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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前 面

戍守在雪域高原的第 77 集团军某

旅，流传着不少特别的习俗。这些发轫

并延续在高原部队中的军营习俗，或像

一 幅 幅 描 绘 着 基 层 军 旅 生 活 的“ 微 缩

景”，或像一帧帧定格了高原军人风貌的

“剪影画”，无不诉说着独属于这片热土

的“风花雪月”和边关卫士的家国情怀。

初春时节，在该旅采访的记者从中采撷

几项具有代表性的习俗，以飨读者。

从军营习俗感悟高原军人家国情

中 火 烧 油 ，炒 葱 姜 蒜 出 味 ，放 入

“ 秘 制 辣 酱 ”大 火 爆 香 ，随 后 转 小 火 焖

炖 收 汁 …… 揭 开 锅 盖 ，随 着 水 雾 沿 灶

台 升 腾 四 散 ，一 道 香 气 浓 郁 的 东 坡 肘

子 被 端 上 了 第 77 集 团 军 某 旅 九 连 的

餐桌。

掌 勺 这 道 主 菜 的 ，是 来 自 四 川 眉

山 的 上 等 兵 易 北 辰 。 他 告 诉 记 者 ，东

坡 肘 子 是 自 己 家 乡 的 一 道 名 菜 ，而 他

刚 刚 用 到 的“ 秘 制 辣 酱 ”，正 是 父 亲 自

制 并 寄 来 的 ，“ 新 兵 下 连 后 ，吃 了 那 么

多 次‘ 百 家 宴 ’，这 回 终 于 轮 到 我 来 好

好露一手！”

易 北 辰 所 说 的“ 百 家 宴 ”，是 该 旅

的一项特有习俗。每到官兵生日或逢

年 过 节 ，内 地 的 亲 人 大 都 会 寄 来 一 些

家 乡 特 产 ，以 解 戍 边 战 士 的“ 乡 思 之

馋”。于是，每当有官兵收到来自家乡

的特产，或请炊事班代劳，或自己动手

掌 勺 ，主 动 同 战 友 分 享“ 家 乡 味 道 ”。

就 这 样 ，这 个 被 称 作“ 百 家 宴 ”的 习 俗

便延续了下来。

元宵节前的这个周末，寄到军营的

快递也比往日要多一些，仅在九连，就有

6 名 官 兵 收 到 了 来 自 家 乡 的 包 裹 。 其

中，就有从湖南韶山寄给中士陈国栋的

一个大纸箱。

拆开外包装，从中取出一个油纸包

匆匆走进炊事班，陈国栋早已迫不及待

想早点尝到久违的“家乡味”。和易北辰

不同，如果说刚才那道工序复杂的东坡

肘子是一幅“工笔画”，那么陈国栋带来

的则是一幅“大写意”——大火、宽油、撒

料、爆炒，短短三五分钟，一道爆炒腊肉

就新鲜出锅了。

“我们湘伢子春季喜吃腊，当兵 7 年

来，每年立春家里都会寄腊肉过来。”夹

起一块腊肉送入口中，被味觉勾起的家

乡记忆让陈国栋似乎一时忘了，此时他

正身在距家近 4000 公里的高原军营，言

语中不自觉地蹦出乡音。

做 法 正 宗 的 东 坡 肘 子 、用 料 考 究

的 爆 炒 腊 肉 、清 爽 可 口 的 青 团 …… 在

这 个 平 凡 的 周 末 夜 晚 ，一 桌 承 载 着 乡

味 、乡 情 的“ 百 家 宴 ”被 摆 上 了 高 原 军

人的餐桌。

“还是老规矩，在开饭前都和家人

通 个 电 话 、道 个 平 安 。”随 着 连 长 贾 辉

一 声 招 呼 ，东 北 话 、关 中 腔 、川 渝 调 、

吴 侬 软 语 齐 上 阵 ，中 间 还 夹 杂 着 藏 语

和 维 吾 尔 语 。 顿 时 ，不 同 地 域 的 乡 音

方言交汇在这处被称作“中国边关”的

地方。

“恁（您）看，俺们聚餐嘞。”面向手

机 屏 幕 咧 嘴 一 笑 ，贾 辉 操 着 正 宗 的 河

南 方 言 ，又 一 次 说 出 了 那 句 他 最 常 向

母 亲 说 的 话 ，“ 娘 别 担 心 ，儿 在 这 边 好

着嘞！”

在
边
关
军
营
，
每
当
有
官
兵
收
到
亲
人
寄
来
的
家
乡
特
产
，
都
会

主
动
与
战
友
分
享—

﹃
百
家
宴
﹄
中
的
家
乡
味
道

清澈透亮的蓝天中，不时有雄鹰

飞过雪山之巅……对于眼前的这幅高

原景致，我并不陌生。

由 于 学 生 时 代 喜 欢 阅 读 旅 游 杂

志，我对西藏高原这片神奇的土地充

满了向往。4 年前，进入大学后的首

个暑假，我就用省下的生活费，完成

了首次西藏之旅。随后，我又先后 3

次重回高原，在许多雪山冰川间留下

了足迹。

出于对高原的热爱，在去年报名

参 军 时 ， 我 在 服 役 意 向 一 栏 填 下 了

“西藏”。幸运的是，我梦想成真。结

束了在内地的新兵训练，今年开春，

我如愿走进这座海拔近 4000 米的高原

军营。

初下连的日子很轻松。由于担心

我们出现急性高原病，按照惯例，在

刚上高原的半个月调整期内，除循序

渐进参加适应性训练外，新战士被禁

止参加剧烈运动。

半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对高原有

了更多的了解，而一场新的考验也随

之如期而至。

“来到高原这么久，明天让大家

见识见识它的严酷。”新兵调整期结

束 的 那 天 晚 点 名 ， 连 长 宣 布 了 一 项

“老规矩”：按照惯例，适应性训练的

最后，新兵要以一次 30 公里的山地行

军拉练作为高原“见面礼”。

“坚持走到终点，你就算是在高

原站稳了脚跟！”连长为我们大声鼓

劲。“区区 30 公里而已，在新兵连时

就走过。”我在心中默默嘀咕。

头戴钢盔，手持步枪，身披战斗

装具，脚蹬作战靴……出发后，全副

武装的我们格外兴奋，高唱着激昂的

战歌，我和战友们把脚印留在高原山

地的一道道沟壑间。

走出 3 公里，四周景色宜人，我

也神色轻松；行至 10 公里，周围已是

白茫茫一片，而我虽然有些疲态，但

问题不大……然而当行程过半，我逐

渐感受到了异样：身上的装备为啥越

来越重？脚下的步子怎么越来越沉？

为什么明明张着嘴喘着粗气，可肺却

像个漏了气的“破风箱”，憋得我心

发慌？

“怎么样，高 （原） 反 （应） 了

吧？初上高原都这样！”班长过来鼓

励我，“坚持一下，老兵们都是这样

过来的。”

气 喘 吁 吁 、 口 干 舌 燥 、 头 痛 欲

裂、四肢无力……随后的半程行军，

被高原反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我，除

了盼望拉练能够早些结束外，已顾不

上欣赏沿途的任何风景。

和不少新战友一样，我是被几名

老兵合力架着、狼狈不堪地通过终点

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这场“见

面礼”的意义：对于常人而言，高原

以壮美示人，而对于军人而言，高原

常显示出严酷的另一面。作为一名高

原军人，想要征服高原，就必须通过

严格训练、科学训练，提高适应高原

恶劣环境的能力。

我的高原“见面礼”
■第 77 集团军某旅列兵 李锦龙

习俗是一个群体最生动的文化表现

符号。当军营里的一条规定、一个传统、

一种做法沉淀成文化，便有了习俗。追

根溯源，就会发现这些军营习俗背后都

有独特的产生背景，都展示着人民子弟

兵的良好风貌，都承载着这支人民军队

的红色底蕴。

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

的土壤会孕育出不同的风土人情。正如

在这片被称作“高原军营”的土地上，当

“故乡”与“雪域”重叠，当“离别”与“团

圆”交织，当“苦寒”与“青春”相遇，诸如

连队“百家宴”、高原“鹊桥会”、山地“成

人礼”等一系列特属于这片热土的“军营

习俗”便应运而生。

习俗因其蕴含的文化而富有生命

力。虽然随着岁月变迁，许多源自高原

军营的习俗其发端已无从考证，但那些

传统却早已凝聚成时光里的情怀，随着

那些高原人、边关景一起，在广袤雪域

上如不灭的灯火般闪烁，辉映过去，照

亮未来。

从习俗中读懂高原军营
■张科进

“老 司 ，你 还 有 工 夫 在 这‘ 绣 花 ’？

还不抓紧出发！”

午饭过后，第 77 集团军某旅四级军

士长司超超打开水龙头刚准备洗碗，就

被连长李金豹“赶”出餐厅，去坐旅机关

派来的一辆公务用车。临行前，李金豹

捧出一束鲜花递到司超超手中：“大冬

天的这花可不好买，我提前一周从网上

订的。知道你想不到这些，就算是我替

连队送你的！”

所谓“近亲情怯”，一路翻山越岭，

汽 车 离 机 场 越 来 越 近 ，司 超 超 的 心 情

也 越 发 忐 忑 。 经 过 短 暂 的 等 待 ，他 期

待的那架航班终于平稳落地——在经

过近 10 个月的别离、辗转 4000 多公里

后，妻子王慧君终于穿过人群，出现在

他的面前。

“ 你 还 学 会 浪 漫 ，知 道 送 花 了 ？”

“ 呃 ……是连长送你，不，是连队送给

我，让我送给你的。”

虽 然 嘴 上 笨 拙 ，但“ 宠 妻 ”的 司 超

超 还 是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表 达 着 爱 意 ：只

见他从妻子手中接过大包小包背在身

上 ，又 腾 出 左 手 紧 紧 地 将 妻 子 的 手 攥

在手心。

重 新 回 到 车 上 ，驾 驶 员 已 经 提 前

将氧气袋、血氧仪、红景天口服液、高

原护肤霜等“军嫂来队套装”放置在座

椅上——因担心军嫂出现高原反应，旅

里专门为每名前来探亲的军嫂都准备

了整套医疗物资。

在这座边关军营中，军嫂来队可谓

大事一桩：该旅是一支移防部队，许多

官兵此前已在内地安家置业，因此逾八

成的已婚军人过着两地分居生活。前

些 年 ，由 于 单 位 营 区 配 套 设 施 尚 不 完

善，加之驻地条件艰苦，虽然饱受相思

之苦，但也少有家属来队探亲。凡有军

嫂前来，部队就像过节一样，用最高标

准保障。

回到营区，恰逢饭点。按照“军嫂

来队即过节”的惯例，连队将每周五的

会餐提前到了这天晚上。“欢迎嫂子来

队！希望嫂子常来！”在战士们的欢呼

声中，王慧君被簇拥到了餐桌旁。

“上车饺子下车面，到了营里就是

到了自己家，有啥困难随时讲！”说着，

营教导员赵旭峰将一碗香气扑鼻的阳

春 面 端 到 王 慧 君 面 前 。 随 后 ，他 又 递

来一个封面印有“军嫂礼包”字样的红

色信封，“里面有咱卫生连、修理队、快

递 收 发 点 和 生 活 超 市 的 联 系 卡 ，需 要

啥 随 时 打 电 话 ，都 能 提 供 上 门 服 务 。

此 外 还 有 健 身 卡 和 图 书 借 阅 证 ，去 了

刷卡就行……”

晚饭过后，司超超带着妻子来到家

属区——在完成正常战备训练的情况

下，家属来队的官兵可以选择轮休，在

休息时间回到公寓陪伴亲人。“知道你

来队，连里调整了我这个月的值班，还

准了我这几个周末外出的假。到时候

好好陪你到周边景点逛逛。”司超超憨

厚一笑。

掏出钥匙，打开临时来队家属住房

房门，虽说这只是间临时住所，可条件

却丝毫不比王慧君在老家的住处差：无

线网络、智能电视、热水器、电磁炉、壁

挂式暖气……窗明几净的公寓房，各类

家具电器一应俱全。

夕阳西斜，盏盏灯光从各家各户的

窗户透出，温暖了整个家属区。望向远

处掩映在晚霞中的雪山，王慧君读懂了

军人特有的浪漫，她向丈夫道出心声：

“告诉你个事，我决定以后多来探亲。”

在这个旅，军嫂来队堪称是一件大事，请看—

给 军 嫂 最 贴 心 的 关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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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夕阳西下，当金色的阳

光洒落在哨兵身上时，他的身影

便与远处的雪山一起，定格成一

幅美丽的影像。

付 裕摄

图②：每当新兵初上高原，该

旅都会组织他们进行为期半个月

的适应性训练，30 公里山地行军

拉练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课目。图

为新战士们在海拔 4000 米的高

原徒步行军。

贾文鑫摄

图③：元宵节前夕，5 名来队

探亲的家属同时抵达该旅营区，

官兵们以饮料当酒为她们举行了

隆重的“接风宴”。

月斓霖摄

图④：每逢军嫂来队，该旅机

关都会专门为他们拍摄“全家福”

以作纪念。图为一名宣传干事在

为四级军士长陈鹏一家拍摄合影。

杜琪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