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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乐园是图书馆，有人的乐园是
河道，有人的乐园是校园⋯⋯而我的乐园
却是后山的小树林。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时，奶
奶会带上我，沿着泥泞的小径慢慢走着，
会发现许多“宝藏”：每找到一片四叶草就
会许下一个充满童真的愿望；每挖到一株
野菜就幻想着用它来做成美味佳肴；每采
到一捧鲜花就会将自己沉醉在花香中⋯
⋯

夏天，是骄阳似火的季节。外面炎热
无比，小树林里春姑娘却好像留住了脚
步，散发着清凉的气息。这时，我会和小
伙伴们带上美味的零食，在清凉的环绕下
饱餐一顿。用野果野草、树枝树叶玩一场
有趣的“扮家家”或“枪战”。在晴朗的夏
夜，爸爸兴许会带我去捉那些提着灯笼的
小虫——萤火虫。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时，我和小
伙伴们会捡来被染上全红色泽的落叶；会
用网兜打下一个个香甜的果儿，让妈妈洗
净，快乐地嚼了；会在绵绵秋雨后穿上雨
鞋，“咯吱咯吱”踩落叶，“哗啦哗啦”跳水
坑，会坐在地上静静地听蟋蟀拉小提琴⋯
⋯

冬天，是天寒地冻的季节。这时，我
们会拉上父母一起冲进雪里奔进这银装
素裹的“天堂”；堆几个千奇百怪的雪人；
轻轻剥下一片片由大自然雕刻的“冰片”，
来一场激烈的“雪球大乱斗”。

后山的小树林，为我带来了无限遐
想。它是我的快乐源泉，是我的心灵补给
站，是我的童年乐园！每每来到那里，心
中便会溢满欢喜。

说春趣事

一年之首，山花烂漫、生机勃发，春润
万物。春，是永远谈不尽、写不完的话题。

在我幼年时，一项特殊的职业曾活跃
于村寨，这便是：说春。

印象中的说春，是一位背背篓、拄拐杖
的男子，走家串户向户主送上一纸春帖，再
收钱、要粮。和A4纸差不多大小的春帖，
被横线划分为13格，第1格至第12格分别
写着当年农历正月至十二月的每月天数及
每天对应的天干地支和相关禁忌等内容。
春帖的最后一格则画上渔樵耕读以及“八
龙治水”“九屠共猪”等寓意美好农耕生活
的内容。

在贵州石阡，说春，已经被列入国家级

非遗以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
类非遗范畴。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说春之人，虽美其名曰“春官”，却并
非什么好当的“官”。

记得那时乡村比较落后，面对登门
说春的春官，主人家给二毛钱至五毛
钱，有时还送上一升碗大米。这升碗，
是一种木制的漏斗型量米器具，口大底
细，和今天的饭碗差不多大。一升碗米
的重量，相当于半公斤。主人家送给春
官的钱、米两项加起来，价值接近一元
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开销了。

春官到来，是教人稼穑，勿误农
事。在没有手机、电视的年代，一张春
帖，往往是指导一年农事活动的主要参
考。在“哦~~~来了来了春来了……”的
开场吟唱中，第一个来送春帖的春官，
主人家会客气地奉上现金与大米。

春官这项职业，其实潜流暗涌，竞
争激烈。就像本世纪初期热销的报纸，
当日第一张上市的报纸，给读者提供最
新鲜的资讯，而晚来一步的报纸，就只
能被人拿来擦玻璃、垫屁股了。送春帖
的春官，也赶一个“早”字，要抢先将第
一份春帖送到农户家中，让第二个来说
春的人无春可说。

每年秋收之后，严冬悄然来临，春
官的职业旺季也来了。无论哪街、哪
寨，只要是第一个登门的春官，极易卖
出春帖。而晚到一步的春官，说得再

好、春帖印得再美，也只能吃“闭门羹”。我
老家的房子，处于集镇下街，记得只要晚来
的春官出现在街上时，左邻右舍就会提前
通风报信，纷纷掩上大门：春官大人，不是
我们不尊敬你这份职业，而是家里已经有
了春帖，来晚了您呐！

春官们也从中总结经验，纷纷赶早。
来得最早的春官，在农历七月初一就出现
在街头。他头戴竹笠，身着短衫，脚穿一双

“泡和凉鞋”，头顶炎炎赤日。邻居们绝未
料到：今年的春官，不知是否乘坐了“8 楼
的2路汽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早
一些，连关门都来不及，突然间春官就已出
现在堂屋。

只见春官的龙头拐杖上缠着东家奉上
的麻线，背篓里装着西家赠送的大米，低吟
着“左脚踏门生贵子，右脚踏门贵儿孙；双
双脚儿齐踏进，男聪富贵女聪明”就进了
门。随后，他从一叠水红色的春帖中取出
一张，一边吟诵一边来到主人家的神龛前，
将春帖压于神龛正央。继续吟唱：“一进门
来朝上望，主家香火在高上；天地亲君当堂
坐，梓潼观音立两旁……”

主人家给他递烟，他吟唱：“主人家来
好诚心，急忙就把烟来兴；烟又是从哪朝
起？烟又是从哪朝兴？”主人家给他上茶，
他吟唱：“主人家来好诚心，急忙又把茶来
兴；不提茶来由此可，提起茶来有根深。茶
又是从哪朝起？茶又是从哪朝兴？”待主人
把粮食现金都奉上后，他这才客气转身，

去往下一家。
有水平的春官，会“见子打子”，拿什么

就说什么，这是有一定功底的。没水平的
春官，大约要数银老三了。

银老三，是一位孤寡之人，就住在镇
上，离我家不远。他虽智力不如常人，但勤
快，有力气，且有远房亲戚养着，还不至于
饿饭。他也看到了说春的商机，于是在秋
收之后学人说春。不过，他毕竟不是“科
班”出身，没有背过那些能哄主人开心的

“经典之词”，一句“哦~~~来了来了春来了
……”的开场白之后，他就没词了，但表演
还得继续，于是变成：“多多里多来多多里
多，爹爹里爹来爹爹里爹，妈妈的妈来妈妈
的妈……”他表情严肃，吟诵大声、抑扬顿
挫，引得周边的小孩大人捧腹大笑。善良
的主人家怜悯他的出身，打开用手绢裹了
一层又一层的钱包，小心翼翼地从原本不
多的纸币中取出二毛或五毛递给他，这时，
他的说春之词就变成了：“得一分来算一
分，得一角来算一角……”

从那以后，一个属于本镇百姓才懂的
歇后语诞生了：银老三说春——得一分来
算一分，以指代挣钱的不易。银老三登门
说春，街坊们即使家里已有春帖，也会让其
进屋，此中既有看热闹的成分，更有施舍于
他的意思。真正招人讨厌的春官，是六月
还未结束，就猴急猴急来说春之人，村民们
往往以“六月间的春官——打胡乱说”来表
达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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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种律动，

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

有晴有雨，趣味就在这

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

微暗些，再明起来，则暗

得有趣，而明乃更明。

——老舍

每个人都争取
一个完满的人生。

然而，自古及今，海

内海外，一个百分之

百完满的人生是没

有的。所以我说，不

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

一个人要获得幸

福，就必须既不太聪明，

也不太傻。这种介于聪

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

生活的智慧。

——周国平

名人箴言
年轻的时候以为

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

生，直到后来才发现

如果不了解人生，是

读不懂书的。读书的

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

所感去读书，用读书
所得去生活吧。

——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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