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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民间文学历史悠久，浩如烟海，其形式之

多样，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藏民通过文学，

把他们的欢乐和悲伤、理想和憧憬、爱与恨、情与理

都熔铸在其中，那些藏民热衷的歌谣，熟悉的谚语，

津津乐道的故事，渐渐内化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并

塑造了藏民朴实、乐观、勤劳、善良的品格，构成藏

民族的心灵史。流传于藏区的民间谚语内容丰富、

风格质朴、形象鲜明、语言精练，是藏族民间文学宝

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话无谚难说，器无柄难

拿”“最可口的酒是甘露，最悦耳的话是谚语。”谚语

历来受到藏民的青睐和喜欢，只要他们开口说话，

总免不了用精辟生动的谚语来说明深刻的生活哲

理，在藏地，一个人能否熟练地运用谚语，实际上已

成为衡量其口才和学识的标准之一。

谚语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优秀的传统。《说文》里将“谚”解释为：“谚，传

言也，从言，彦声”，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言：

“谚、传叠韵，古语也。”藏语称民间谚语为“当白”，

它形式简短，生动通俗，是藏族人民口头创作的一

种文学形式，是藏族民间语言的精华和艺术智慧的

结晶，有着极为强大的生命力。远在公元八、九世

纪, 藏族文学史上就已经有了搜集和记录的《松巴

谚语》，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更是引用了不可胜

数的谚语, 被誉为“藏族谚语的宝库”，著名的《萨加

格言》和寓言体小说《猴鸟故事》中也能找到丰富的

谚语材料。这些镶嵌在民间文学中的一则则谚语,

犹如晶莹耀眼的明珠,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很高

的艺术价值认识价值，是我们研究藏族社会历史、

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审美艺术、宗教信仰、语言习

俗等方面的百科全书。

孟子所谓“知言”，就是透过语言去透视一个人

的心性状态和精神境界，“一个民族的天才、机智和

精神，都可以从这个民族的谚语中找到。”[1]本文旨

在解读藏族民间谚语语义背后蕴含的藏族文化内

涵，有助于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理解和交流。

一 藏族谚语表现出浓郁的高原生活气息
藏族谚语是藏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

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的生活经验，是藏民千百年来智

慧的结晶，因而，藏族民间谚语必然与他们生活的

自然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从内容上表现出浓郁的

生活气息与独特的民族特质。

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生活在辽阔草

原上的藏民逐水草而居，以游牧生活为主，因而藏族

民间谚语中的许多意象源于牦牛、绵羊、马等藏民生

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家畜，如“要想财富多，就多喂

牛羊。”“牛羊是牧民之宝，六谷是农民之宝。”“豺狼

只能吃弱小牛羊，见到牦牛却害怕三分。”[2]藏民非常

重视人、草原和牲畜之间的和谐，在藏民的世界里，

自然界的生灵都是有生命的，他们尽力与自然界的

万事万物都保持着和谐状态，他们感谢祖先赐予他

们的这一片草场和牛羊，因而格外珍惜这些生活资

料，并且熟知这些牲畜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征。“牦

牛好不好，看鼻子就知道；酥油好不好，看色泽就知

道。”“马好不好请看昂起的头，心诚不诚请看碗里的

奶。”“奶牛要在数九隆冬时喂，知识要在年轻的时

候求。”[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藏民对生存环境的高

度熟悉、热心关切，以及关于他们的精确知识，对于

他们来说，这些牲畜的重要性和亲切性不亚于人，他

们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这些牲畜，这种知识和技艺

源于他们的生活经验，源于他们对周遭事物细致入

微的观察和人与环境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是雪域

高原的藏民所独具的生活哲学。此外，随着时间的

迁移，藏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掌握了放牧的方法和

牲畜的特性，在谚语中有关牲畜畜牧放养习性的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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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也不少，如“平路上牛不如马，过冰路牛比马强；

上山骡子比马快，下山马比骡子强。”“早餐想喝奶子

茶，头晚就得去挤奶。”“骑下坡马要往后仰，骑到河

边要朝前倾。”[3]这些谚语都是藏民在长期畜牧生活

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是藏族游牧生活的生动写

照，充满着浓郁的高原乡土气息。

藏区独特的生活环境和习性在谚语中有所反

映，如谚语“搅奶出酥油，搅水起泡沫。”虽然干着香

甜，还是糌粑经吃。”[2]上述谚语中提到的“牛”、

“羊”、“酥油”和“糌粑”被称为藏族饮食“四宝”，生

活在高寒地区的藏民主要是依靠这些食物维持身

体所必需的能量，这些食物在藏谚中反复出现，可

见它们在这藏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 藏族谚语折射出藏族的民族精神与价值
取向

藏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藏民世代繁衍生息在雪

域高原上，那里地势高寒、土地贫瘠，气候恶劣，但

“从那些石块砌成的小屋中，从那些黑牦牛帐篷中，

从那些吃着糌粑、穿着藏袍的人们的心中升起的并

不是悲苦、厌世和颓废，反而是一种坚毅的坚强的欢

悦的生活信念。”[5]的确，常年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民并

没有因为艰苦的生存环境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他

们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崇尚并倡导

公正、诚信、节制、宽容、行善等品质，这也就形成了

藏民坚韧豪迈、朴实真诚、豁达乐观和勤劳善良的民

族精神，那些闪烁着智慧之光的谚语诠释着这一切。

为了适应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藏民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中认定劳动创造美的价值观念，所以许多

谚语体现了藏民勤劳的品质。如“说话要想着说，

干活要抢着干。”“要想吃好酥油，先要喂好奶牛。”

“精心喂奶牛，早茶油自多。”[2]从这些谚语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藏民淳朴善良的性格和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他们不畏艰辛，勤奋劳作，辛勤耕耘，坚信

只要付出劳动就一定会收获，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崇尚团结也是藏民族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藏

民生活在“人迹稀少，交通闭塞、环境险恶的雪域高

原，于是，藏民认识到人多力量大的道理，注重和睦

相处，团结互助。”[6]在藏族谚语中，对集体力量认知

的谚语有许多，例如“长官百姓能合力，物质财富滚

滚进；父母子女能同心，家庭富裕村庄兴。”“只要拧

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雄狮。”“老虎不敢吃成群的

牦牛。”“一碗酥油，用千滴牛乳制成；一碗糌粑，用

万滴汗水换来。”“三人共商量，可以盖佛堂。”[3]可

见，藏民非常注重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

藏族民间谚语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藏民勇敢

乐观的精神，“四只脚的牦牛都会跌倒，何况两只脚

的人。”“放牧时不唱山歌，木牛吃草也不香；放牧时

不唱歌，如同茶里没盐巴。”“能走路会跳舞，能说话

会唱歌。”[4]这些谚语表现出藏民面对恶劣险峻的自

然环境和复杂的政治环境，还坚守着乐观坚毅的民

族品格。谚语还体现了藏民热情好客和真诚纯朴

的性格，在与人交往时，藏民尤其注重以诚相见，信

守诺言，反对以利相交。“有酒大家喝才香，有话当

面说才亲。”“富人拿酥油待客是摆样子，穷人用清

茶待客是真心。”“笔直的树用处多，心诚的人朋友

多。”“好汉宽阔的胸膛，能容百匹骏马驰骋。”“烧火

要空心，做人要真心。”[4]

三 藏族谚语中宗教思想的体现
藏族民间谚语也反映出藏传佛教对藏区的历

史文化、语言表达、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佛教从公元七世纪传入藏区到立足吐蕃，与当时占

主流文化的苯教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斗争，经过了近

一个多世纪的较量，佛教吸收了苯教的一些基本仪

式和基本理念，使佛教逐渐渗透融合到藏民的生活

和灵魂深处，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藏族佛教诸

教派的形成，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叶，达赖、班禅活佛

系统建立，公元十七世纪中叶，五世达赖阿旺罗桑

嘉措（公元1617-1682年）执掌格鲁派和全藏政权，

即建立了葛丹颇政权，[7]至此藏传佛教取代了苯教

而成为驻足于藏区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藏族文化

的核心价值观。

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对藏族社会影响颇为深远，

是传统藏族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石和重要内容。“无

论是信教与不信教，由于藏传佛教的不断发展和陶

冶，藏民族的气质自然而然地融合了这些佛教训

诫。”[7]佛教在道德方面提倡“十善法”，即不杀生、不

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两舌、不恶口、不

绮语、不瞋恚、不邪见，“以善为美”成为藏族的民族

精神和价值取向，因而在藏族民间谚语中，折射出

藏民追求的正直、善良、忠厚、忍耐的道德要求。依

据佛教“十善业”提出的法律规范，藏民认为要宽容

待人，以德报怨，如“给恶狼脖上挂经幡，向恶贼手

里献哈达。”“借酒还水，以善报恶。”[3]在善的前提

下，藏民注重忍让，认为做人要谦虚，凡事要低调，

“骏马性虽烈，仍在大地上；须弥山再高，仍在日月

下。”“嘴巴再大在鼻子底下，眼睛再大在眉毛下

面。”又因为受佛教“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观念的影

响，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种白之地长白，种

黑之地长黑。”“做朵玛的是你自己，抛朵玛的也是

你自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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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民间谚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佛教的

历史背景。如“拉龙拜多逃上山，马蹄印迹留平

川。”[3]主要是叙述赞普朗达玛被射杀的历史事实，

至此藏族社会进入长期分离割据时期，这则谚语反

映了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史实以及佛教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又如谚语“喇嘛无论说什么，全是

法；手指 不管指向何方，都是东。”“金轮上面五黑

暗，烈日下面无寒风。”[4]反映出藏区实行政教合一

的特殊政治制度后，喇嘛阶层在藏区社会生活中占

据着重要的位置，于是，藏民把“佛”、“神”作为主宰

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其中自然流露出对佛教的

尊崇，甚至迷信情绪。

同样，在谚语中，我们可看到佛教对藏民日常

生活的影响，如“生在阿妈怀里，献在喇嘛手中。”[2]

反映出旧时代在藏区普遍遵循的习俗，家里的男孩

至少有一个必须要皈依佛门，在藏区，至今有的贫

困人家因为生活的艰辛，也会把小孩子送到寺庙出

家当和尚，谚语既透露出藏民和佛教之间的关系，

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母亲对儿子的不舍和深

情。受佛教思想影响，在过去，评价一个人德才的

主要标准是对佛理知识的掌握，如“想出行用料喂

马，想有学问学五明。”“没带过笼头的马嘴硬，没学

过五明却口气大。”[4]这里的“五明”是对藏族文化知

识的体系的概括，藏族的知识分子常将博学之士称

为“学富五明”，“五明之学”分为“大五明”“小五

明”，前者是指诗词、韵律、修辞、歌舞、星算，后者是

指声律学、正理学、佛学、工艺学、医学，掌握五明之

学，成为藏民衡量一个人知识水平高低的标准。

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生活中固然享有崇高的

地位，藏民对佛本身也保持着无比的遵从，但是庞

大的僧侣系统毕竟鱼龙混杂，出现了许多表里不

一、为所欲为、无所事事的教徒，佛教严格的戒律成

了他们伪善的有力幌子，而藏民虔诚供奉的丰厚布

施则成了他们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藏民们看穿

了这群人的真实意图，并通过谚语一针见血地揭穿

了他们的面目，讽刺了部分僧人不守戒律肆意妄为

的卑劣行径和虚伪本质。如““口中念佛经，心里盼

贡品。”“不要杀生”是菩萨说的，但是喇嘛却要吃肥

肉。“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喇嘛，拿佛珠的不一定是信

善。”“口念文殊菩萨，眼却要盯着对岸的马鸡。”[2]这

些谚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藏民的理性思维和正

确的价值判断能力，在藏民的心中有一套判断是非

曲直的准绳，即便是藏区享有很高地位的僧侣，只

要是违背道德，藏民都勇于批判和指正。

“语言作为文化的表达形式，具体表现为特定

的文化常把某种烙印加到语言之上。”[8]通过研究藏

族民间谚语，我们了解到藏族的俗习惯、社会制度、

宗教信仰和民族性格等文化意蕴，藏族文化博大精

深，我们所做的努力如沧海拾贝，还有很多丰富灿

烂的文化需要我们去进一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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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nguage carries a nation’s history，cultural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us，Tibetan proverbs
coming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ontain all aspects of Tibetan social life，and reflect Tibetan cultural
psychology traits and generations’unique life experience. This paper，through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some Tibetan
proverbs，tries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an proverbs and Tibetan culture，and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contained in Tibetan 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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