摄影也是很辛苦
的差事。有时是荒郊野外，有时
是闹市街头，有时是旅行途中，
有时是别人休闲的周末，你都要

身背沉重的相机四处捕捉有价
值的镜头。不过，种种辛苦很快
会忘记，留下的是美丽的画面、
精彩的瞬间和拍摄中的乐趣。每
当拍摄时，会进入物我两忘的状
态，趴着、蹲着、跪着，甚至躺着
都全然不顾，就像年轻人精神抖
擞。拍摄立意、构图，曝光组合、
景深大小、光影等等术语够复杂
的，一帮老影友们开玩笑说：“我
们不光老有所乐，还能防止老年

痴呆呢！”每当看到那些自己所
拍的照片，我都会读出其中的故
事，会感动自己，尤其是看到光
与影的魅力，会让自己无比陶
醉。

尽管目前我还是一个摄影
菜鸟，外带一只狗头相机，但是，
我感受到了摄影给我带来的快
乐与充实，我会自娱自乐地说：

“我是摄影菜鸟，我为自己代
言。”哈哈！

明湖拍鸟人与夜鹭风采。于灏 摄

【泉城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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