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晚好忙啊，又要吃‘古突’，又要吃
年夜饭，12 点还要吃饺子。”家住拉萨市城
关区日月湖小区的达珍一大早就在自己的
微信朋友圈写下感言。

2 月 7日是除夕夜，同时也是藏历新年
“古突之夜”。在西藏生活的人们的年夜饭
餐桌上不仅有饺子，也有“古突”。“古突”是
藏族群众在每年藏历 12 月 29 日食用的一
种面疙瘩粥。藏族群众喜迎“古突之夜”，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达珍拿出早
已准备好的面粉倒入一个大瓷盆里，再加
上水就开始和面了。

由于既要做“古突”又要做饺子，今年达

珍特意准备了一个大盆和面。为了准备这顿
特殊的年夜饭，全家人都动了起来，切菜的切
菜，剁肉的剁肉，厨房里一下热闹了起来。

爱新奇的潮人达珍一边和面，一边琢
磨今年的“古突”里除了包上传统的辣椒、
黑炭、羊毛等 9 种材料外，还来点什么创
新。“阿妈，现在流行微信发红包，要不
咱们在‘古突’和饺子里包上纸条、写上红
包的数目吧，谁吃到谁就要给大家发红
包。”达珍将自己的创意告诉家人，赢得
家人一致赞同。

说干就干，达珍找来纸笔，写上藏汉语
的“100”字样，撕成几个小块包进了“古
突”和饺子里。

一切准备停当，一家之主多布杰又往
炉子里加了火，不一会儿水就开了，一个锅
里煮“古突”，一个锅里煮饺子。

伴随着“突突突”的蒸汽声，一家人围坐

在火炉前激动地等待着吃“古突”的开心时
刻。煮好后，阿妈毛西林给每人分别盛上一
碗“古突”和一碗饺子，大家就开始吃起来。

“辣死我了，我吃到了辣椒。”达珍嚷了
起来。在藏族传统中，吃到辣椒表示这个
人是刀子嘴豆腐心。揭晓了自己的答案，
达珍迫不及待地等着看家人的答案。

“100 在谁那里？”达珍边说边凑上去
瞧。没想到吃到“100”的是自己的丈夫旦
增。不甘心，达珍又让每人再吃了个“古突”，
有吃到豆子的，有吃到奶渣的，就是没有再吃
到“100”的。旦增笑呵呵地发了红包，一家人
团圆的幸福感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吃完“古突”，大家又开始吃饺子。
“阿妈包的饺子就是好吃。”达珍感叹

道。每年春节，达珍的阿妈毛西林都要包
饺子。趁着双节同一天，阿妈正好露一手。

不仅他们一家，今夜西藏好多家庭的

年夜饭上都既有“古突”又有饺子。民族团
结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藏汉文化融合发
展体现到方方面面。

刚进入达珍家邻居格桑平措的家，记
者就闻到了饺子和“古突”的香味儿。格桑
平措笑盈盈地告诉我们，为了庆祝双节自
己家准备的东西比以往更隆重,吃食上既
有传统的藏族新年点心，又有汉族朋友喜
欢的食品。

吃完“古突”和饺子后，藏族习俗的驱
鬼仪式正式开始。多布杰手擎长逾一米的
火把，逐个走进客厅、厨房，对着床底下、角
落处，大喊“出来，出来”，随后拿着火把，飞
奔至远处空旷巷道，将火把扔下。

暮色更浓了，达珍一家人聚在宽阔敞
亮的客厅观看春晚。看着欢快喜庆逗笑的
节目，听着屋外声声爆竹，达珍一家人的笑
声久久回荡。

除夕夜恰逢藏历新年的“古突之夜”——

饺子“ 古突”一起吃
本报记者 代 玲

为了感受最有银川味道的年夜饭，2
月 6 日傍晚，记者就提早驱车直奔银川金
凤区五里台村。尽管夜幕还没有降临，银
川街头的鞭炮声已不绝于耳。五里台村的
村委会主任王奎是记者的老朋友，早早就
在村口等着了。

10 年 前 记 者 来 过 这 里 ， 村 子 脏 脏
的、挤挤的。如今的五里台村街道整齐，
六层楼的居住小区一眼望不到头，家家张
灯结彩，门前屋后停满了车。

“这是你们村吗？当年的那片土坯房
呢？”记者问。“哪还有土坯房！”王奎

说，自 2003 年起这里城市化进程加快，
到 2011 年全村 484 户、2000 多口人全部
搬进了楼房。近些年来，全村农民或外出
打工，或承包工程，或在城里就业，日子
都过得红红火火。相当一部分农民不仅有
了城镇户口，还买上了城里的商品房。

记者随后跟着王奎走进保伏桥小区32
栋 4 单元 201 室的郑彩霞家。房门打开，
一股香气就扑鼻而来。“欢迎记者来我家
过除夕。炖肉的味道香吧？”端庄大方的
村委会社区副书记郑彩霞笑着把我们迎进
门。只见明亮的三室一厅，餐桌上的年夜

饭已摆好，红烧带鱼、土豆烧牛肉、辣子
鸡，还有宁夏人春节必备的主食——馓子、
油香和花花。郑彩霞告诉记者，她婆婆正在
厨房里做最主要的一道菜——清炖羊羔肉。

“快到这边坐！”郑彩霞的公爹、62 岁
的周新民笑呵呵地招呼着：“今年除夕我
家人最全，心情最好！我们老两口有一儿
一女，两家凑齐共 8 口人，可是这些年孩
子们都忙创业，今年 8 口人终于齐了！”

郑彩霞的丈夫周晓利递过来刚出锅的
馓子：“前些年，我们守着几亩地，一年
累到头也只能吃饱肚子。这些年，我对外

承揽工程，妹夫跑运输，虽然起步很难，
但这两年越干越好。我每年能赚上十几万
元，妹妹家收入比我只多不少。”郑彩霞
的妹夫抢过话头儿：“大哥，我家可不比
你家，你们在市中心买了 120 多平方米的
大房子！”“算了吧，你家小轿车都换了几
次了。”郑彩霞也没让步。

“开饭了！”随着郑彩霞婆婆的一声
喊，8 菜一汤齐备。老爷子说：“今年除
夕过得喜庆！干一个！”郑彩霞是村干
部，说起话来有板有眼：“这些年咱们日
子越过越好，一来感谢国家的政策好，二
来两家人都敢开拓肯吃苦。最令人欣慰的
是，我们家与全村 400多户一样，年轻人
都有了城镇户口，像咱爸妈这样的老年人
每月能拿到 2000 多元养老保险金。祝孩
子的爷爷、奶奶新春快乐，幸福健康！”
郑彩霞的婆婆也高声道：“今年儿子家买
新房，女儿家换新车，祝你们两家日子越
过越红火！”

除夕团圆饭 笑迎新生活
本报记者 许 凌

2 月 7 日，除夕夜，记者来到山东省济宁市鲁
泰控股集团金威化工公司蹲点采访，探访坚守在化
工企业的一线工人。

“我们化工企业比较特殊，机器运转不能轻易
停下来，节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是一种常态。今年
除夕夜上班的员工有中班、夜班两个班次，共 230
人，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公司也要让工人们感受
到节日的温暖。”金威化工公司副总经理陈海天告
诉记者。

走进金威化工生产厂区，“倡导环境保护之
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标语格外醒目。近年
来，鲁泰控股集团努力向上下游一体化内涵式发展
模式转变，生产出多种清洁型化工产品，还与德国
凯本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

四处悬挂的大红灯笼，路旁宣传栏里醒目的节
日标语，都让记者感受到了春节的喜庆氛围。据了
解，在记者来到金威化工采访之前，公司刚刚举办
了趣味运动会，托球跑、跳绳等集体运动让员工不
仅感受到了比赛的趣味，还领到了丰厚的奖品。

下午 5 点，上中班的 115 人来到工作岗位。
不一会儿，金威化工公司总经理申玉海就推着餐
车来到车间，热气腾腾的水饺让整个车间弥漫着
香气，笑容也洋溢在大家的脸上。“虽然不能和家
人团聚，但和这么多同事在一起也十分热闹，这
是一件再有意义不过的事。”烧碱车间电解工段员
工贾茹说。记者注意到，除了水饺，金威化工还
为员工准备了调料和小菜，让飘香四溢的水饺更
加有滋有味。金威化工公司副总经理高中峰说，
半夜 12 点他们还会为上夜班的员工送水饺，在新
年钟声敲响的时刻，这 115 人也会吃上热乎乎的
水饺！

除夕夜的230份水饺
本报记者 郭存举

2月7日一大早，贵州省安顺市天龙屯堡村的陈先
松就起来打扫庭院，准备村里祭祖的服装等。

天龙屯堡当地村民的祖先是 600多年前明朝时
从安徽、南京、江西等地“调北征南”的 30万大军，后
来部分人在贵州安顺驻扎下来，这是中国最早的军
屯。因此，他们不仅保留了在汉地消失已久的过年风
俗，还传承着屯堡后人庄重的祭始祖仪式。屯堡村民
把春节称作“客家年”，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烤酒打粑
庆丰收希望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从腊月初五开始，陈先松的老伴杨启芬就忙着
做当地的传统食品，有糍粑、腊肉、血豆腐、糟辣子
等。早上，她给全家端上来的是炽热黏手的糍粑，吃
时蘸上白糖，入口绵软香甜。

上午 10 点，屯堡全村的老老少少聚集在小井
坎处的祭祖台，在“叶茂思根”石碑前，向祖先献
上贡品进行祭祀。贡品有猪头、整鸡、方肉、豆
腐，还有两根蒜苗。听老人们讲，最重要数这蒜
苗，蒜苗除了寓意清清白白外，还提醒儿孙要算计
好来年的日子。

因为屯堡与外界相对独立的军屯属性，屯堡村
民把江南祖先的传统习俗几乎不变地保留了下来。
在这里过年，记者领略到的是 600 多年前江南汉族
正宗的过年方式。

罗振旺是罗姓的族长，他吟诵的祭文也是正宗
的江南范儿，这种唱腔在江南已经失传。张、陈、沈、
郑是天龙屯堡村镇四大家族，族长们在祭祖仪式上

“晒家谱”，不仅是让儿孙记住自己祖先从何而来，更
寓意着家族枝繁叶茂、人丁兴旺。

祭祖仪式进入到最重要的阶段，叫做“同颂家
风”，屯堡村民的祖先虽然是军旅出生，但开始在这
里军屯后，就特别重视族风家风的传承。所以大家
同颂家风，为的就是让儿孙记住“耕读传家、忠孝为
先、和睦乡邻、屯堡永兴”四句家风，自己是读书种地
的老实人，要为国家尽忠，只有家庭和谐相处，家族
才能兴旺发达。

祭祖的大树是香樟树，寓意天龙屯堡村民思念
家乡。树下的土是四大家族共同去江南家乡祭祖时
带回来的故土。祭祖完后，村里的妇女孩子们一起
做松糕，吃松糕，寓意来年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多
子多褔。

天龙屯堡的青壮年在祭祖后还要“跳地戏”。地
戏是中国古代军屯文化的代表，也是贵州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他们就把军队里的比武操练融入戏曲，
创造出这独特的军屯地戏。地戏段子的主题都是忠
孝节义，包括三国演义、杨家将等。

除夕之夜，记者又来到地戏传承人陈先松家，桌
子上除了当地传统的扣碗、膀菜等饮食外，还有一盆
白菜和青菜，寓意着子孙做人做事要像青青白白的
菜一样，传承永世不变的家风。

天龙屯堡年味浓
本报记者 王新伟

海南省海口市新海村是当地有名的渔
村，全村 5800名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作
为村里的年轻一代，村民王茀义曾经和父
亲一道出海，“漂泊在大海上的日子是孤单
而艰辛的。”王茀义说。

王茀义并不甘心走父辈的老路，前些年
他下定决心上岸，和妻子在海口市经营服装
生意，家里也盖起了 300 多平方米的洋楼，
一家三代共9口人住在一起，其乐融融。

谈起以前的生活，王茀义说，“太辛苦
了，打上来的海鲜我们都不太舍得吃”。而
做了一辈子渔夫的父亲则很认“勤快”两
个字，“只要勤快，生活总会变好”。

今年的除夕夜，王茀义想到市里的酒
店吃顿年夜饭，而父亲则更倾向于在家里
吃团圆饭。

传统的年夜饭得到多数家庭成员的支
持。清汤火锅，不同种类的鱼是年夜饭的
必备菜，涮一些青菜，这就是渔家人的年夜
饭，就像渔夫一样，“朴实而不失传统”。

“年轻人别怕吃苦，多学多干一定没有
坏处，辛苦一点、忙一点是好事。”一家人围
在餐桌旁，父亲讨论的最多的仍然是儿子
的工作和生活。年轻的王茀义对父亲的教
育虚心接受。“明年准备多开几家店，现在
手里有点钱了，但是不能坐吃山空，还是要
发展，我肯定会更勤快。”王茀义告诉记者，
和父亲出海捕鱼一样，付出就会获得成功
的果实。

王茀义家今年的年夜饭格外欢乐，因
为国家的好政策真正落在了他们头上。海
口市投资 72 亿元，启动了新海村棚户区的
改造工程，王茀义家得到 300 万元的补偿
款。在不久将来，这个落后破旧的渔村将
变成现代化的社区；海口市新海港区客货
滚装码头已经开通，带给村民无限的商机，
不少村民已经看到了这一潜力，准备在新
的一年大干一场；琼州跨海大桥拟定的桥
头位置也在新海村。

“现在村里几乎每家都有小汽车，很多
家庭都有渔船，三四层的楼房随处可见，大
商场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渔
村世代传承下来的‘辛勤耕耘’的传统，另
一方面是得益于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关
心。”王茀义说。王茀义一家人的年夜饭简
单，但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是他们对未来充
满希望的真实体现。

渔家人的年夜饭
本报记者 何 伟

河南省沈丘县老城镇下湾村陈志刚老河南省沈丘县老城镇下湾村陈志刚老

人蒸人蒸““顾家馍顾家馍””已有已有 3030 多年的历史了多年的历史了。。近几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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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通讯员 王向灵王向灵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福利院里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福利院里 8383 位老人位老人

与与2525名护理员共享丰盛的年夜饭名护理员共享丰盛的年夜饭，，感受社会大感受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家庭的温暖。。这是此福利院连续这是此福利院连续 3232 年组织老年组织老

人们一起吃年夜饭人们一起吃年夜饭。。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万万 象象摄摄

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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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年夜饭尝年夜饭，，共同守岁共同守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晨阳李晨阳摄摄

贵州省安顺市天龙屯

堡村的村民们一起吃 松

糕。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海南省海口市新海村的王茀义海南省海口市新海村的王茀义

一家人的年夜饭是清汤火锅一家人的年夜饭是清汤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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