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的电子情怀
■■ 戴忠群戴忠群

上了年纪的人，值得纪念的
莫过于难忘的昔日年华，回首那
一步步走过来的路，在你眼前一
幕幕的闪过，那将是回味无穷。

近日，我和孩子一起清理储
藏室时，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
已落满灰尘，当我小心擦拭时，孩
子讲:“现在都液晶数字时代了，
还要这黑白电视机有什么用?”我
说，“不要小看这么一台 12寸黑
白电视机，那是我38年前亲手组
装的，有太多的美好回忆，留着它
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让人难以忘
怀。”

俗话讲：“亊不在大小，一滴
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从小小电
子产品的演变，也能映衬出社会
的巨大变化。我是一名无线电爱
好者，从小酷爱无线电手艺，早在
55年前初中一年级，我就喜欢自
己动手鼓捣电子产品，一块矿石，
一付耳机，一根天线，妥了，组装
了一台矿石收音机，用它去收听
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当时还是件
新鲜的事情，不少老师和同学对

这台收音机非常好
奇，这个听听，那

个看看，真过
瘾 。到 了

1962 年，
因 当 时

我 住 的 地
方还没有交

流电，我又打算
组装一台干电池
电子管收音机，为
了购买电子管等
零件，我多次跑到
100 里外的徐州，
有时为了买个变

压器、电容等电子元件，在商店门
口往往要等上半天，组装好的干
电池电子管收音机，再架上一副
室外天线，收听中短波电台广播
比矿石收音机强多了，虽然“个
头”大了点，但很气派，好几位同
学、朋友家里来了重要客人也要
搬去用一用，又场面又开心。

时光到了1965年，我在济南
上大学时，我们物理系的一位教
授买了一台刚刚上市的7管超外
差半导体收音机，那时侯这种收
音机市面上很难买到，老师还是
托人搞到一张“收音机票”，花费
了 150元钱才买到手的，那部半
导体收音机小巧，方便收听，灵敏
度高，能收听好多好多电台的广
播，真夠味，我摆弄一下，爱不释
手，心里想，太现代化了。我暗下
决心，一定自己动手装一台这样
的半导体超外差收音机。

但在物资相当贫乏的年代
里，收音机零件也是很难买到。我
记得那时候在济南西门桥有个电
子六厂，是专门生产收音机元件
的工厂，无意中我认识了该厂销
售科的李科长，就想托他买收音
机零件，当时由于物资奇缺，花钱
买东西还要向卖东西的掌权人

“投其所好”，这位科长喜欢看“传
单”并收藏，毎次找他买电子元
件，都要找一些当时“搞运动的传
单”给他，以此来“等价交换”，现
在回想起来，也就是在那特珠年

代里，才会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
事。还有一次，我听说泉城路上的
百货大楼每天早 8点开门时，都
要出售装配收音机用的扬声器
（喇叭）等零件，得知此消息，我们
几位同学早6点就跑步去百货大
楼排队，路上，有个同学不小心摔
倒了，我慌忙去拉他，他却说:“不
要管我，买喇叭要紧!”。材料买齐
后，我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 6管
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它是我们
班级中唯一一台组装成的半导体
收音机。

1968年冬天，我们上聊城辛
县张鲁集营头村去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时，把这台“宝贝”一直带
在身边，白天在田间地头休息时，
和社员一起听“样板戏”等节目，
晚上全班同学用它收听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节目，后来好几位朋友
都使用过这台收音机，最后这台

“饱经风霜”、“千金难买”的收音
机让我的一位同学收藏着，去年
同学聚会时，还专门拿出来，让大
家“一睹风采”，看一看48年前的
杰作，别有一番感慨。

1976年，为了组装一台12寸
分立式黑白电视机，我先后去上
海、济南等地采购零件，经努力于
1977年元旦前组装成一台 12寸
黑白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是分立
式半导体的，当时也算是很时尚
的，那时，这台黑白电视机是我们
家属院里唯一一台，每到晚上，

《排球女将》、《敌营十八年》等电
视剧的前奏曲一响，我家那15平
方米的平房里，坐满了几十位大
人小孩，一起观看电视节目，那场
面让我不能忘怀。为了让黑白电
视图象有彩色效果，我专门到济
南买了一张三色塑料滤色片放在
玻璃银屏前，加上后还真有点带
彩的意思，不过人脸都花了，现在
看来有些可笑，但那是历史的真
实写照。

1980年，在普通百姓家中有
彩电的不多，为了装彩电，我从西
安、上海等地购置了几百个大小
零件，彩色显象管还是朋友出差
西安，帮着从那里买回来的，经过
半个月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焊
接，最终组装好了一台14寸彩色
电视机，那时在枣庄，自装彩色电
视机的也可以说是曲指可数了，
当时我住在平房里，每到晚上不
少邻居都到我家来看晚会等节
目，有的家里办喜事也借过几次
用，为的是增加喜庆气氛。

现如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提高，家家都有大彩电、
有的家庭还有多台彩电，纯平、高
清、数字、等离子、液晶、LED、智
能电视机琳琅满目。但我还是对
那一台38年前自装的12寸黑白
电视机情有独钟，因为它是电子
产品演变的历史物证，是我业余
爱好的珍贵作品，留着它能勾起
我那美好的回忆，直到永远。

天安门前留影天安门前留影
■■ 孔浩孔浩

近日整理家里的老照
片，看到好多张父辈们在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于北京
天安门前的留影，颇感亲
切。

淮海战役期间，解放
军在峄县桃花村设立兵

站，负责向前方战场输送
人员、物资等，四伯父在

时任鲁南第三军分
区通讯队连级
指导员的三
伯父孔庆珍
的推荐下，得

以到兵站工作，从此走上
革命道路。解放后，四伯父
到了东北从事建筑工作。
1955年，他所在的建筑公司
奉命到北京建设国务院宿
舍等，并组建成立了北京第

一建筑公
司。国庆节
这天，他和
同事们来
到了天安
门广场，留

下了合影。照片上的五人，都戴
着帽子，穿着当时流行的中山
装、肥裤子，胸前别着钢笔，从装
束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单位的领
导干部。在他们的后面，是正在
排队的人群，秩序一片井然。四
伯父在北京仅工作一年时间，就
随着老家在山西的公司领导到
了太原定居，相继从事建筑、教
育、卫生等工作，后来在太原市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
休。

父亲当年25岁，从济宁农校
毕业后在胶县气象站工作时三
伯父在空军驻守通县机场，临近
年关父亲专程赴京看望。但三伯
父工作忙，实在没有时间陪他，
父亲仅在那住了一天就回枣庄
了。这是父亲第一次到北京，临
回家前专门到了天安门广场，让
广场上摆摊照相的摄影师拍下
了他在天安门的合影，几天后邮
递员交到了他的手里。照片上的
父亲穿着一件带帽子的棉大衣，
面带笑容，意气风发，可以想象
到他当时在天安门前的激动和

喜悦心情。父亲说，照完相后，他
还在天安门广场上四毛钱一斤
买了十多斤饼干，带回家里给爷
爷奶奶吃。当年物资匮乏，在枣
庄买不到饼干等，就连三毛钱一
斤的地瓜点心都不好买。后来父
亲在“文革”期间曾再次去过天
安门广场，但他认为还是第一次
去时的广场最美丽，最难忘。

因为过去照相机不普及，人
们基本上都去照相馆照相，当年
照相馆里最为流行的布影就是
天安门。照片中的大哥小名大
孩，是我大伯父孔庆怡的遗腹
子。大伯父早年参加八路军峄县
武工队，解放后转业到蚌埠火车
站任人事科长，1951年8月因病
去世，几个月后大哥出生。1960
年大哥从蚌埠来到老家峄县匡
谈小学上学，父亲和大叔专门带
着他到了峄县城里照了张合影。
半年后大哥随大娘刘凤云回到
蚌埠生活，50多年过去了，至今
没有音信。大叔孔庆生，是父亲
的叔兄弟，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在我小时候还教过我，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去世。这些弥足珍贵的
合影，记录了一段故事，每次看
到它，总会令我想起教过我政治
的庆生大叔，和从未见过面的大
哥……

秋雨秋雨
■■ 郭潇繁郭潇繁

秋天的雨,是漂泊的游子在
静夜中勾勒的乡间小道，是匆匆
的过客在叹息后的策马扬鞭，是
痴痴的伊人在黄沙后的浅唱低
眸。

秋天的雨是凄凉,无奈的；秋
天的雨是寂寞，空虚的,秋雨用它
无力的双手弹奏着荡入心魂的惆
怅。但秋天的雨又是昂扬的，激慷
的，它以绵绵之力对抗着那些无
法触及且又存在的东西。秋天的
雨就那样飘落着，留给人的是无
穷的哀愁和无尽的遐想……

悄然间，夏日的炙热已和我
们挥手，秋天悄无声息地走进了
人们的生活，秋雨也随之降临。
前几日，细雨蒙蒙，把整个城区
都弥漫在一片秋雨之中。在阴凉
的时光里，与秋色静静对峙。

雨水轻轻敲打着树叶，发出
噼噼啪啪的响声，告别了春和夏
的绚烂，秋天的树叶不再是那样
的翠绿了，而是散发着枯黄的味
道。大地显得有些凄凉，暗黄的

树叶安静地倒在地上，任由秋雨
击打也发不出丝毫响应，空留满
地惆怅。

秋雨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
地，还没等你缓过神，已然打开了
秋寒的大门，岁月划过空气的转
角，一点一滴减却着昨日的芳华。
生活不再像春和夏那样的紧凑、
洒脱，变得忧郁、伤感起来。道路
两边原本青翠的树叶渐渐开始发
黄，在秋雨的击打下，发出滴答滴
答形似乐曲的声音，缓缓地落在
大地上。

轻轻地，柔柔地。一首《滴答》
在耳边回响着，“嘀嗒嘀嗒嘀嗒嘀
嗒，时针它不停在转动……”

从屋檐上滴落下来的秋雨，
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好似断了
线的琴弦。秋雨，不仅带给人一种

伤感，又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在
和我们“捉迷藏”。它轻轻地赶来，
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带来了满园
的芬芳，带来了美丽的色调，带来
了五谷的丰登，带来了丝丝凉意，
还洋溢着满地的秋色。

我喜欢秋的成熟含蓄，喜欢
它的秋高气爽，它不像春那么羞
赧，夏那么显露，冬那么深沉。秋
天的美是理智的，它不像春那么
娇媚，夏那么炙热，冬那么含蓄。
而秋雨带给人们的既有快乐，又
有悲伤，它没有春雨般吝啬，没有
夏雨般慷慨，却是如此地安静。它
默默地提醒着人们，“一场秋雨一
场寒”，莫忘添厚衣。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季节
轮回中，感触着不同时间带来的
召唤，在记忆中拿起笔杆，书写出

唯美的文字。
一阵秋风吹来，吹落了树

叶，带着些许凄凉瑟瑟落在大地
上。夜晚，不知何时又下起了雨，
透过窗帘，一切都显得那么地朦
胧。悄然间，秋雨为我的心灵填
充了一缕叫做多愁善感的色彩。

秋天的意境是诗人无法用
语言所表达的，也是画家无法用
画笔描绘的。秋天的意境只能用
心去体味，用眼去感受。虽然秋雨
这般凄凉，但是当年白娘子和许
仙的邂逅，不就是在秋雨中的断
桥上吗？

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如同这
时断时续的秋雨，总是充满着无
数的变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
心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不畏将
来，不念过去。”

满地落叶

■ 龚安明

在深秋的舞台上
铺天盖地的落叶

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它们用集体的力量

渲染着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
演绎着一段忍痛告别的情节

虽然是瓜熟蒂落
但如果没有秋日凉风的

催促逼迫
树叶不会轻易飘落

毕竟脱离枝头
就有一种离家的感觉

同样 树木也不愿与叶子分别
没有叶子的衬托

即使再浓密的树枝
也会感到单调冷落

光秃的树头
宛如守着空巢的老人

在独自生活

也许离家漂泊
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如同农闲时涌动的打工者
既是生活所迫

也是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

飘飞的落叶
似乎故意将一种气氛弥漫传播

用自己的轨迹
诠释着跌宕起伏的尘世生活

■ 闫吉文

病床上，

听我对你说

二十多年前，
在这座老式医院，

在这样简陋的房间。
我躺在病床，

痛苦地反侧辗转。
忽然有一天，

你举着一丛鲜花，
跳跃着送我爱之狂欢。

那时的你，
还是青春初绽，
你轻盈的步履，
你甜蜜的笑脸。

陪护我度过难熬的每一天……

二十多年后，
也在这座老式医院，

也是这样简陋的房间。
今天的你，

多了几道鱼尾纹，
你已是人到中年。

变了风云，
不变的，

仍是你轻盈的步履。
变了岁月，
不变的，

仍是你甜蜜的笑脸。
依然是你，

陪护我度过难熬的每一天。

再过二十年，
不见了这老式医院，

也不会是躺在这病床，
虽然已是夕阳老树，
但我一定要陪着你，

走到天涯海角，
享受碧波晴空，

让你不再忙碌让你休闲。
加温我们的爱，

还我下辈子也还不够的愧欠！

人生几多二十年？
变的是，

花开花落星移斗转。
不变的是，

对你的马里亚纳海沟般，
深深的情感。

也可能会失去全世界，
但你我都是彼此的永远，
超越万古屹立的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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