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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萧萧
思悠悠
□沈长根

在深秋到初冬时节，不论是居家的清闲
小区，还是游人如织的公园，眼前总少不了
一道落叶萧萧的景象。看那一片片随风飞
舞的落叶，轻轻地，悠悠地，无声无息，悄然
飘落在地，铺就一层金黄色的地毯，把大地
装点得绚丽多彩。

看着黄澄澄松软软由落叶编织而成似
有生命的地毯，不由使人心生怜悯之情，我
轻轻地移动脚步，生怕弄脏，生怕踩碎那一
片片金璨璨纯净净的落叶。

细观落叶，大都为金黄色，也有稍许红
色棕色紫色什么的，如在金色地毯上镶嵌的
花纹，美丽极了。各种色泽的璀璨落叶啊，
你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嫩黄到翠绿到金
黄，一路变幻身姿，色彩缤纷，在风雨的揺拽
下，婀娜多姿地款款走来；你孜孜不倦地吸
收阳光的能量，把从根部传输上来的水分和
养料，用你那薄如蝉翼的身体，进行神奇的
光合作用。从而，你成就了春天的百花争
艳，你成就了夏日的绿树成荫，你更成就了
金秋的硕果累累。正如《庄子·庚桑楚》中所
述“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萧
萧的落叶呀，是你创造了大地的辉煌，是你
成就了生灵的成长，你不但无私地奉献了一
切，还叶落归根，甘愿将劳作一生的躯体，为
来年的繁华化作春泥，再次进行发芽抽穗开
花结果的辉煌之旅。

我久久地凝视着色彩缤纷的落叶，脑际
不由溢出春恋夏情秋思冬想，一时间，竟然
浮想联翩起来。

落叶的辉煌之旅是大自然的造化。其
实，对我们人类而言，小至个人的人生，大至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少与落叶的辉煌之旅有
相似之处。为此，人们常用“春华秋实”一词
来表述个人或集体经过不懈努力取得的成
就；把像春夏秋冬那样年复一年的“周而复
始”，来形容一些传统行业的兴衰与发展周
期。人生有天真烂漫奋发向上似春天般可
爱的青少年时期，有为事业勇往直前开拓创
新似夏天般热烈的中壮年时期，有重任在肩
硕果累累似秋天沉甸甸稻穗的中老年时
期。当然，还有像植物种子那样冬储在仓，
等待来年“播种”的安逸晚年时期——人生
虽不能播种，但其事业和成就须承上启下，
前辈创造的事业和成就，是后人攀登高峰之
梯。纵观人生各个时期的历程，环环相扣，
哪个环节都不能辜负，才能不虚度此生。这
不就与植物春夏秋冬生长和落叶辉煌之旅
的自然节律相似吗？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毕竟与自然界不
同，特别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互联网大
大加剧了各行各业的变革，人类社会已进入
以5G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突破期。信息
产业、智能产业、生物生命产业、绿色产业等
新产业的兴起，是对传统产业的一次大洗
牌。我们不能用老的思维，用老眼光来看待
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并
非“春华秋实”，更不是“周而复始”。传统产
业只有主动“抓住机遇，更新换代”，才是唯
一出路。而且，随着商业模式的变革，人们
的生活习惯随之变化。如今，人们已无兴趣
逛街，而是用手机在淘宝、京东等网店上货
比三家，凑单拼团；一日三餐不再围着灶台，
外卖平台已把佳肴小吃装进了手机——“懒
人经济”悄然兴起，如此等等，这片全新的天
地蕴藏着无限商机。

我久久地凝视着色彩缤纷的落叶，在感
叹落叶辉煌旅程的同时，更赞赏落叶“化作
春泥更护花”的奉献精神，在当前各行各业
的剧烈变革中，传统产业要有落叶“化作春
泥”的精神，敞开胸怀，拥抱新产业，迎接明
天“春风又绿江南岸”，再创新辉煌！

父亲的电唱机
□王亚萍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
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大海
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
这段故事，好长，好长……”浑厚的男声
独白后，熟悉的旋律响起，唱针在旋转的
唱片上滑过，发出轻微的嘶嘶响声，台湾
歌手潘安邦“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的歌声从电唱机里缓缓流淌开来。

说起那台电唱机，还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的产品，当时可是父亲的心头
肉、真正的宝贝，在连电视机都稀缺的
年代，无疑是难得的贵重物品。父亲曾
经是部队文艺兵，吹一手好口琴，爱唱
歌，花了大半年的积蓄，省吃俭用才买
了这台电唱机。在四邻八舍眼里，绝对
称得上是“吸睛”的奢侈品。

记得父亲刚把它买来时，我们一群
孩子都稀奇地围着看热闹，心想：这么
一个不大的方形盒子，有什么魔法能唱
出动听的歌曲呢？在我们疑惑而好奇
的巴望眼神中，父亲把木盒子打开，电
唱机终于露出了真容。我仔细地“观察
研究”了一番，发现它由下面的方形底
座和上面的圆形转盘组成。父亲告诉
我，底座用来固定唱臂和支撑转盘完成
转轴的旋转，上面是圆形的转盘，是用
来支撑唱片旋转的。转盘中间有一根
银色的金属轴，父亲说只要把唱片穿过
这根中间轴后，平放在转盘上，把唱臂
移到唱片上，就能发出动听的歌声了。
转盘下面是发动机，外表上看不到，父
亲说这个发动机就像人的心脏，为唱片
提供动力能源。转盘旁边有一根能移
动的臂械，叫做唱臂，用来搭载唱头，作
用是将接送到的信号传递给下一环
节。然后唱针在音槽里的震动转化成
音乐信号，传递到我们耳朵，就能听到
美妙的音乐了。

如此高深莫测的知识哪是我们这
些孩子一时半会能懂的？我们迫不及
待地请求父亲赶快让电唱机唱出歌
来。只见父亲接上电插头，拿出一张黑
色唱片放好，小心翼翼地把唱针轻轻放
在唱片上，只听一阵轻微的嘶嘶声，唱
片开始旋转起来，唱针也欢快地跳动
着，深情的独白、深沉的旋律响起来。
那时听的第一首歌就是台湾校园歌曲
《草鞋是船》，不管是开头的“草鞋是船，
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舱，满载少
年时期的梦想”，还是结尾的“远远的故
乡在召唤，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倦
航的船儿快来靠港”，每一句歌词都深
深地打动着我那颗少年敏感的心，默默
地听了很久，也发呆了很久。父亲看我
发呆的样子，打趣说家里又多了一个文
艺分子呢！

电唱机当时是个稀罕物，父亲对此
非常珍贵，除了节假日和客人来访，平
时都锁在木箱里，我们几个孩子更是被

约束不能随意靠近它。要
用的时候，也要父亲在旁边
看着，一步步示范操作教我
们，唯恐我们一不小心把它
弄坏。即使后来我认为电
唱机使用起来很简单，不必
过于小心谨慎，父亲却还是
再三叮嘱，可见父亲对它的
爱惜。

家里后来造了二层小
楼，地方宽敞了，父亲又寻
思着大干一场，把二楼的一
半空间隔成一个音乐室，把
电唱机搬到楼上，凭借一手
精致的木匠活，给电唱机打
造了一个量身定做的组合
木柜。木柜上面放电唱机，
下面几个抽屉放唱片，父亲
又给电唱机接上音箱和话
筒，放在右边的侧柜里，小
小的电唱机包装后立刻变
得高大上起来。

父亲对电唱机非常爱
惜，也因此买了很多唱片，
每一张唱片都按戏曲、民
谣、轻音乐等分门别类，写上
编号，叠放在不同的抽屉里，
父亲对这些唱片如数家珍。
周末，父亲闲坐在椅子上，问
我要听什么歌，当我说出某
一歌名的时候，父亲让我去
放唱片，随口报出哪个抽屉
第几排第几张，我照父亲的
话去找，一准没错。

耳濡目染，少年的我也
因此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歌曲《爸爸的草鞋》、
《一枝小雨伞》、《秋蝉》、《军
港的夜》、《外婆的澎湖湾》，
戏曲经典选段《女驸马》、
《十八相送》、《化蝶》都是百
听不厌的，有时也能像模像
样地哼哼。

三十多年了，那台电唱
机飘出的歌声一直萦绕在
我耳边，伴着我学习、成长、
工作、离乡。三十年后，它
依然清晰地停留在我的脑
海里，没有错失一个字，没
有遗忘一句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