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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人与南人》讲述了中国各地传统的地域历史文化，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中国人才
分布的历史地理环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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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人与南人这是看了&ldquo;京派&rdquo;与&ldquo;海派&rdquo;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
的&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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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饱食终日，无所用
心&rdquo;；南方人是&ldquo;群居终日，言不及义&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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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贵&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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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贫嘴&rdquo;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北方与南方&hellip;&hellip;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
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
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
幸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民族主义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有的不过是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也许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整个帝国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
相同的历史传统，相同的书面语言&mdash;&mdash;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的&ldquo;世界
语&rdquo;问题，以及相同的文化，这最后一点是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文明以其缓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渐渗
入相对温和的土著居民之后的结果：这些共同点使中国获得了一种人类博爱的共同基础．这也正是现
代欧洲所缺乏的。
就是口头语言也不会造成欧洲人之间讲话那么大的困难。
一个满洲人能够使云南人听懂自己在讲些什么，尽管有一些困难，这也实在是语言上的奇迹。
这是经过缓慢的殖民化过程才获得的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字的书写系统这个民族团结的有形
象征。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
这里，中国人这个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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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各异。
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出生的将军去领导北方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
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
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
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
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
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
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
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
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
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
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
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
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
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
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
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ldquo;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rdquo;，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
辣，不好吃。
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
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
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
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
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
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
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
北部。
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
们的出生地。
汉朝的创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县，明太祖朱元璋则来
自安徽凤阳。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
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
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了
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
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
半个世纪之前，华中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
学者与将军，但因为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
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这后一项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
才&mdash;&mdash;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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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看到。
我们来对比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
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
，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
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
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
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
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
，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
　　曾经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北方军官，在检阅一队苏州籍的士兵。
他用洪亮的声音喊：&ldquo;开步&mdash;&mdash;走!&rdquo;但是，士兵们没有挪动脚步。
一位在苏州住过很长时间、知道奥妙的连长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
长官允许了。
于是他没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声音喊：&ldquo;开步&mdash;&mdash;走&rdquo;，而是用真正婉转诱人
的苏州腔喊道：&ldquo;开&mdash;&mdash;步&mdash;&mdash;走奈一嗳&mdash;&mdash;&rdquo;嗨，你
瞧!苏州连前进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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