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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通俗一点
说，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民族而言，这种说法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因地理、物候环境的不同和人文历史的差异，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又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地域文化，造就了一批批个性迥异的、斑斓多姿的“地域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不合适宜的地域个性将最终趋于消失，不同地方的人们会越来越像孪生兄弟，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迈向新时代。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地理环境、物候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的
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就造成了个性有所差异的“地域人”。
每种地域人性格都有其短长。

本书选录了几乎所有描写地域文化的佳作名篇，商人经商用得到它，自省反思可以阅读它，闲聊瞎侃
可以说起它，是每个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地域文化号与性格的最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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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人与南人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
经是一种传统。
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
，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
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
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
后投降的一伙。
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
。
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
了。
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　　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
人的如天之福。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
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
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
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
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
我看这并不是妄语。
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
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
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
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南人北人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是对外说的。
咱们关起门来，其实老打内仗，俗称”窝里斗”。
这毛病是从老祖宗那里一直传下来的。
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本是两兄弟，却势同水火，不共戴天，一直杀到山崩地裂。
　　炎帝后来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好像逃到了南方。
那地方植物丰茂，才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他的子孙和部下，也就繁衍成”南蛮”，成了今天的南方人。
而黄帝一伙儿占据了中原，以正统自居，发展成今天的北方人。
　　南人和北人，都是中国人，都是汉族（咱们主要讨论汉族），骨子里却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语言就不一样。
所谓”南腔北调”，其差异大概跟德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别差不多。
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将汉族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民族。
事实上，就有人这么分过，元朝时人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是
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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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汉人”，是中国北方的汉族，或汉化的外族；”南人”则是前朝南宋的遗民，虽说也是汉族
，却又低了一等，属于人下人。
　　南人为什么这么吃亏？
因为打不赢北人。
历史上无数次南征北伐，南征胜于北伐要多得多。
并非南方经济落后，并非文化差一大截。
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情况不一样。
美国的确北方比南方发达，重工业、商业都在北方，南方只种种棉花花生。
中国是农业社会，地理、气候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南方因而往往较之北方发达和富庶。
如战国时代的楚国，经济实力一度远远领先其它诸强，而有问鼎中原之说。
不料反遭强秦欺凌、吞没。
三国时孙吴也富甲一方，占尽地利，终不敌晋军长驱直入。
南北朝时，南朝比北朝繁荣，结果统一于北周。
宋代，南边的宋国经济超过北边的辽，辽超过更北的金，金超过最北的蒙古。
结果是金灭辽，继而灭北宋；蒙古灭金，进而灭南宋。
整个一个不讲道理。
　　明末时满人崛起于东北，与南边的大明帝国对峙。
南边经济文化之发达，岂是天寒地茫的关外游牧、渔猎经营方式可比。
武器也先进，当时有一种领先世界的红夷大炮”，相当于海湾战争时的爱国者导弹，一炮轰过去，就
把那边的开国元首努尔哈赤打死了。
但大明帝国最终为满清所征服。
国共内战，国民党盘踞着富足的南方，共产党则割据着北方的乡村，南边有飞机、坦克、军舰，却也
都挡不住南下的共军。
国民党的失着，就在于没有把消灭在南方，而让他们七冲八闯突了围，长途跋涉到了陕北，渐渐发展
成北方的强敌，无可收拾。
　　也不是从没有反过来过。
曹孙刘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蒋介石领导的第二次北伐，都是南方打败北方的著名战例。
但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少，而且差不多都只胜于某一次战役，或一场有限的小规模战争。
相对于历史上北人创造的那么多的辉煌战绩，南人值得骄傲的胜利实在太少了。
　　是不是南方比北方缺乏人材？
显然不是。
翻翻历史，看看四周，南方的人材也真是太多了，什么才都不缺。
俗话说：惟楚有才。
而江浙一带，也是状元、才子的著名出产地。
近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几乎尽出于南方。
是不是南人比北人懦弱，经不起打？
好像也不是。
事实上，南人是很经打的。
从最早的炎黄大战起，就从不曾老实认过输。
炎帝一脉，都是宁死不屈的勇士。
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刑天落首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战斗，总之都是好样
儿的。
屈原投江，是不愿做亡国奴。
每逢外族入侵，总是北方轻轻易易丢失大片土地，再轮到南方来艰苦抵抗，因而南方著名的抗战英雄
特别多，岳飞呀，文天祥呀，史可法呀，等等。
不象北边，一下一个汉奸石敬瑭，一下一个汉奸张邦昌，一下一个汉奸吴三桂。
南边好容易出了个汉奸秦桧，也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据说是北边专门派到南边来搞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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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后来还出了一个汪精卫，南得不能再南，这个不假。
但他只是求和，既没割让领土，又没改易国号，更没有引狼入室。
似乎这汉奸也当得比北方人稍有些骨气。
　　北人打赢南人的重要原因，我想是马。
古时候打仗，马是不可或缺的战斗员。
所谓“兵强马壮”，“粮草先行”，“天下兵马大元帅”，“马上得天下”，都是这个道理。
民谣还说：“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一匹名马，竟可与一代名将相提并论。
南方不产马。
电影《决裂》里老师上课讲”马尾巴的功能”，遭到南方学生的抗议：我们连马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你老讲它的尾巴作什么？
不仅马，连驴都少见。
好事者带了一头驴入黔，还引起当地老虎一阵骚动，以为来了怪物。
诸葛亮南征孟获，人家找不到马，只好把水牛、大象也赶到战场上去充数，岂能不败？
北方产马，也惯于马上作业，所以打来打去，以蒙古骑兵最为厉害，铁蹄蹂躏欧亚大陆。
以前没有坦克，骑兵队的作用就象坦克群集团冲锋，步兵怎么挡得住？
象俄罗斯这样强悍的民族，拿破仑、希特勒都打不过它，唯独被蒙古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何况咱们还有的是汉奸。
　　南人因为缺马，就要从北方引进。
如果南边和北边是一个国家的时候还好说，南粮北运，北马南调，只是国内资源调济，或者干脆就叫
国内贸易。
如果不幸分成南北两家，就不好办了，等于是核武器出口，不光国际贸易，还牵涉国家利益与安全。
我把好马都给了你，你不是好来打我吗？
所以，不给。
你要你到那堆老弱病残中挑去。
当然老马也并非一点用也没有，你被人家打败了它可以带你走出荒漠，这叫老马识途。
老马为什么识途？
它是人家那儿养大的，门路熟。
　　不论什么原因，北人的赢多输少，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昂视阔步的气势。
他们认为这就是男子气概，他们认为应该自称“汉子”。
你经常听人说：“北方汉子”，没听说过“南方汉子”。
经常听说关东汉子、山东汉子、西北汉子、河北汉子、天津汉子，没听说过广东汉子、湖南汉子、福
建汉子、江苏汉子、上海汉子。
上海那地方娇滴滴的，还出什么汉子呢。
鲁迅一头扎在上海住那许多年，结果也才住出来“四条汉子”。
　　北人叫汉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北人身材比南人高大。
北人为什么高大？
据说是吃面吃出来的。
南人吃米。
这是又一条应该和北人划分为两个民族的重要依据。
西方人吃面，因而高大；同属一个种族的印度人吃米，相对就矮一些。
南人与日本、东南亚一带吃米的民族相近，而北人则与西方欧美人相近。
北人跑到国外，天天吃面包不会觉得有什么腻歪。
南人就不行，非弄点米吃吃不可。
以前北方供应大米有限，去那边工作的南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吃不惯。
南人认为面只能拿来做点心，永远吃不饱。
北人则认为吃大米既奢侈，也不顶饿，有“三十里糕，四十里面”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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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糕是米糕，吃了跑三十里就没劲了；吃面才跑得远，要跑四十里才蔫。
　　主食的不同，造成了整个饮食结构以及吃法的巨大差异。
总的来说，北方饮食粗糙，而南方做工精细。
你要听到一个北人会做菜，那才奇怪，就跟听到一个南人吃得随随便便一样。
南人一吃得随随便便，多半是不想活了。
北人相反，只有不想活了，才去好好地吃一餐。
八大菜系，南边占了绝大部份，流派纷呈，只给北边剩下京菜、鲁菜两个系，严格说来，还是为了保
留北人的粗犷风格才给划出来的，根本不能与川菜、湘菜、粤菜、淮扬菜相匹敌。
南人到北方开餐馆，是丰富和弘扬民族的食文化；北人到南方开餐馆，不过是让鲜活玩艺儿吃腻了的
乡亲们别忘了家常口味，有点象开忆苦餐。
　　北人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南人要把肉切得细细的，煨得烂烂的，炒得嫩嫩的，把酒烫得温
温的。
南人喜欢吃青叶子菜，几天不吃就拉不出屎；北人无所谓，光吃肉也能拉屎。
北人喜欢吃饺子，这是他们对中国饮食的最大贡献。
南人喜欢吃馄饨。
饺子用醋蘸蘸就行了，一口一个。
馄饨要汤碗、调料齐全，一口只咬半个。
南人喜欢吃葱，北人喜欢吃蒜；南人吃泡菜，北人吃咸菜；南人吃辣椒是为了祛湿，北人吃辣椒是为
了驱寒。
南人是咸辣、麻辣、油辣、甜辣，北人是干辣、酸辣。
北人把吃读成“痴”，痴痴地只管吃。
南人把吃叫“七”，叫“恰”，叫“食”，叫“噎”，叫“夹”，叫“塞”。
南人喝茶也叫吃茶。
南人吃各种各样的茶，北人只喝花茶就够了，觉得花茶既香且浓，殊不知那是花香而非茶香，是南人
专门放进去骗北人的。
北人不懂欣赏真正的茶中精品，比方龙井、碧螺春，以为太淡，要细抿慢嚼才似乎有那么点味，不适
合牛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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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浙江人的柔软、湖南人的军事精神、江西人的小家子气、山东人的朴实和善，都是一种稳固的地
域特征和地域文化。
　　——德国地质学家　利希霍芬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
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鲁迅　　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
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
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余秋雨　　北京人爱把事情颠来倒去地想，替人家找辙，替自己宽心。
“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找辙的证明。
　　——陈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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