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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书香节名人讲堂有一期请来了著名作家苏童。 活动场所改在文艺情调浓郁的

方所书店。 狭长的讲场里，拥挤地坐满了文艺青年。 活动请来苏童的江苏老乡、香港当

红青年作家葛亮，主持这场名为“文学中的南方”的讲座。 苏童说，中国的文学中，并没

有“南方文学”这一说，谈这个话题无意是想寻找南方、北方在写作上的一点点差异性

而已，千万别以为他要说清楚什么叫南方文学，南方文学有哪些代表作家。

用方言创作有价值，但会导致“书卖不出去”

在阐述“文学中的南方”话题时，苏童并不急于从文学入手，相反选择历史的角度

切入。 “一般来说，北方带有一个政权的隐喻，相应的，南方意味着民间、百姓，这是中国

几百年历史所决定的习惯性思维，南北之间有一条看不清摸不着的界限，没有一个人

说得清楚，却确实代表了某种事物、力量的对峙。 ”苏童说，我们的历史本来就是黄河文

明孕育出来的，所以以北方为尊是很有道理的。 这一两百年来，南方文化一直在蠢蠢欲

动，比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都是从南方开始。 同时，南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

是湿润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注定是开放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可以吸收很多

文明。

在了解南方、北方文化的大概特性后，苏童谈到文学。 “对于写作者来说，南方有很

多方言。 一个远离普通话的作者，要用普通话的思维、格局写作，是要比北方作家‘辛

苦’一些的。 为什么南方作家的语言比较考究，是因为他们需要把方言转化成书面语。

这种压力是无形的。但也正是这种压力，造就了南方一批重要作家。现代一批文学大家

都来自南方，比如鲁迅、胡适等。 ”

至于可不可以用方言来创作，苏童笑着说，当然可以，但没有人愿意，因为“这样的

书卖不出去，丧失读者。必须肯定，用方言创作，这种尝试是有价值的，但得作出牺牲。 ”

中国没有清晰的南方文学概念

南北方文化的特质是存在差异的，为何又说没有“南方文学”这一概念？ 苏童举了

个美国的例子。 在美国是有“南方文学”的概念的，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喧哗与骚动》的

作者福克纳。 “福克纳写作的时代，美国的北方，已经是工业社会，而南方仍然是农业社

会，南北差异很大。 福克纳为代表的‘南方文学’写的南方社会，具有清晰的辨识度，有

南方落后社会鬼神文化、灵异文化，他的故事是典型的南方故事。 ”苏童说，但是反观中

国，这条界线还很模糊，我们还不能清晰地说出什么是南方文学，更无法说出有哪些作

家代表了南方文学，我们拿出来讨论这个话题，仅仅是为了尝试弄清楚南北写作的一

点点差异，而已。

“文化也是发展的。 包括一般人认为北方文化代表政权、大一统，南方文化代表民

间、百姓，这都不能说谁代表正统。 ”苏童说，尽管南北有差异，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

南方文化反哺中原，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中原文化会侵蚀南方。

不要强求“文学走出去”

昨日的活动中，互动的时间很长。 众多文学爱好者问的问题很广泛，有关于写作的

经验、“中国文学走出去”等。

有写作者问苏童，遭遇退稿时该如何调整心态。 对此，苏童回答道：“我年轻的时候

是有名的退稿大王。但我很怀念青年时代的写作，那时的写作就是血气方刚的。如果你

有写作的习惯，你会比人家多出一种生活，一种内心生活。 所以写作能发表是幸运，但

不能发表也没有什么，肯定不是浪费。 ”

还有读者问，在伦敦一些欧美城市，很少看到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国文学如何走出

去？ 苏童说，很少看到中国作家的作品，大体上是一个事实，但也还是有的，“只不过是

在书架的最底层，灰尘很厚。 其实中国作家也有在欧美畅销的例子，比如余华的《兄弟》

和前些年卫慧的《上海宝贝》。 但欧美读者读中国小说，都是当休闲读物来读的。 ”至于

中国文学走出去，苏童说，国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自己的经济很强大，文化就一

定强大，这是两回事。 还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根基本身就不一样，何必要强求走出

去，“走得出去就走，走不出去，待在家里，也挺好。 ” （据《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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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作家。

1980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

家。

1983

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十万字，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

《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蜚声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