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食材有的来自植物，有

的来自动物，大多不可生食，需要烧熟方可

下咽。人类离不开火——可控的火。一日

三餐的灶火特别重要，每个人活着都需要。

既然是说灶火，那首先就要说到土

灶。土灶常用砖砌成，分灶膛、灶门、灶台

三部分。对于农户来说，缺这少那尚可将

就，家家户户唯独不能没有土灶。灶膛内

烧的大多是秸秆。以水稻为例，大米供食

用，稻草是少不得的着火物，草灰则是上好

的农家肥，物尽其用，名副其实。一年又一

年，一代又一代，祖祖辈辈，都以这样的生

存方式繁衍后代。也许，这就是所谓人间

烟火的由来吧。

旧时，每个农家都有草垛，堆置各种农

作物的秸秆。草垛的大小是收成好坏的标

志。往灶膛内投送秸秆，名曰“烧锅”。爱

玩火的孩子常常乐而为之，家长们则每每

阻止，怕的是万一发生火灾，那是毁灭性的

灾害。

城里人没有秸秆，烧锅多用煤球生火

做饭，煤球炉应运而生。煤球炉常用铁桶

做成。上部中央做炉膛，下部开口的部分

叫炉门，那是变形换代的土灶。煤球不易

燃烧，生火是一件相当难办的事。先要引

燃炉内的木疙瘩，然后适时投入煤球，再在

炉门口用扇子向炉膛内扇风。火候掌握不

好，往往前功尽弃。此时，性子急的人，炉

内生火不成，心里却已经火了。这也难怪，

满屋烟尘，呛得人忍不住咳嗽淌眼泪。满

脸流汗，狼狈不堪之后，生火的事还得重来

一遍。煤球炉子生火，天下第一烦人，倘若

天天如此，那是活受罪。封炉呢，能保留火

种，但实施起来有难度。一旦封炉失败，煤

球浪费了，而生火的事还是无法减免。

唉，眼见已到了嘴边的食材，要真能吃

进口，还蛮麻烦的。这么一想，一日三餐确

实来之不易。

现在普遍用上了清洁能源，石油液化

气或天然气，生火的事轻而易举，——也简

直不存在生火这事了，只要拧开煤气灶开

关，立马炉火熊熊。眼下农村，虽说仍有用

秸秆烧锅的现象，但也已不是主流。这样

一来，老早被视为宝贝的秸秆，反而成了累

赘。每到农作物收获季节，秸秆铺天盖地，

烧，会污染环境，不烧，又无法处置。还真

是麻烦事！只好寄希望综合利用、变废为

宝。相信这并不是幻想吧，因为世界上，总

是人最聪明。就像远古时，火的利用，这是

属于人类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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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甘肃天水，凡乡间红白喜事都叫

“过事情”，亲戚与邻居前去随礼则叫“跟事情”。

但凡“过事情”，主家准备待客酒席，且有专门称

呼——坐席，也就是吃席的意思。记得天水一带

的吃席有四盘子、六君子、八大碗、九子梅、十全

席，十三花等。坐席最多的是十三花，凉菜和热

菜加起来共有十三个，故得名十三花。

我最喜欢吃十三花中的“滑肉”，每次跟着

大人一进过事情人家的大门，鼻子就能闻到滑

肉的味道。那时的十三花都用大笼蒸，常常把

大笼置于院子一角，从笼中散出的香味让人的

嘴巴和鼻子都享福。“滑肉”是十三花中味道并

不重的，但我却远远地就能闻到，足可见我在上

次吃过“滑肉”哪怕隔多久，在下次都能敏感闻

到。我后来曾琢磨过滑肉是应该用“滑”还是用

“花”，经过对其形状及肉质分析，我认为还是用

“滑”字比较确切。因为“滑肉”最明显的特点就

是柔滑，吃进嘴里绵软得似乎是入口即化。

滑肉其实是一种油炸的面果，因为在面中放

了鸡蛋，便有酥软和糯糅的口感。滑肉炸出后放

入大蒸笼蒸软，同时让调料味道入味。我小时候

虽然知道“滑肉”不是肉，却认为比肉好吃。

那时候我跟着大人到过事情的人家，到席

上被安排一个位置坐下，专门负责上席的人一

声吆喝，报上座席的序号，很快就端上几个凉

菜。大人们吃一口凉菜喝一口酒，如果碰上对

路（亲切）的朋友就开始划拳（猜拳）。大人们划

拳喝酒，小孩子面前的酒杯很快被他们拿走喝

了，但他们顾不上吃的东西就全进了小孩子嘴

里。等端上十三花，荤素搭配摆上桌子后，大人

们不再划拳喝酒，把嘴一抹开始吃菜。十三花

是热菜，人们都认为吃凉菜适合喝酒，而热菜则

应该专心致志地吃。

长大后到了新疆，发现新疆的“九碗三行

子”与天水的十三花极为相似，除了数量是九碗

外，菜的做法和味道都与十三花颇为相似。因

为不了解九碗三行子，所以第一次吃时一边吃

一边东张西望，希望看到别人吃九碗三行子时

有什么讲究。那时候我到新疆时间不长，对一

切都好奇，就连新疆的普通饭菜也似乎充满魅

力，何况是回族人正宗的九碗三行子。

经过了解，我发现新疆人吃九碗三行子有

一个习惯，即在前面不上凉菜，而是直接上九碗

热菜。因为所有菜是事先在大笼里蒸熟的，所

以上菜速度快，哪怕有三四十人等着吃也不用

紧张。被人们称为“大师傅”的厨师们扫一眼来

客的数量，把冒着热气的蒸笼一层层掀开，早已

蒸熟的肉菜便飘出香味，他们一碗碗取到托盘

中便可端上桌。所以吃九碗三行子，来多少人

都不用慌张，可以十人拼一桌开餐。

我第一次吃新疆的九碗三行子只是匆忙一

尝，大致观察了各碗肉菜的特色，但除了夹沙和

羊肉外，其他的菜都没有记住名字，直到后来在

焉耆县参加一位回族朋友的宴请，才算是仔细

品尝了九碗三行子。那天，我们在朋友家坐定

后，他父亲给我们端上了小麻花、油果、方块糖

之类的点心，同时还端上了新疆的三泡台。我

注意到老人家泡三泡台茶时一直用右手，显得

极为庄重，便觉得这是一种礼节，等悄悄一问便

知道，回族人在这一点上极为讲究，用右手端茶

是对客人最高的尊重。我们一边喝着三泡台一

边聊天，陌生感很快消失，不熟的人也就熟了，

而且还彼此热情地介绍认识。猛然间才明白，

主人是让大家先喘口气休息一下，然后才上桌

吃九碗三行子。

这九碗不论是菜还是肉，统统都用蒸、煮和

拌的方法烹饪。回族人将九碗三行子视为重要

的菜，主要食材是牛肉、羊肉、鸡肉和蔬菜，突出

的是清真菜品的清爽，可品出把浓烈与清淡调

解得极为适宜，让人觉出回族人的款款温情。

朋友因为对九碗三行子并不了解，本来想

给大伙介绍一下，一着急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父亲面露不悦之色，一摆手让他站在一边。

老人家先给大家讲解了九碗三行子的组成和背

景，着重强调说平时不吃九碗三行子，都是在重

大节日和有重要事情待客时才吃，所以说这个

菜其实也就是很多事情的结果。我仔细一琢

磨，觉得老人家说得很有道理，他不光介绍了九

碗三行子的基本构成，而且还谈到了它的文化

背景和哲学思考。

老人家介绍完毕，对女儿和小儿子一挥手，

他们便用托盘端了九碗上来。老人家把毛巾垫

在手上，先在桌子两个对应角摆上两碗，手一摆

说，这两碗对应的叫“门子”，你们看，两碗里面

装的是同一种东西，而且用的也是同一个名

字。我们细看，东面的一碗是丸子，西面的一碗

也是丸子。为什么会摆两碗丸子，不怕重复

吗？大家脸上都有同样的疑惑神情，老人家呵

呵一笑说，你们不注意看就会觉得两碗都是丸

子，其实不是哩，这边的是羊肉丸子。他说着用

手一指其中的一碗，我便知道名堂在丸子里

面。他又用手一指另一碗说，这边的是牛肉丸

子。这回没超出我的预料，有羊肉便必然有牛

肉。我先前曾吃过一次牛肉丸子，味道格外的

好，所以我猜测九碗三行子中的两碗丸子中，有

一碗必然是牛肉丸子。虽然都叫丸子，但如此

这般区分，其实已经是两种不同的菜。

老人家的兴致上来了，把两碗丸子对齐后

又说，你们看噢，这两碗丸子除了里面的内容不

一样外，从调料上也可以区分出来。我听得明

白，他说的“里面的内容”指的是羊肉和牛肉，而

调料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吃几口才可品出味道，

并判断出用了什么调料。但是还没有开席，我

们再馋再急也得忍着。

上了两碗“门子”，等于是打开了九碗三行

子的门，老人家接下来同样是对女儿和小儿子

一通指挥，他们便端上来四碗肉菜，有夹沙肉、

羊肉、鸡肉和黄焖牛肉。老人家说，这四个摆在

桌子四角的肉菜，名字叫“角肉”，也就是放在四

个角角上的肉菜。他说着又把这四只碗一一对

齐，直至满意了才抿嘴笑了。

我放眼一看，好家伙，这四碗扎扎实实全是

肉，除了夹沙肉外面裹了一层面外，其他三种肉

看上去肥瘦相宜，鲜嫩饱满，似乎一入口便会沁

出浓味的汁液。新疆的羊肉多被用去烧烤或炖

煮，人们吃烧烤羊肉吃的是热烈，吃炖煮出的羊

肉吃的是饱满，而九碗三行子一下子就让羊肉

变得温柔了，安安静静地躺在碗里，不事喧哗，

似乎要与你心平气和地交谈。

接下来，老人家又摆了两道菜，并颇为严肃

地说，这也是两道“门子”菜，摆上这两道菜就算

是完成了九碗三行子。有朋友问老人家，最后

这两道菜也叫“门子”，是不是摆上后有圆满关

上了门的意思？老人笑而不答，至于答案到底

是什么，每个人便只能在心里猜测。

其实最后这两道是素菜，一道以豆腐为主，

加了黄花和葱花；另一道以粉条为主，里面还有

少许木耳、蛋卷和青菜，在外观上与其他几道菜

已明显区分开来。

摆了八碗，应该还有一碗。老人家却并不

急，而是一指桌上的八碗说，看看，这八碗像什

么？我们都没看出名堂，老人家摇了摇头说，你

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不就是一个“回”字

吗？我们再一看，顿时恍然大悟。

老人家原来是要郑重地让我们认一次八碗

摆出的“回”字，认完了，他才让女儿端上了最后

的一碗菜。他这次不动手，指挥女儿直接把碗

放到了中间。他一边让我们入席一边说，这最

后一道菜的名字叫“水菜”，一般都用稍微大一

点的碗，装的是凉菜。也有讲究一点的人会在

“水菜”位置上摆上火锅，那样的话，当然也就跟

着上了煮火锅的蔬菜。

九碗都摆上后，老人家松了口气。我们一

看乐了，每边三碗，刚好形成一个正方形，无论

横向或纵向，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看都是三行，

这才真正弄懂“九碗三行”的意义。开始吃了，

老人家却不动筷子，我们招呼他吃，他却说经常

吃九碗三行子哩，现在不怎么喜欢吃了。他不

吃，但却喜欢说关于九碗三行子的趣事，包括与

其有关的谚语，如“九碗三行子，吃了有面子”，

“九碗三行子，吃了跑趟子”。他说，啥是跑趟

子？说来就话长了——它最早是用来招待媒人

的，他们在提亲过程中被男方用九碗三行子招

待，吃得高兴自然就跑得勤快，跑得勤快自然就

说成的亲事多。新疆人把跑得勤快叫“跑趟

子”，于是便有了相关谚语。

焉耆以回族人为多，我在库尔勒时前后参

加过好几次回族人的婚礼，每次都能看见新郎

喜悦，新娘娇媚，只有他们的父母忙得脚后跟不

着地，媒人“跑趟子”把亲事说成，忙到最后的便

是男方家庭。有一次去一户人家参加婚礼，一

进门便感觉人山人海，一问才知道来客有近千

人，于是便感慨主人平时为人处事好，逢喜事来

道喜的人便多。

那天大概开席有一百余桌，一位负责人的

吆喝声不断，把场面控制得极为从容。我们因

为与主人关系好，便多逗留了几个小时，等离

开时来客大多已离去。我们觉得这时候离去

比较合适，可表现出对主人的尊重。但出了大

门突然发现，男主人蹲在墙角端着一碗菜在

吃，再一看才发现那是一碗九碗三行子的剩

菜。我本想过去和他聊几句，但看到他有意要

避开人的样子，便打消了念头。他几口便将一

碗菜吃完了，然后松了口气，坐在墙角的石头

上，脑袋好像极为疲惫似的耷拉了下去。我便

想起那位老人家说过，九碗三行子是很多事情

的结果——我眼前的这位父亲苦熬多年，终于

给儿子娶上了媳妇，而他大概已累得尝不出那

一碗剩菜是什么味道。

元旦当晚，笔者受邀出席无锡交响乐团成立

首演暨2024新年音乐会（无锡大剧院）。所有曲

目中，著名华人大提琴家王健与乐团合作（林大

叶指挥）的柴可夫斯基《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给我

留下最难忘的印象——王健演奏的稳健、精妙、

温暖和多变的色彩感几近完美地体现出老柴这

首名作所要求的品质。由此我想到，人们总以为

老柴的“拿手好戏”是个人内心的抒发与浪漫激

情的宣泄，但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如《洛可可主题

变奏曲》（1876）这样的“古典”风范也是老柴的特

色面向，后人不可小觑。

不久前，我对老柴的传奇生涯与艺术贡献做

过一番点评（《传奇“老柴”》，刊2023年11月30日

《文汇报 笔会》），但似意犹未尽——对于这位风

格面向丰富但又常常引发误解的音乐巨匠而言，

还有诸多可资议论的话题。于是就有了这里的

“再谈”。

老柴在《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中所体现的“古

典”面向，绝非孤例，而是常态——《天鹅湖》

（1876）、《睡美人》（1889）、《胡桃夹子》（1892）三

大舞剧，四部不太出名但其实值得高度关注的

《管弦乐组曲》（均作于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

的创作盛期），那部演出率极高的《弦乐小夜曲》

（1880），以及老柴晚期的歌剧杰作《黑桃皇后》

（1890）等，均鲜明体现出老柴的这种“古典”兴

味。而“古典”姿态作为某种表达意象或风格范

畴，也间或出没于他的交响曲、协奏曲名作中

（尤其是一些具有芭蕾性格的舞曲乐章）。作为

一位乐史中公认带有浓烈主观表达倾向甚至有

时不免堕入“病态”的浪漫派作曲家，老柴笔下

的这种古典趣味不仅反映出他的艺术面向的多

维、矛盾和复杂，也让人对他的这种趣味所带来

的后果感到好奇。

一位艺术家的成长，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取

向，不仅出于他的个人选择，也是由于环境和条

件使然。从某种特殊角度看，老柴的芭蕾音乐写

作成功登顶“史上之最”，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旧俄

沙皇时代的独特政治-文化条件。纵观整个19

世纪，沙俄是全欧所有君主政体中皇权专制最顽

固、最保守的国度（没有之一）：与英法等较为开

明的“君主立宪制”不同，俄国沙皇享有绝对权

威，独自掌控军政财大权，这当然是违背近代民

主大潮的倒行逆施（由此造成19世纪俄国社会矛

盾激化，终于引发20世纪初的动荡及随后著名的

革命）。但从另一角度看，对于芭蕾、歌剧等需要

强力财政支持的“高雅”艺术品种，沙皇出于皇族

体面和贵族趣味需要，不惜工本，一掷千金，这即

是为何19世纪末，俄罗斯的芭蕾取代了这门艺术

的法兰西“鼻祖”而成为世界领头羊的“体制”奥

秘所在——“真正使芭蕾发生改变的是它与俄罗

斯帝国所产生的化学作用。农奴和贵族，圣彼得

堡和外国文化的声誉，等级制度、秩序、贵族思想

及其与东方民间艺术形式的持续张力，这一切都

融入芭蕾舞中，使其成为了典型的俄罗斯艺术。

不仅如此，古典芭蕾出于俄罗斯与西方的交汇

处，因而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象征意义。此时

（19世纪末），芭蕾舞在俄罗斯的重要性显然胜过

此前或此后在别处的情况”（[美]霍曼斯著《阿波

罗的天使：芭蕾艺术五百年》周晓宇等人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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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柴之于俄国芭蕾，可谓“生逢其时”。他的

音乐助推这门最能代表古典皇家气派的俄罗斯

艺术品种荣升世界顶峰。缺乏旧俄帝制的鼎力

支撑，就没有老柴的芭蕾音乐创作辉煌；同理，没

有老柴的音乐创意和艺术匠心，俄罗斯古典芭蕾

的成就与光荣也就无从谈起。亚历山大二世

（1855年登基，1861年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1881

年3月遇刺身亡）和三世（1881-1894年在位）两

位沙皇均高度看重老柴的音乐天才——老柴的

音乐声誉和成就为沙俄皇家“脸上增光”无数，因

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给老柴赐封贵族身份

（1884）和赐授终身年俸（1885）也是理所应当。

由于19世纪芭蕾音乐的特殊品格，它与18世纪

的古典风范乃至之前的巴洛克贵族舞蹈具有千

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在老柴成熟以后的风格构

成和表现范畴中，轻盈、光亮、华丽而富有色彩感

的古典贵族趣味通过老柴特有的个人语汇被刻

意雕琢并不断放大，而芭蕾音乐正是老柴释放自

己古典贵族情怀的最佳通道。

耐人寻味的是，老柴最推崇的音乐前辈正是

18世纪古典音乐的至高“大神”莫扎特——乍一

看，老柴的这一偏好会让人诧异：考虑到人们熟知

老柴音乐风格的强烈主观性，以客观、健康、优雅

和纯粹而著称的古典旗手莫扎特居然成为老柴的

心中偶像，这似乎不合情理。然而，老柴曾多次在

书信和日记中坦承自己对莫扎特的偏爱：“我不仅

热爱莫扎特——我简直崇拜他。在我看来，有史

以来最卓越的歌剧是《唐 ·乔瓦尼》。”（1878年3月

16日写给赞助人梅克夫人的信）；“莫扎特不是让

我震撼或震惊——他更多是俘虏我，给我快乐和

温暖……很难说明白他对我的影响到底有什么益

处，但毫无疑问非常有益，我活得越久，对他知道

得越多，我就越热爱他。”（1883年1月11日给梅克

夫人的信）；“我最深刻地坚信，在音乐领域中，美

所达到的最高的顶点是莫扎特……我热爱莫扎特

的一切，因为我们真正爱一个人就会爱这个人的

一切。”（1886年9月20日日记）我们不妨将老柴音

乐中明确的古典面向和贵族趣味看作是老柴向莫

扎特的致敬和献礼。1887年是莫扎特歌剧《唐 ·乔

瓦尼》问世百年，老柴甚至选择莫扎特的四首钢琴

曲进行了“柴式”的管弦乐编配以示仰慕——这即

是《第四管弦乐组曲“莫扎特风格曲”》Op.61。

在19世纪的浪漫文化语境中植入这种本属

于另一时空的古典趣味，不免给听（观）者带来异

样的感受和错位的感觉——我总觉得这其中存

在某种难以言传的隐喻意味。具体到老柴身处

其中的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古典趣味当然理

所当然属于贵族阶层。老柴在音乐中表达、体现

和刻画古典风范，必然让人联想到俄国贵族的生

活世界。而令人不安的是，此时的俄国，知识阶

层和艺术家已越来越痛苦地感到贵族本身的腐

朽堕落，以及贵族体制的深刻道德困境和摇摇欲

坠——以列夫 ·托尔斯泰的三部伟大小说（《战争

与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复活》）为代表的俄国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揭示出此时俄国社会中贵族

体制越来越严重的存在危机，以及所遭到的愈来

愈严厉的批判和质疑。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微妙的问题：老柴作为贵族既得利益者，同时又

是沙俄时代知识界和艺术圈的重要成员，他在贵

族趣味和批判意识之间，究竟采取什么立场，并

如何进行协调？

旧俄知识分子典型的心理困局和精神悲剧

正是由此产生：一方面，他们的优越和高贵是得

益于自己的贵族身份与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

看到贵族体制的难堪、腐败和非人道。道德的困

窘与良心的不安于是成为旧俄知识分子的鲜明

心理特征，负罪、忏悔、思考及平民意识普遍成为

这些贵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性质态，为此他们通

过各种方式走向精神救赎、社会改良乃至激进革

命。老柴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他是公认的俄

罗斯帝国桂冠“乐正”，享有一位在世音乐家所能

拥有的至高荣誉和最佳资源，但在他的内心——

以及他的音乐表达中，他一直心神不宁、惴惴不

安，有时甚至陷入深深的黑暗。

不错，他可以暂时忘却现实，沉浸于莫扎特

式的想象世界和贵族趣味中，如《洛可可主题变

奏曲》和他的三大舞剧。但老柴之所以是艺术

上的大师巨匠，正在于他不会满足于简易的单

维，而是走向复杂的多维——这其中最有深意

的开掘，恰是将贵族的古典趣味与他特有的悲

剧音调进行多方位的并行、对峙、分解和融汇，

从中生发出无限丰富、多样、纠结而无解的人生

况味，有时甚至唤起了具有强烈现代性的荒谬

感和怪诞感。

这方面的上佳例证是他最伟大的歌剧代表

作《黑桃皇后》。剧中男主角盖尔曼对贵族世界

既羡慕又嫉恨的扭曲心理让作曲家有机会将自

己风格中既有的古典面向进行令人惊讶的反讽

性处理。在这里，经由普希金原著的启发，老柴

显露出他无愧是俄罗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的同道人。盖尔曼最终走向疯狂和死亡，其中对

贵族体制及所属社会发出的激烈质问和抗议通过

老柴的音乐得到进一步加强。笔者前些年曾为上

海大剧院上演此剧写过专文（《歌剧〈黑桃皇后〉的

三重世界》，刊2016年10月8日《文汇报 笔会》），

其中谈及这部歌剧通过老柴特有的不同音乐风格

范畴来进行深刻人文意义建构的突出特色。

《黑桃皇后》中古典趣味和悲剧音调之间这

种让人不安的对比、纠缠和交织，也出现在老柴

的其他器乐作品中——这即是为何我们应更加

重视老柴的《管弦乐组曲》的缘由。前些日子

我抽空阅读美国俄罗斯音乐专家塔拉斯金

（RichardTaruskin）的有趣长文《柴可夫斯基与

人性》（载《以音乐定义俄罗斯》一书，1997），才得

知老柴很看重这几部组曲，甚至认为这是自己最

本质、最有特色的成就——今天的我们大概不会

完全同意作曲家这样的自我评价，毕竟我们还是

认为老柴的交响曲（尤其是“四”“五”“六”最后三

部大作）更重要。

我也不太同意塔拉斯金刻意将老柴的某些

创作看成是张扬沙皇“帝国风格”的音乐表率（如

《管弦乐第三组曲》Op.55，1884年作，末乐章最

后一个变奏中辉煌的“波洛涅兹舞曲”）。在我听

来，这些组曲确乎是老柴芭蕾音乐的孪生姊妹，

它们充满了老柴音乐的华美舞蹈感，听者很容易

在脑海中想象出动人的芭蕾舞姿。但更重要的

是，在这些管弦乐组曲中，我们听到老柴特有的

悲剧音调与芭蕾脉动的复杂交汇，其笔触的深

刻、精到和用心，比起他的芭蕾音乐，可谓有过

之无不及。《第三组曲》总体上达到了极高的艺

术水平，每个乐章都足以和老柴最好的交响曲

写作相提并论。但该组曲四个乐章又总是保持

着很强的“舞曲特性”，各乐章分立，甚至显得有

些松散，全曲没有从头至尾的贯穿性抽象叙事，

因而它不是“交响曲”，而是“组曲”。我个人尤

其推崇《第三组曲》中的第一乐章“悲歌”和第二

乐章“忧伤圆舞曲”（以及《第一组曲》中的第一

乐章“引子与赋格”和第三乐章“间奏曲”）——

这是音乐兼具“交响性”和“芭蕾性”，同时又富有

心理厚度和情感深度的示范性杰作。如果我们

聆听时带入旧俄时代贵族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理

体验，老柴此时的音乐就会成为某种意涵深刻而

又超越言语的表达——表达旧俄那个特定的时

代，同时很可能会感召所有的时代。

2024年1月21日写毕于冰城临江阁

——再谈老柴

九碗三行

子现在成了硬

菜，只有举行

某些仪式才上

——主要在红

白 喜 事 上 常

见。西北回族

地区举办婚丧

嫁娶活动，吃

九碗三行子为

吃席。另外，

媒婆说媒，男

方要专门用九

碗三行子答谢

媒婆。一般的

餐厅因为制作

程序多，点这

道菜的人少，

现在很少有做

的。

王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