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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北方》中，张抗抗用优
美而富有思辨的语言，记录了中国文
化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传承，以及在其
影响下呈现的各地人们的真实生活。

张抗抗是杭州人，19岁前一直生
活在这个江南城市，之后插队去了北
大荒，接着读书、工作，在北方一待就
是30年。

“心中的某个地方总在南方或北
方，南方孕育了她的血液，北方重塑了
她的骨骼。”这是张抗抗散文集腰封上
的一句话。

“这本散文集，收录了我在南方和
北方生活的印象，包括一些风景和
人。”这么多年，张抗抗去过很多地方，
她陆陆续续都整理成了文字。

在书中，张抗抗记录了知青岁月
的不少趣事。“里面有不少因南北方差
异造成的小误会。比如，南方人和北
方人经常会‘掐架’，但是时间久了，大

家又会互相认同。这就是一种文化的
交融。”她笑着说，在北方，水桶一般是
担水用的，而南方人也会拿它来洗衣
服；再比如，南方知青去了北大荒，没
见过那么大的蚊子，吓得赶紧挂起蚊
帐，保护自己，北方知青就不干了，“这
样，蚊子不都盯上我了么？”

张抗抗说，刚到北方那会儿，也和
北方知青一起睡大通铺，那时一个屋子
就一盏灯，她刚好睡在灯下面，就想趁
机看会儿书，不料看着看着，北方知青
跳了起来，说影响自己睡觉了，于是又
争了起来。“这些都是文化差异带来的，
现在想来，这些小隔阂都充满了趣味。”

两三年后，她发现大家关系融洽
了，“北方知青会给我们科普冬天如何
御寒，而南方寄来的‘的确良’布料，我
们也会与北方知青分享。人与人之间
的小矛盾逐渐消失。几年之后，大家
已经基本分不清谁到底来自哪里。”

儿童文学作家伍美珍，被誉为“心灵魔法师”，其
作品因贴近青少年心灵世界而深受小读者喜爱。昨
日下午的书展上，伍美珍和宁波读者见面。见面会前
的20分钟，伍老师把时间留给了宁波晚报（现代金报）
小记者们。

来自宋诏桥小学的5名学生获得了这次专访的机
会。能和心目中的“阳光姐姐”面对面，大家心里乐开
了花。在他们看来，伍美珍老师一直像朋友一样存在。

“我看过伍老师的书，文字特别有趣，每次读都特
别开心。”姚一成同学的话代表了小记者们共同的心
声。

为了这次采访，5个孩子都做足了功课。等候的
时间里，大家还在兴奋地分享着各自收集的资料。

伍美珍曾是“阳光姐姐热线”主持人，专为小读者
排忧解难。自2000年起，她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
出版了70余部少儿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曾获
文化部“蒲公英少儿读物奖”和新闻出版总署“全国优
秀少儿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

记者在小朋友们的采访笔记上看到，每个人都准
备了5个问题。专访时间里，每个孩子都争取到了一
个向伍老师提问机会。

“您为什么会当作家啊？您这么多的写作素材都
是哪里来的？写作的乐趣在哪里啊？”姚一成和闻瑾
萱同学如此老到的问题把伍美珍逗乐了。

伍老师认真地回答：“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作家，
所以一直很爱看书，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写
书的乐趣在于可以到梦想世界去旅行，所以觉得特别
快乐、特别享受。这也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读者来
信是我写作的一部分素材来源，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
众号，随时给我留言。真诚邀请你们成为我的‘情报
员’。”

小记者沈轩与提的问题是：“您有文思枯竭的时
候吗？”对此，伍美珍“诚实”地向孩子们透露：“其实，
我也会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这时我会去外面走走，
或听听音乐或看看别人写的书。”

伍老师还告诫小记者们，如果爱写作，就一定要
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写作，只有坚持到底，才会胜
利。”采访结束后，伍美珍特意给小记者们写下寄语：
亲近文学、感动童年。

至此，宁波晚报（现代金报）小记者对本届书展的
报道活动结束了。短短几天时间里，小记者们不仅以

“全媒体现场播报”的方式报道了书展的实况，对天一
阁古籍修复做了现场直播，还深度对话“明星记者”敬
一丹，专访了知名作家张抗抗、沈石溪、伍美珍……一
个又一个的采访机会让小记者们大开眼界，好几个小
记者在完成采访后都问过带队的大记者“这样的机会
还有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记者 章萍

著名作家张抗抗分享散文集《南方》《北方》

“地方文化个性应该保留下来”
约定的采访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不好意思，书才签完，宁波读

者太热情了。”昨天中午，著名作家张抗抗接受记者采访时，手上的签售
刚停下，当天她带着散文集《南方》《北方》来到浙江书展，并举办了新书
分享会，“一不留神，时间就溜走了。”她说。

“心灵魔法师”伍美珍
邀小记者当“情报员”

每年，张抗抗都会回杭州老家探
亲。“虽然我生活在北方，但与南方的
联系从没间断过。”这两本散文集，也
可以看到她的人生轨迹。

张抗抗表示，通过自己的人生轨
迹，她总是能看到南北方文化的不同
之处，比如语言，就是其中一部分。在
她看来，南方的语言一般是自用的，很
难与人分享，也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
而北方方言相对通俗易懂，自己的创
作也会不自然地受此影响。

她举例说，在南方，做饭就叫做
饭，很直白，而北方还要分做大米饭或
者小米饭。“在做法上，南方统一为烧，
北方则更丰富，摊、烙、包、蒸、贴等，很
形象。”前不久，张抗抗在杭州的街上
看见两个大大的店招“撸串”，她认为，
如今北方语言正在不知不觉地进入南
方人的生活。

张抗抗说，南方人的食物更加精
致丰富，但是表达的动词却相对匮乏，

“我在创作中，会吸收一些北方的语
言。”

张抗抗表示，南北差异对一个人
的成长而言，是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北方的壮美生活，收录在了《北方》集
里；而我的一些体会感悟，都放在了
《南方》集里。”她说，《南方》《北方》是
南北方差异融合并存的产物。

如今南北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小。
“有些民俗，甚至很区域化的生活方
式，应该被记录下来。”她说，现在南北
方很多城市都建设得繁华漂亮，但是
能让人一下分清这是哪里的，一定是
这里的树木，“南方香樟、榕树，北方槐
树、桦树，这些自然性是原生的，是无
法被人为改变的。”张抗抗认为，地方
文化个性应该尽可能保留下来，“文化
是表象的，而地域文化是内在的载
体。由此体现出来的内在的文化本质
才是最重要的。”她说。

记者 施代伟 文/摄

《南方》《北方》是南北方差异融合并存的产物

南北方文化有差异，知青们经常“掐架”

伍美珍接受本报小记者采访。记者 张培坚 摄

张抗抗在签名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