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 • 法治

© 香港城市大學 2016



2 石河子札記 © 香港城市大學 2016 © 香港城市大學 2016

長空萬里好讀書

在今天這樣的波音或空客時代，長途旅行已經比從前更迅捷更

舒適。當然，超過三個小時蜷縮在一個固定的狹小空間，沒有

同行朋友聊天，飲食是那種千年不變的粗陋劣質的食品，發給

旅客的報紙經常是那家貌似很有國際化視野但卻屬於巧妙地欺

騙國人的某某時報，不時地還有氣流帶來的顛簸，要說舒心愜

意也是談不上的。

好在你可以帶上自己喜歡的書，一卷在手，物我兩忘，旅途的

單調乏味居然就渾然不覺了。飛機落地的剎那間，你才意識到

已經到達目的地。迎接你的朋友已經在出口等待，不久後你就

被濃濃的友情所包裹，歡聲笑語，美酒佳餚，這是多麼美好的

人世間！

陳之藩的《散步》

《散步》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作者陳之藩是一位物理學家，卻

寫得一手好文章。記得過去曾經讀過他的《劍河倒影》。這次臨

到新疆前，我的學生送我這本書，說在飛機上閱讀最好。顯然

作者有很好的古典修養，除了題材上涉及到不少自然科學的內

容，他的文筆也洗練清晰，奇崛有神，自然科學的訓練也許真

的會帶來不同的文風呢。例如他講某次與元方通電話，用物理

學的道理解釋孟子，以及楊振寧因為性格的單純而無法理解某

些人生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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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是這樣的：

掛上電話，並未拉上窗簾，外面是萬點晶瑩；不是繁

星在天，就是燈火在地。時與空已化為混沌，夢與醒

漸分不開。狄拉克的圖線又襲來腦際。睡了。

作者睡着了，讀者卻進入無盡的遐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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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河子安頓下來

一轉眼，到達石河子已經是第五天了。石河子大學將來支教的

外地老師安排在一個毗鄰校園的新建居民樓裏，由於要使用電

信寬頻，頭兩天網路未通。昨天看到了網路上對我動向的許多

議論，許多網友表達了熱情的牽掛和祝福，令我感激不已。趕

快在這裏把情況簡要地彙報一下，以免過多的擔心。

石河子大學是以原來的幾所學校合併而成的大學，其中農學

與醫學都是很有勢力的學科。傳統上，石大一直與內地的高校

有着密切的合作，學校教師中有外來支教的「常規軍」。前天

晚上副校長宴請本年度在這裏的老師們，我見到來自北京、

上海、重慶、成都、杭州、無錫、武漢等地高校的近二十位同

行，大家在這裏生活得都很快活。那天學校剛開完教代會，主

管工會事務的副校長專門跟我們這些「外來和尚」聚一下，感

謝之餘，也聽取大家對於學校的意見和建議。

關於石河子這座獨特的城市的風貌，大家可以通過網路瞭解不

少。我最強烈的感受是街上人少，不存在堵車的可能性。空氣

清新，不過近年在近郊建了一座大的化工廠，據說對於空氣品

質有了負面影響。但跟北京相比，還是清新多多。這裏的水也

很好，沏出的茶味道很純美。城市由軍墾而建，因此居民—

包括石河子大學的老師們—籍貫遍及全國各地，讓這座不大

的城市有一種特別包容和大氣的性格。我讀楊玉聖教授1 寫的文

1. 楊玉聖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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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校名前留影•蘇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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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據說石河子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熱情好客的山東人」，

此說是否屬實，待考。飲食品種豐富也許正是人口來源多樣化

的折射。就在我住處周邊，除了清真菜館外，還有湖南菜館湘

君府、雲南過橋米線、山東的一家餃子館、重慶火鍋店，其他

各種地方小吃店不勝枚舉。對於我這個好食之徒，真有天堂之

感。

到來後第二天，突然接到老同學龍宗智兄電話，他聽說我在石

河子，說要來看我。我嚇一跳，以為他專程從四川來呢。原來

他是到烏魯木齊出差，下午驅車趕來。在這裏能夠與老同學相

見，心中很是溫暖，也感歎現在的交通如此便利，從前籠罩着

遠行者的那種悲涼蒼茫的氣息也都消失了。

本周開始，我就該上課了。每周六個學時，先講「司法制度導

論」，後面還會上「法理學」。多年沒上法理課了，還需要好好

準備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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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春色更嬌人

許多朋友以為石河子一定是一個很乾旱的地方，實際上，這裏

春天的雨水並不少。3 月份就有四次雨雪天氣，4 月裏的天氣依

然是春雨綿綿，溫潤宜人。大前天去新疆大學法學院交流，在

石河子就下雨，一直下到烏魯木齊。路上聽天氣報導，天山以

北，幾乎處處是雨天，似乎比華北更濕潤。

當然，節氣還是比華北要晚一個星期左右。來到不久，朋友們

就跟我說起 143 團場1 的桃花最值得看。從烏魯木齊回來，慶有2

就約我和張陽教授以及市法院的蔣先生一起去蟠桃園看桃花。

一行人先是到離此地 30 公里沙灣去美餐了一頓聞名遐邇的沙灣

大盤雞，之後就來到了桃花盛開的桃園。

這裏的蟠桃樹種植不少，據說只有 143 團場出產的味道最好，

個頭也最大。比起口里，這裏的桃樹很不一樣：由於冬季過於

寒冷，人們必須將桃樹壓彎，再用塑膠薄膜或草簾子覆蓋其

上，這樣才不至於凍死。所以，我們看到的桃樹都是朝向南側

的方向歪倒着，不知道的還以為是狂風的傑作呢。

1. 團場是以前由新疆兵團下轄的農牧團場，現在已經變成普通的農場。

2. 石河子大學的青年教師，賀衛方教授在石河子支教時的助手。



8 石河子札記 © 香港城市大學 2016 © 香港城市大學 2016

世外桃源鹿角灣

進入夏季，新疆旅遊的美好時刻就到來了。上周末遊塔城，壯

美的景色還在心中回味，法律系的朋友馬上就商量，本周末是

否應該再選擇一個景點讓系裏教師集體一遊。26 日一大早，法

律系的十多位老師及其家人就向著名的鹿角灣出發了。

鹿角灣離石河子只有 110 公里，算是眼前的景點了。西行 30 公

里，在接近沙灣縣城的地方南下，一個小時之後就看得到那豐

美的草場和成群結隊的牛羊了。下了車，我們先是沿着一條溪

水逆流步行，溪水清澈靈動，應該是山上的雪水和山泉彙聚而

成的，水溫很低，不過用溪水洗一把臉，那真是清爽得很。溪

水兩邊的山坡上是密密的雲杉，鬱鬱蔥蔥，濃濃的綠色之上，

近山背後的茫茫雪山露出了冷峻的面孔。

步行了三公里多，又在雲杉林蔭中小坐一會兒，微風拂面，溪

聲悅耳，塵世間的所有煩惱似乎都忘光散盡了。

下午，一行人來到了雷達山莊，那原來真是一座軍用的雷達

站，後來軍隊撤出，成為一個給旅遊者提供餐飲服務的地方。

由於山莊地勢較高，這也是俯瞰草原、仰望雪山的好位置。我

們坐在高坡上，眼前是綿延起伏的草原，悠閒吃草的牛羊，翩

翩飛翔的山鷹，天上的雲彩在草原上留下了變幻莫測的光影，

一位牧人騎着馬兒在悠悠地行走……這一刻我們可以理解那些

吟詠草原和雪山的歌曲為什麼會那麼優美動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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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多大家開始在蒙古包—當然，也可以稱為哈薩克氈

房—裏午餐，山裏的羊，跑動的雞，還有各種野菜野蘑菇，

令人大快朵頤。吃到中間，窗外的天色忽然在變化，轉瞬間一

片黑雲壓到了山巔上，遠處雷聲陣陣，跟着雨滴劈劈啪啪地就

落了下來。大家一邊看着雨中的風景，一邊感嘆今年老天給了

如此豐沛的雨水。

在來的前一天，我曾上網查了一下有關鹿角灣的資訊，看到一

位網友去年 8 月來鹿角灣拍的照片，去年北疆出奇地乾旱，照

片上的草不少是黃黃的。對比之下，今年的草色確實是翠綠異

常，各種花兒也格外豔麗。我們在氈房裏躲雨，草原上那些牛

羊們卻在享受着這天水的沐浴。

在這桃花源般的鹿角灣，我不免想到在華北的熱浪中煎熬的親

友們，就在博客裏發了一張皚皚雪山的照片，希望這裏的雪山

景色給他們帶來一些涼意，嬌豔的花兒讓他們有點好心情。

冰山雄姿•賀衛方攝

© 香港城市大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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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甲採花記

那一天，我來到額敏縣 165 團場附近的一片草原，看到四個彷

彿身穿唐裝的傢伙在草原上空飛翔好一會兒，最後見到一片花

草茂盛的地方就落了下來。他們的外形好像是瓢蟲，後來網友

關克提醒我才知道他們叫做「葉甲」的。我蹲下來用相機拍他

們。這時，依稀聽到一個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是跟這幾

個小傢伙說的。

「你們在幹嘛呢？誰讓你們上這花的？」那個聲音讓葉甲們有

一種很權威的感覺。

「花兒很香很美哎，我們也來享受一下。」哇，葉甲蟲也會說

話？！只聽其中的一位（我們叫他「葉甲甲」吧）很從容地應道。

 

「那麼嬌嫩的花，你們居然敢採，好大的膽子！你們以為這是

在野三關吶？！」那個聲音聽起來有些憤怒。

「憑什麼不讓我們上？你看，那邊一隻蜜蜂，在裏面那麼享

受。他能採，我們不能採？」葉甲甲也有點不高興。

「就是，就是，」剛才在很投入地採花的葉甲乙附和着，「不

只是蜜蜂呢，還有……你看，還有那麼大的傢伙，綠綠的，是

什麼？好像是蟈蟈吧……還有這一隻，哎呀，呸，是蒼蠅！你

偏心眼，他們都能採，只攔着我們，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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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甲

葉甲乙說起話來振振有詞。

那邊葉甲丁什麼也不管，只顧自己享受。

「你們聽着，蜜蜂跟花兒是合法關係，自古以來蜜蜂採花，天

經地義，花兒也高興蜜蜂來。那蟈蟈是中層領導，蒼蠅呢，他

是花了大錢的，你們算什麼？你們再看看，人家上的花有多

大，都很成熟了，你們採的花……那叫幼花，採了要犯法的，

懂嗎？」看他們還不快離開，那聲音加大了幾個分貝：「你們

還不快滾？告訴你們，明天我要在草原上裝上『濾霸』，你們

統統進不來。」

葉甲們好像沒有聽懂這『濾霸』是什麼東東，但是結果總是明

白，就是大家今後再也無法享受這草原的樂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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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甲丙哭喪着臉，滿腹的委屈：「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蟲

哪。我也沒有採花，我只是惹草，從來不沾花的。你看看我在

哪裏？每次我只是在這草上爬上爬下，最多自己跳點鋼管舞

的。我這麼潔身自好，只是想來跟小草交個朋友，你裝上那

個什麼『驢霸』、『馬霸』的，這是殃及無辜哎。我心神不

寧！」

葉甲甲冷笑了一聲，悄悄地跟葉甲丁說：「就他純潔無暇，

哼！」

一直自顧自地採花的葉甲丁回過頭來，會意地跟其他幾位使了

個眼色，忽然大聲地喊道：

「裝吧裝吧裝驢霸，

反正世上你老大。

生殺權在手，

我們都怕怕。」

回過頭小聲地對葉甲丁說：「沒事的。你們不懂，凡是這種東

西，說得好嚇人，最後什麼作用都沒有的。就是折騰，折騰得

滿世界亂七八糟的。不過我們啊，還有那些蒼蠅啊，臭蟲啊，

毒蛇啊，都沒事的。倒楣的是那些書生氣十足的蜜蜂們，還有

花們。唉……」

我聽到葉甲甲的冷笑愈發陰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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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新疆

很早以前，我的師兄高鴻鈞就曾用他小時候自修得來的的麻衣

相知識給我看相，說我屬於很有口福，餐餐酒肉不斷的那種面

相。依據是什麼，當然也不大明確—能夠用科學論證就不是

看相了。事實上，文革時候，在膠東農村生活，也很是嘗過餓

肚子的滋味。那時常規飯是地瓜和玉米，自己夢寐以求的理想

生活就是能夠天天吃到小麥麵粉做的饅頭，吃到肉菜。1978 年

上大學之後，這夢想終於實現了。

在飲食方面，我確實是那種口味最兼容並包類型的。除了不吃

地瓜和玉米之外，對於五湖四海的菜品都很享受。川菜是我脫

離貧苦農村後首先接受的，經過一小段適應期，就跟麻辣風格

結下不解之緣。其他辣椒區域，如湖南、江西也都樂吃不厭。

粵菜、徽菜、雲南傣家菜以及貴州酸湯魚都不在話下。本國之

外，歐美西餐，東瀛料理也來者不拒。真是胸懷祖國，放眼世

界，所到之處，吃嘛嘛香。

石河子是一座漢族居民佔絕大多數的城市，因此，比起像喀什

這樣的城市，漢餐館要更多一些。我住處附近就有湖南菜館、

四川菜館以及雲南過橋米線店，另外，山東老鄉開的餃子館有

好幾家。不過，遵照入境隨俗的古訓，我到新疆之後，還是更

偏愛清真餐。當然，跟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樣，清真餐與漢餐之

間也相互影響和借鑒，形成了新疆獨具特色的餐飲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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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盤雞也許是新疆菜裏最出名的品種了。在全國各地，甚至在

一些偏遠縣城，都可以看到它的招牌。我剛來不久，朋友就在

一個周末拉我到離石河子只有 30 公里的沙灣縣城，吃聞名遐邇

的沙灣大盤雞。沙灣應該是大盤雞的正宗起源地了。當地一位

法官兼作家方如果還專門為此出版了一本書《大盤雞正傳》，

洋洋灑灑 10 萬字寫一隻雞，文筆生動，妙處橫生，算是別具一

格的美食書了。

大盤雞的烹飪方法不複雜，將當地的土雞切塊炒熟，中間加辣

椒、土豆、蔥、大蒜等輔料，口味上有濃郁的四川風格。新疆

難忘的新彊美食•蘇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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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辣椒當地人稱為螺絲辣子，薄而爽口，辣度適中，全

國其他地方都少有此品種。與沙灣大盤雞齊名的是柴窩堡大盤

雞，柴窩堡是烏魯木齊東南方向的一個村子，那裏整條大街都

是大盤雞店。一天，我們從南疆遊覽歸來，特意趕到柴窩堡吃

那裏的大盤雞，也是別具一格，眾口稱快。與沙灣比較，柴窩

堡的口味與色澤都略重，多用干辣子而少用土豆。

大盤雞所用盤子之大也確實名不虛傳，如同新疆人的性格一般

粗獷大氣。石河子市區的一家店裏，盤子的直徑足有 80 公分，

上菜幾乎都要兩個人抬。不少店裏用的是那種搪瓷盤，年頭久

了，難免有些磕碰脫落。一次，我把在沙灣的一盤雞拍照發在

博客上，一些網友就注意到那搪瓷脫落的盤子，還感嘆新疆邊

地落後云云。其實那也可以理解為店舖生意興隆，鍋碗瓢勺之

間磕碰概率就提高了。大盤雞的另一特色是菜與主食相結合：

雞塊吃得差不多了，可以往裏加煮熟的麵條。通常是一種很寬

的麵條，俗稱褲帶麵，有人嫌其不雅，倡議改稱玉帶麵。那麵

條混合了雞湯與辣子的味道，吃起來也是滿口飄香。

說起麵來，新疆更多的是拌麵，也叫拉條子。新疆的麵條好

吃，多半由於在那裏的水土與氣候下，小麥生長期長，日照充

足，麵條特別有韌性。拌麵其實就是將煮好的麵條澆上炒好的

肉或菜，如過油肉、辣子等攪拌而食。拌麵價格便宜，常規食

量的麵條之外，很多店還可以免費加麵。我的老同事潘劍鋒教

授本是福建人，在北京不大吃麵食，到石河子大學講學，居然

拌麵上癮，中午和晚上兩頓連着吃，一時傳為美談。

支教兩年，我對新疆的羊肉與牛肉更是常吃不厭。新疆人對於

他們的羊肉有一種特別的偏愛，常說那是天下最好吃的羊肉。

無論是烤羊肉串，清水煮熟的手抓肉，還是維吾爾人最喜歡的



16 石河子札記 © 香港城市大學 2016 © 香港城市大學 2016

烤包子或薄皮包子，都是味道鮮美，回味悠長。我一個人吃午

飯，常到住處附近的都尼亞清真餐館，要一盤手抓飯，再點四

串烤肉，吃得那真叫口腹大樂，志得意滿。

當然，吃羊肉的最高境界還是野外燒烤。這樣的經歷有多次。

同事朋友十數人，帶上切好的羊肉、木炭，汽車後備箱裏裝着

成箱的酒，來到南山腳下的河水邊，架起炭火，串上羊肉，

斟滿美酒。暖暖的陽光灑在身上，天山上飄下的清風吹拂着笑

臉，林間的鳥兒也彷彿聞到了香氣，在我們的頭上歡歌，融雪

而成的河水在身邊潺潺流淌……一時間，真是不知道自己是在

仙境還是在人間。胡適當年寫詩記他與朱經農的歡聚和野炊：

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來江邊，

赫貞江水平可憐，樹下石上好作筵。

在紐約曼哈頓的哈德遜河邊，嗅覺所至，未免太多的工商業氣

息，哪裏比得上我們這「辟克匿克」(picnic，野炊之意) 來得自

然純樸，天人合一！

我到石河子大學時，來自全國不同高校的支教老師有二十多

人。大學專門在中區食堂二樓開設了支教教師小餐廳，提供廉

價而多樣化的膳食服務。但是，由於我不是特別定點吃飯的那

種，在兩年的時間裏，只在那裏吃了三次飯，很有些對不起大

學的美意。總在外面餐館吃飯，結果全城大小餐館幾乎被我吃

遍了。亞森手抓肉、老街烤肉館、凱瑞餐廳清蒸牛頭、順風火

鍋城、鐵樹溝丸子湯、城南哈薩克農家樂，還有遠一點的昌吉

回族小吃一條街、瑪納斯縣城附近農家餐館等等，不一而足。

同事請飯，常問某一家去過否？答案都讓他們驚訝：「那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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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眼的餐館你也去過？」我得意之餘，也不免有點慚愧，自覺

很有點飽食終日、樂不思蜀的傾向了。

如果說有一家餐廳是我最鍾情的，不用說就是金獅子清真餐

廳。那是石河子最好的清真餐廳了。餐廳老闆大名馬青松，我

剛剛來到不久，他就在《北疆晨報》的報導中知道了。恰好他

跟石河子法院的蔣學雷法官是中學同學，便通過學雷盛情邀請

我和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的同事們到他的餐廳吃飯。時間確定

在 4 月19 日，馬青松老闆做東，我們十多人圍桌而坐。讓客人

感動的，馬先生為了籌畫這次宴席，提前多日專門採購上好的

材料，專門烹製了一桌大多在菜譜上沒有的美味佳餚，包括大

盤魚、手抓牛肉、葫蘆羊肉薄皮包子等等，熱騰騰的的一大

桌，新疆美食精華盡在盤中。

從那以後，金獅子就成了我的「老地方」，我宴請同事朋友，

地點幾乎無需再問。那裏的店員也都熟悉了我。回京一年多之

後，我再去，他們遠遠地就認出來了，大聲招呼：「賀老師回

來了！」我跟青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每次見面，他都跟我噓

寒問暖。他是石河子少有的原住民，對於這座小城以及石河子

大學都有着真摯的情感。他說：「賀老師，如果沒有大學，石

河子不過是一個縣城而已。大學提升了我們這座城市的文化品

位，是城市的光榮。你們的到來，幫助了大學，當然也就是我

們每一個市民的好朋友。」過古爾邦節1，青松還專門邀請我到

他家裏做客，品嘗回族餐食，也跟我談作為穆斯林的一些內心

感受，包括對如何建立更合理的民族關係的看法。他與幾位維

1.  伊斯蘭教節日，人們會宰牲獻祭慶祝這個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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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爾族幹部都是好朋友，與他們的交往增進了我對新疆問題的

理解。

說新疆美食，我不應該遺漏哈薩克族的餐飲。哈薩克食品裏最

特殊者，也許是馬肉以及熏馬腸。漢民族很少食馬肉，北京人

甚至有「驢香馬臭」的說法。不過，古代漢人也許是吃馬肉

的。《史記》記載漢景帝招轅固生和黃生談天，轅黃二人為

「湯武革命」的定性爭得面紅耳赤，景帝打圓場，說「食肉不

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可見

馬肉可食，只是馬肝因為有毒而不能吃。在後世，「不食馬

肝」成為一個成語，告誡人們不要做無益有害之事。哈薩克人

將馬宰殺後，把馬肉清洗切碎，拌上作料，灌進馬腸中，據說

一匹馬的肉正好可以裝進它自己的腸子裏。裝好後熏製，蒸煮

而食。切好的馬腸端上桌，配以煮熟的土豆和生切的皮牙子

（即洋蔥），再加上奶茶，那濃郁深沉的香味，可謂世罕其匹。

我到伊寧市旅行，當地朋友在那裏的一家餐廳吃飯，是很正宗

的哈薩克飲食。房間的牆上掛着一些政要名流在此間歡宴的照

片，其中有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不過，在石河子南郊

的那家哈薩克農家樂裏的聚餐更令人難以忘懷。我要離開的那

個 1 月裏，政法學院的崔衛峰教授做東為我餞行，哈薩克族教

師庫爾提議去他的朋友開的飯館吃飯，結果就來到了這裏。屋

外是一望無際的茫茫雪原，屋裏爐火正旺，美酒正酣。那一

夜，我把心給丟在了天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