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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的“信号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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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语言”指的是人们借助某种物，或借助自身的形体动作传达信息的无声语言。 

  人类使用信号语言由来以久，如用摇头、点头、摆手、招手等形体动作表达意愿的方式，就

可能产生在遥远的洪荒时代。不过，信号语言也是伴随社会进步而发展的，即便在现代社会，人

们依然离不开充当语言的各种信号。举例来说，用手势表达的手语，航海船队的旗语，十字街头

的红绿灯，道路两侧的标识牌及校园里的铃声等等，都是人们时常接触到的信号。 

  每个民族都有惯用的信号语言，藏族自然也不例外。流传在藏区的信号语言既丰富又奇特，

藏族人善于使用这种“语言’”来表达委婉的心意。 

  用于长距离的信号语言是极富表现力的。在森林地带，最普通的是用鼓声同远方的亲友交

谈；在平原地区，最常见的是烽烟，用烟发出的信号能传到很远的地方。但在青藏高原，由于山

峦叠峰，草原辽阔，一个帐房与另一帐房的距离往往有一二十华里，故而，属于长距离的信号语

言极其少见。 

  在藏区，运用最多的近距离信号语言是体态，而在体态中最常见的是手势。藏族朋友竖起一

只手的大姆指，是向你表示满意或赞许；若竖起左右两手的大姆指，则是向你乞哀告怜。两手拿

掌是一种诚挚的致敬，而单手五指并拢，是向你发出正告：少说闲话，闭上嘴！遵照传统习俗，

人们不能从坐着的客人面前经过，若必须走过时，应弓腰平伸双臂，掌心朝上，请求客人谅解。

如果，藏族人挑起左手小指，并向空中吐唾沫，是用这个动作向对方表达鄙视和诅咒。如果，藏

族人用一手食指从自己鼻梁朝下，直直地拉到嘴唇，这是对周围的人发誓：他刚才说的话真实而

公正。如果，藏族人用一手食指在自己的脖子上来回比划着拉锯，有时还会低声呼叫着“阿嘎勒

勒”，这是一种口服心折的祈求动作，这个动作绝对能够疏通感情，对方哪怕是一副铁石心肠，

对他的请求也是无法拒绝的。 

  除了用手势表达的信号语言外，藏族还有一种十分离奇的表示敬仰的体态语言。在藏区，活

佛是极受钦敬的，按照传统习俗，路遇活佛应在路旁脱帽恭候，妇女垂下双袖，男人脱下右侧袍

袖并从背后反搭肩上，然后，低头俯视，双手捂住膝盖，吐出自己的舌头来。 



 

  藏族是崇尚礼仪热情好客的民族。如有贵宾来访，在有的地方要举行一项十分隆重的迎宾

礼。这种礼节是组织无数荷枪实弹的铁骑，在迎接的路上等待。客人一旦在远方出现，威势雄雄

的马队发起冲锋，勇士们端枪射击，呼啸着的弹丸从客人头顶飞过，仿佛在进行着一场殊死征

战。当马队环绕客骑奔跑一周后，好汉们翻身下马，由首领向客人敬献一条丝织的白色长帛——

“哈达”。 

  在途中两骑相遇，必须从对方的右侧走过，以示礼貌。在有的地方，两骑路遇要勒马停步，

瞠目相视，把横插在各自腰间的长刀从鞘里拔出一段，用闪闪的刀光向对方致敬，然后互相问

好。 

  藏族有句谚语说：“孔雀是森林的装饰，客人是帐房的光彩”，藏族视客人临门为阖家荣幸

的事。草原上的每座帐房都可供过客留宿，不论相识与否。但客人怎样表达自己想要落脚的愿望

呢？在这里君子动手不动口。那就是，当主人扶客人下马时，客人把马鞍上用来系住行囊的绳子

解开，主人就明白了。倘若，某个帐房里有病人或有产妇，一时不能待客，帐房主人也无须向客

人口头声明，因为，在他的帐房门前有一堆被点燃的潮湿的牛粪，升起的烟柱即为忌门的信号。 

  藏族姑娘长到15岁，被认为是达到了成人的年龄。每年藏历正月初三这天，家庭要为年满15

岁的姑娘佩带头饰，举行成年礼。藏语把这个仪式称作戴  “敦”。当到场的亲戚女眷们为姑娘

更换新袍，系起紧腰彩带后，母亲解开姑娘头上的童式双辫，给她梳理出满头几十条的细辫，并

在她的后背披上一条缀有许多银盘的饰带。这种做为饰物的银盘，藏语称作  “引敦”。改变发

式，背负“引敦”，这就是姑娘已达到成年的标志。正月初四、初五这两天，在至爱亲朋的邀请

下，姑娘骑马去各家做客。穿戴一新的她光艳照人，像一枝含苞待放的花朵，展示青春的娇柔。

戴“敦”以后，她不仅已被公认是这个社会的正式成员之一，而且也用这种信号语言向所有的小

伙子宣告：她可以谈情说爱了。 

  当姑娘有了男友，倘若彼此真正倾心，小伙子也可到姑娘家去拜访，他将受到姑娘家的热情

招待。在藏区有一种饶有趣味的习俗：小伙子第一次到女友家的帐房做客，姑娘的母亲要请他啃

羊脖子。羊脖子上不仅骨头很多，而且一节套着一节，每一节的三面皆有突出的骨头，由此可

见，要把羊脖子上的肉啃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姑娘的母亲用羊脖子这种物为信号，考

察他是否是个会吃肉的真正牧人。当然，没有哪个小伙子会在羊脖子面前败阵，任何一个小伙子

都能显示出他食肉的“造诣”来。他把那环环相扣的颈椎骨不慌不忙地—一卸开，把每块骨头上

的肉用小刀刮得一丝不剩，就象这些骨头上从来没有长过肉一样。 

  羊的肩胛骨上的肉吃起来细嫩爽滑，藏语称这个部位的肉为“苏花”。“苏花” 是肉食中

的美味，吃这块肉有些讲究。“苏花”通常要留给那些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吃，倘若某个小伙子在

他的女朋友家里吃到了“苏花”，他会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姑娘的父母在用无声的语言通知

他，他已获得长者的欢心，老俩口已经同意把他们的爱女嫁给他了。  在藏区流传着一种古老

的抢婚习俗，这种抢婚，已经失去了古代的那种掠夺婚性质，说是抢，实际上佯装假扮，是以草

原为舞台．演出的一场逸乐喜剧，成为一种婚礼习俗。 

  这是一个月昏星暗的夜晚。初更时分，夜阑人静，草原已经沉睡，小伙子家有十多人参加的

马队出发了。在他们的队伍中，另牵一匹供姑娘乘骑的空鞍马。当已临近姑娘家的帐房时，一个

机敏的骑手快马奔驰，绕过姑娘家的帐房向草原深处的夜雾中飞身而去。这个突然行动，吸引了

姑娘家的狗，它们来不及仔细思考，来不及大声吼叫，就尾追着小伙子的马也奔向了那夜雾弥漫

的远方。牧狗虽然凶猛，上当还是容易的。马儿、狗儿的奔跑声，划破了静溢的夜，却竟然没有

惊醒姑娘的父母。姑娘从帐房里偷偷出走，来到约定的地点，匆忙把自己的靴、帽、皮袍乃至内

衣统统脱掉，换上情人带来的靴、帽和衣衫。然后，在情人的陪伴下，在勇士们的护卫下，向小



 

伙子家的方向逃去。 

  马队已消逝在远方，一名暂时留守的勇士把姑娘的衣物卷在一起，摸着黑送进了姑娘家的帐

房。这是让姑娘父母一睁开蒙眬的睡眼就能看到的信号。当这个勇士完成了这件重任，向酣睡的

二老告别时，还要在他们帐房门上搭一条洁白的“哈达”。这一切行动，似乎是用无声的语言在

呼唤：“哈哈！你们的姑娘已被无畏的勇士劫走啦！” 

  天刚破晓，小伙子的舅舅、哥哥等数位男人就迎着朝阳从草原那一边跃马而来，他们要和恼

羞成怒的老俩口进行一场十分有趣的谈判。 

  当一个帐房里有人溘逝，死者的亲属自然是十分悲痛的。他们要用模具扣托一些泥制小佛

像，散放在住地附近的草场上，还要换上破旧的衣服，系上褪了色的腰带，取下身上的饰物。男

人们去掉佩刀，妇女们摘下耳环、项链和戒指，在发辫的末梢缠一缕白色的羊毛，并取掉身后背

负的“引敦”，死者亲属不论男女都不洗脸，更不能梳妆打扮。他们不唱歌，不跳舞，不饮酒，

不纵声大笑。当他们外出时，人人翻戴着帽子，不能骑马。这种追念死者、表示哀悼的眼丧，至

少要持续49天。所以，当一外地人来到藏区，看到徒步走在路上，衣衫槛楼、蓬头垢面的牧人

时，请不要轻易地作出他已贫困潦倒的判断。因为，那个牧人有可能是用这种信号语言告诉你：

他正为故世的某位长者服丧。 

  在藏区，信号语言的各种形式及使用的场合，是难以遍举的。譬如，有一种用信号构成的通

牒，就要做为长距离“信号语言” 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在旧时代，一个部落的首领给另一

部落首领送去一颗子弹，那就是一种宣战的象征表示。还有，牧人的牲畜越过草场边界进入相邻

部落领地，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如果双方友好，对面的牧人只须把那牲畜逐出地界就行了；

这两个部落之间若有世仇，那么，越境的牲畜就有可能被割掉尾巴。在古代，藏族骑士在战斗中

若畏葸不前，要割其马尾作为羞耻的标记，故而，牲口的尾巴被割掉，是牧人无法忍受的侮辱。

于是，在这两个部落间，那种为了维护同族人荣誉而引起的械斗杀戮，就有可能要顷刻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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