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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藏历新年冬游西藏
尽享文化饕餮盛宴

如今过年，除了走亲访友之外，出门旅游也
变得越来越“热”。尽管寒风习习，来西藏体验藏
历新年的游客们仍热情高涨。拉萨市旅游局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拉萨共接待游客20
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8亿元，迎来开门红。

近年来，随着“日光城”和冬游拉萨的宣传不
断推广，拉萨冬季旅游持续升温，“好客藏家”“民
俗体验”等冬游系列旅游产品，更是得到了消费
者的热捧。冬游西藏，欣赏高原独特的壮丽风
景，感受藏族群众的热情好客，尤其是以藏历新
年为主的各种民俗节庆和文化活动更是精彩纷
呈，是游客体验藏族文化饕餮盛宴的好时节。

旅游消费折扣多
在魅力拉萨摄影展、巧手拉萨产品大赛、拉

萨人家、最美乡村达东村等旅游项目和产品的打
造和各相关部门的宣传推介下，“冬季拉萨不能
游”的误区正逐步消除。

来自浙江的游客陈先生认为，冬天来西藏别
有风味。“这里有连绵不绝的山脉，也有温暖如春
的太阳，选择这个时间段来西藏旅游，优点还真
不少：进藏的火车票容易买，住宿和租车价格是
夏天的一半，门票价格也便宜，布达拉宫不用预
约门票，随到随进，还可以在布达拉宫里慢慢驻
足观看。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这时体验藏历新年
的年俗，对从来没有体验过藏历新年的我来讲是
一个难得的机会。”陈先生说。

拉萨市旅游局副局长扎西顿珠表示，入藏冬
游的人不断增多的原因不仅在于景区和旅游项
目等硬件的支撑，更是和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各
市（地）合作的不断加强有着密切联系。“旅游是
能把一、二、三产业全部整合利用的最好平台，在

让大家共享资源的同时，来拉萨旅游也会受到更
多国内外游客的欢迎和喜爱。”扎西顿珠说。

藏式年味浓
春节期间，在拉萨市夺底乡维巴村，148名来

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游客在这里度过了一个
不一样的新年。上海游客张先生说：“今年在维
巴村，我们一家人过了一个难以忘怀的春节，体
验藏家民俗，穿藏装、喝酥油茶、跳锅庄，‘拉萨人
家’主人热情周到的服务让我期待来年再相聚。”

拉萨市旅游局驻维巴村工作队队长索朗德
吉介绍：“春节假期里，经我们工作队联系搭线，
为‘拉萨人家’创收11700元。”

冲着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藏历新年，来自上
海的赵先生专门选择把年假放在藏历年期间，
入住“拉萨人家”。“我要好好感受一下西藏的风
土人情，趁着这个假期，用心亲身体验一把藏历
新年。”赵先生说。

据介绍，“拉萨人家”是由拉萨市旅游局平
均每户投资8万元，按需为每户人家添补家具或
修缮住宅主体外观、增设给水设施等，方便“拉
萨人家”更好地在家中为游客提供住宿和传统
民风民俗的体验服务。打造“拉萨人家”是拉萨
推进冬游拉萨的重点举措之一。截至目前，拉
萨市旅游局已打造60户“拉萨人家”，今年将继
续打造160家。

“‘拉萨人家’会教游客‘你好’‘早上好’等
简单的藏语，让游客有更强的参与感。”拉萨市
旅游局副局长扎西顿珠认为，旅游不仅带动了
一方经济收入，更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的交融。

旅游服务标准高
藏历新年前，西藏十几家旅行社仍在竭诚

为广大游客服务。某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
该旅行社每天都能接到十几个咨询电话，以咨
询纳木错和林芝旅游路线为主，游客进藏旅游
的热情不亚于旺季。目前，西藏推出多条热门
冬游路线，“冰封纳木错一日游”“醉美羊湖一日
游”“拉萨圣城一日游”“冬游珠峰”“藏源寻根之
旅”“东环线”等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冬游路线
选择，部分旅行社也在旅游线路的价格上做了
下调。

在拉萨从事多年导游的次央告诉记者，今
年冬季接待的游客数量是历年来最多的，虽然
藏历新年和春节相差了1个月，但一点也不影响
冬游西藏的旅游产品。“按往年经验，今年藏历
新年期间游客的人数可能会更多，错开春节出
游高峰，游客有更多的时间在西藏感受藏历新
年。”次央预测。

为了让游客体验别样风情的冬日西藏，次
央所在的旅行社也精心设计了藏历新年专线，
游客不仅可以领略雪山湖水，参观神奇雄伟的
宫殿，还可以到藏族同胞家里体验藏历新年，了
解别样民俗文化。而像次央一样奋战在工作岗
位上的导游也不在少数，大部分旅行社在藏历
新年期间都将热情迎接全国各地游客。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 11 月 1 日到今年春
节前，拉萨市旅游局共接待进藏游客54万人次，
相比上年同一时段，这个数字则为37万人次左
右。拉萨市旅游局工作人员说，为了满足游客
们渴望走进牧区，走进牧民家中，感受一场接地
气的民俗风情的愿望，拉萨市旅游局还推出更
多藏族民俗体验项目，以邀请更多的游客走进
农牧区，体验传统节日文化。

国航西南地服部员工

与藏族同胞共庆藏历新年

“扎西德勒！”“新年快乐”，一句句诚挚的
新年祝福，一杯杯香甜可口的酥油奶茶，一条条
洁白纯净的哈达，一张张笑容弥漫的幸福笑脸，
令刚刚结束春运工作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国航
候机厅再一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为了营造了一个特别的藏历新年，2 月 27
日凌晨5点30分，地服部干部员工们提前来到
现场为特色服务进行全面的准备：背景音乐的
调试，五彩切玛、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为背景的
迎藏历新年宣传展架，流动服务车的安放，服务
人员的分配。“远方的黑颈鹤带来吉祥，醉人的
酒歌在高原回荡，那酥油茶香浓，那弦子舞悠
扬......”当清脆悦耳的歌声响起，身穿节日盛装
的服务员把吉祥如意制成酥油茶，把衷心祝福
化为哈达，为前往拉萨的候机旅客递上了香气
扑鼻的酥油茶，献上了洁白的哈达，一声声深情

的“扎西德勒”为春寒料峭增添了无尽的温暖，
满含着国航人对藏汉一家亲的真情祝福与亲切
问候。68岁的藏族老妈妈珍姆非常感动，握住
工作人员的双手，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道，

“你们国航的服务太好了，我基本上每两个月就
要来成都做一次医疗检查，都是坐你们公司的
飞机哦，扎西德勒，国航都是好人啊！这个哈达
应该是我们献给你们的，祝愿你们幸福吉祥！”

国航两舱休息室迎宾人员身穿藏式盛装，
为前来休息的旅客送上节日的祝福，休息室还
特别为旅客准备了别具藏族特色的藏式美食，
缤纷鲜艳的酸奶羹、色香味俱全的人参果鸡丁，
清爽可口的青稞米饭，当清香四溢的藏式美食
出现在白金卡袁先生面前时，袁先生高兴地说：

“国航的活动我已经是遇到第二次了，去年4周
年庆典时我也来了，你们的特色服务真好！”

南京藏族同胞喜迎藏历新年
藏历年的除夕夜，一场2017欢度藏历年活

动在南京举行。据介绍，今年是藏历火鸡年，第
二天，就是藏族的“大年初一”。

活动现场，穿着民族服饰的小伙子们打着
鼓点，拨着琴弦，围在一起唱着藏族的歌曲，热

情地为前来的人们献上洁白的哈达。挂满藏族
特色装饰的活动现场，欢度藏历年的快乐四处
洋溢。一首首藏族歌曲，一句句传统新年祈福
语，一支支舞蹈，将活动推向高潮。据悉，藏历
年和农历年算法下的“春节”一般会前后相差一
天，或者差一个月，甚至同一天。藏历年是藏族
人民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家家户户都要
制作“切玛”，一种五谷斗，妇女还要制作“卡
赛”，一种酥油炸成的面食。

在现场，记者还遇到了江苏省侨联代表、原
南京市人大代表，从雪域高原走来的藏族同胞
次仁措姆女士。次仁措姆来南京已20多年，她
热心南京城市发展、公益事业，在南京这片热土
上倾注满腔深情。多年来，她倾听群众呼声，拟
成议案，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言献策。而对南京
的少数民族同胞，她更是不计回报地为他们排
忧解难。年轻的心态、助人的善心、爽朗的言
语，让记者感受到了这位藏族同胞的热情。

藏历年“老味”添“新意”
“洛萨扎西德勒！”2 月 27

日，藏历火鸡年新年在互道新
年吉祥如意声中如期而至。

一大早，家住青海省玉树
市的拉巴才仁便带着父母前去当地结古寺煨桑、
点酥油灯、转寺，并在微信朋友圈里实时“直播”
着，赢得许多点赞和新年祝福。而形态各异的藏
式甜点、拌有人参果的酸奶、乳白色的酸奶片、色
彩丰富的“炸果子”和牛羊肉等佳肴美馔，轮番轰
炸在他的朋友圈中，刺激着“吃货”们的味蕾。

“前两年春节和藏历年在时间上基本重合，
今年可是‘加长版’的。”拉巴才仁说，他从一月初
就开始在网上淘年货，现在自家客厅的藏式餐桌
上传统食物和现代食品基本上各占一半，“餐桌
上的酒已经换成果汁了。”

玉树州文化部门介绍，藏历火鸡新年前，该

州所辖一市五县分别推出“文化大餐”，不仅有传
统的宗教法舞、格萨尔说唱、卓、依、篝火晚会等
节目轮番上演，而且还加入了藏文书法、非遗项
目现场展示等内容。

“今年藏区各大电视台(指青海安多卫视、四
川康巴卫视和西藏卫视)都有风格不同的‘藏晚
’，早上从寺里面回来，就等着亲自‘评选’一下哪
家的‘藏晚’强。”拉巴才仁说，虽然藏区各个地方
方言和习俗差异很大，但是了解其他(藏区)地方
的习俗也是一种学习。”

藏历年是藏族重要传统节日，该节日已于
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之中。在 2017 藏历火鸡新
年来临之前，诸多用藏式卡通
人物打底，配以藏、汉、英三种
文字的新年祝福图片开始“风

行”网络，成为藏区许多年轻人在指尖上传递祝
福的“利器”。

“喜庆又不缺乏民族特色，这样的创意特别
好。”在青海同德县从事藏文化创意的豆格太，从
藏历年的“除夕夜”到27日中午已经收集了13种
此类图片，“过完年我打算在微信上开一个藏族
漫画的公众号，相信阅读量不会差。”

荷兰人Klaas在青海生活了19年，在西宁开
有一间浓郁藏式风情的“安多咖啡”小店，“转发
了这种带有祝福的图片，不但能为我身边的藏族
朋友带去祝福，另一方面也是想让更多我们这样
的外国人了解藏历年。” “老西藏”来首博过藏历年

对大部分人来说，2月27日是“二月二，龙
抬头”的日子，但对于与雪域高原结缘深厚的人
们而言，这一天也是“大年”——2017年的藏历
火鸡新年。为了庆祝这个隆重的节日，2 月 26
日藏历除夕当天，不少在京藏族同胞、曾经在西
藏工作过的同志和热爱西藏的各界友人齐聚首
都博物馆，在《牦牛走进北京》的展览现场过起
了年。

藏历除夕一大早，展览的入口处就陈设起
了象征吉祥丰收的“切玛”（装有麦粒、糌粑、酥
油等食品并装饰有五彩青稞穗的木盒），不少曾
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的老爷爷、老奶奶纷纷轻车
熟路地按照藏族年俗拈起切玛盒中的糌粑，先
洒向空中再放进嘴里。许多观众也饶有兴趣地
学着做，不少观众高兴地表示：“今天在首博太
长知识了，了解到了藏族年俗，我要赶紧发给朋
友圈显摆一下。”

礼节过后，进入展馆，提起牦牛，人们纷纷
打开了话匣子。牦牛构建了青藏高原传统的生
产、生活方式，高原人的衣、食、住、行样样离不
开牦牛，即使到了今天，牦牛依然在西藏人民的
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更不用说几十年前了，
这些“老西藏”们，谁没有与牦牛的情缘呢？

曾经参加过昌都战役、西藏平叛和对印自
卫反击战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
今年已经95岁高龄，提及当年在西藏的峥嵘岁
月依然兴致不减，向人们讲述着他印象中最好
的牦牛——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海拔近6000米
的普玛江塘牦牛。首批进藏女兵之一、阴法唐
的夫人李国柱也回忆起了当年进军西藏时用牦
牛为部队运输粮食的往事。正如当年解放西藏
的十八军老战士所说，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
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西藏和平解
放的胜利，是党的政策的胜利，也是藏族群众用
牦牛驮出来的。

提起牦牛，同样曾经多次进藏、参与报道十
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副总编辑、中国西藏网原总
编辑张小平也打开了话匣子。

在1979年初中国和伊朗登山队攀登珠穆朗
玛峰以及1985年中国和日本登山队攀登阿里的

纳木那尼峰两次登山采访中，张小平与牦牛有
了近距离接触，牦牛驮着行李、装备与人们一起
往山上走着的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小平说，牦牛和人类的生活关系非常密
切，“牦牛是藏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它坚韧不
拔，吃苦耐劳，做了很多为藏民族的发展有用的
事情，从运输到耕地，死了以后全身从肉到骨头
都奉献给人类，奉献给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精神。”

自1963年第一次进藏以来，张小平已与西
藏结缘半个多世纪，也在西藏度过了许多次藏
历新年。他说：“我第一次到西藏就是在藏历年
期间到的拉萨，喝到了藏历年的青稞酒、酥油
茶，也看到了大昭寺前面摩肩接踵的信众磕长
头的景象。在拉萨，藏历年都是很热闹的，从1
个月之前就要开始准备，搞卫生，刷房子，做油
炸果子，等等，一直要持续到过年期间。藏民族
的节日气氛特别浓、特别热烈，人和人之间的关
系也非常亲密，吃饭、敬茶、敬酒、跳舞、唱歌
……通过一个藏历年就能感受到藏族的文化魅
力。”

对张小平而言，半个多世纪、40多次进藏之
旅铸就了他的“一世西藏情”，割也割不断。就
在前不久，他刚刚结束了又一次为期4个多月的
西藏之行，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写下了六、七万
字的日记，还通过微信发了53组拉萨见闻。几
十年来，他亲眼看到西藏一点点地变化，拉萨从
最初的市容脏乱到现在的干净漂亮，从以前吃
不上蔬菜到现在几乎什么蔬菜都可以买到，几
十年的发展使人们对这里刮目相看。

张小平感慨地说，西藏的内涵太丰富了，政
治、历史、社会发展、自然风光、人文等各个方面
都是百科全书。“我跑了半个世纪的西藏，但是
我对西藏的了解只是沧海一粟，很多人说我是
专家，但是只有真正了解西藏以后，才感觉西藏
的内容太丰富了，用一辈子的精力去走进西藏、
认识西藏，也只能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

“去一次西藏，你绝对不会后悔”，这位曾经
主动请缨进藏，作为中直机关第一批、第二批援
藏干部援藏6年，至今仍心系西藏的老干部饱含
深情地说，话语中洋溢着对西藏满满的热爱和

牵挂。
《牦 牛 走 进 北 京

——高原牦牛文化展》
由西藏牦牛博物馆与首
都博物馆共同举办，展
出了包括牦牛标本、与
牦牛相关的生产生活用
品以及与牦牛相关的艺
术品等 500 余件展品，
展览将持续至2017年3
月15日。

舌尖上的藏历年 总有一款是你的最爱

通常人们一提起过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
食。在儿时的记忆中，“年”和“吃”总是分不开
的。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只要一口，幸
福感就油然而生，那就是“年的味道”。在 2017
藏历新年之际，我们特地盘点了一下藏区各地在
藏历年期间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看看是否会勾
起你的味蕾，勾起你对家乡的眷恋，童年的回忆。

古 突
在藏历二十九，每家都要吃上一顿面疙瘩。

在藏语里，“古”即九，“突”即面疙瘩，“古突”也就
是由 9 种原料加工而成的一种面疙瘩。全家老
小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例行的古突，就是新年的团
圆饭。家庭主妇在做“古突”时，还要故意包上一
些东西，以测试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运气。比如
吃到瓷片说明好吃懒做，吃到辣椒说明嘴巴不饶
人，吃到肉说明敬老爱幼，吃到牛粪表示经常有
好运气。还有石头代表心狠、羊毛代表心软、木
炭代表心黑、硬币预示财运亨通等等。无论谁吃
到什么样的面疙瘩，都要当众吐出来，往往引起
哄堂大笑。

羌古
在藏历初一的清晨，女主人会提来新年的

第一桶水，给全家人吃过“羌古”。羌古是用青
稞酒加上奶渣、人参果、红糖拌好后，再加上糌
粑，均匀后煮成。吃过羌古后，一家人按辈序坐
好，然后喝酥油茶。新的一年就这么开始了。

卓玛折赛
吃“卓玛折赛”，又叫“吉祥饭”，是由米饭和

人参果、酥油、白糖拌在一起，再由全家最大的
孩子捧来“卓索其玛”（装满酥油拌成的糌粑、炒
麦粒和人参果的斗，上面插上青稞穗和酥油制
作的彩花板）敬大家。吃的时候会抓上几粒向
天上撒去，表示祭神，然后抓一点送进自己嘴
里，同时说些祝福的话语。

香寨
在一些地方，藏历新年的大年初一的晚餐

会吃“香寨”，这是用酥油炒熟牛羊肉块，加上热
酥油拌好的咖喱、熟土豆块一起煮，连汁一块放
在饭上一起吃。在饭后，大家就会互相敬青稞
酒、喝酥油茶或者甜茶，吃油炸果子。

手工长面
藏历大年初一，一些地方的藏族人喜爱吃

长面。做长面有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一是讲究熬
汤。二是讲究拉面。先将面和好，发面适度，拉
时凭手的感觉，讲究搓、拉、挞、甩、抖等动作。
揪了一团发好的面，在桌上几搓，两手悬空拉数
次，穿花似的不断交换，眨眼功夫，一把银丝的
长面便制成了。再掐断面头往沸锅里一甩，煮2
至3 分钟后捞起在凉开水盆里一过，倒进碗里，
添上面汤，可算是西藏的风味快餐了。

卡赛，又叫炸果子
“卡赛”是藏历新年必备年货，是一种酥油

炸成的面食，是用小麦面粉、酥油、盐等原料揉
成面团，再擀制、切割、捏制成耳朵形、蝴蝶形、
条形、方形、圆形等各种形状后，涂上颜料，经油
炸而制成的一种面点。有的还会加入白糖、奶
粉、天然颜色等原料，是过藏历新年期间招待客
人、供奉神案的必需品。卡赛的品种花色常常
成为女主人勤劳、智慧和热情的象征。

炸花茹
炸花茹也是卡赛的一种，不同的地区叫法

不同。通过捏、切、搓、拼、挤、夹、压、盘、叠等各
种手法，制作出蝴蝶、花草、动物、吉祥物等造
型。花茹种类繁多，作用也各有不同，荷花形花
茹常用来祭祀祖先和神明，七瓣花、蝴蝶等造型
的花茹则用来款待宾客。炸制“花茹”这天，亲
朋好友都会来帮忙，家里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氛
围。

炸好的花茹，首先要用来敬神祭祖，以祈求
来年五谷丰登。还有一种传统说法，就是从制
作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年的运势。制作的花茹颜
色越艳丽、造型越完美，口感越酥脆，那么来年
就一定会一帆风顺。

介绍了这么多，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
呢？其实，现在随着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像
卡赛、长面、香寨等在平日里也都可以吃到，而
古突、羌古、卓玛折赛则更加注重过年的仪式
感。说到底，在大伙儿心中，过藏历年最重要的
是一家人能够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开开心心
地过年，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幸福的了。

旅游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