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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 Инв.No.6740 号《天盛律令》残页译释研究 

孔祥辉

																																																																																																																																																							

摘  要：西夏文《天盛律令》卷九集 7 门分 88 条，有少量条文佚失。其中第 1 门“迟到早

退”计 1 条全缺，第 2 门“事过问典迟”计 20 条，前 10 条全缺。第 6 门“贪奏无回文”分 8 条，

第 4 条后全缺，第 7 门“誓言”门 3 条全部缺失。在最近的整理中，笔者发现俄藏 Инв.No.6740

号文献中存有《天盛律令》文本条目，经过原文录释，可新补卷九所佚“贪奏无回文”门中“取

文字无回告不派人”“口供虚诈”“无理行文字”“寻恩御旨”4 条；“誓言”门中“谓来投诚发誓

信词”“私语誓”“逆盗为誓”3 条。新材料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天盛律令》中关于刑法诉讼、司

法程序及西夏盟誓文化等方面所缺失的内容。

关键词：俄藏黑水城文献；《天盛律令》；贪奏无回文门；誓言门

																																																																																																																																																							

一、引言
《天盛革故鼎新律令》（以下称《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70 年）重新修

订的官方法律文本，对研究西夏中后期历史与社会有重大意义。因其原件藏于俄罗斯，且有多

种散、残页。故俄藏黑水城文献公布近二十年来，对此文献的整理不曾间断。《天盛律令》原件

的版本信息，在苏联学者戈尔芭切娃和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收录最全。是

书对西夏文《天盛律令》编号共计 148，并对每一卷收录编号进行说明，其中包括多个作者当时

尚未考定的编号①。《天盛律令》卷九所缺失内容涉及俄藏 Инв.No.6740 号文书，在《俄藏黑水城

文献》第十册中，编者著为新集锦合辞（乙种本）②，说明在 Инв.No.6740 号混有多种文献，此次

整理的卷九残页即夹杂其中。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天盛律令》整理研究”（17ZDA18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夏文《大

般若经》校勘与研究（18CZJ007）。

作者简介：孔祥辉（1994—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夏历史与文献研究。

① [ 俄 ] 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著，白滨译、黄振华校：《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 3 卷，1978 年，第 22—29 页。

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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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理，在所有收录《天盛律令》卷九的文件编号中，俄藏 Инв.No.2575 号存本卷第一

页半面即 01A 面①；俄藏 Инв.No.164 号存本卷 20 页 B 面 —39 页 A 面；俄藏 Инв.No.166 号存

本卷 12 页 B 面 —32 页 A 面、35 页 —44 页 A 面之内容；俄藏 Инв.No.2583 号文献存本卷 11

页 —20 页 A 面、30 页 —34 页的内容；俄藏 Инв.No.165 号文献存本卷 21 页 —28 页 A 面、29

页 B 面 —37 页；俄藏 Инв.No.168 号存本卷 05 页 —11 页之内容；俄藏 Инв.No.173 号存本卷

12 页 —21 页 A 面、40 页 —48 页之内容；俄藏 Инв.No.2569 号文献中混杂本卷 08 页 —45 页 A

面的内容；俄藏 Инв.No.7126 号存本卷 06 页 B 面及 07 页 A 面。因卷九所涉及的文献编号较多，

同一内容在多个文件编号中亦有发现。上述文献部分可校补已公布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天

盛律令》。王玫在其论文中即针对上述现象，进行了一部分缺、漏字内容的补缀工作②。综上可

知，《天盛律令》卷九目前尚存 01 页 A 面、05 页—48 页的内容，故本卷 1—10 条、83—88 条的

内容佚失。此外段玉泉在《西夏文献解题目录》中也录入了该卷图版信息。“卷九：26.5×18.5 厘

米，版框 22×16.5 厘米。共 7 门计 88 条。首尾残。”③在最新出版的西夏文版《天盛改旧新定律

令》中，第九卷尚未编著录此页④。

史金波先生等根据现存的西夏文《天盛律令名略》（以下简称《名略》）补译出以上残缺条

目的名称，并且在汉文版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予以著录⑤。此番整理的文献，为《天盛律

令》卷九第 48 页 B 面—50 页 A 面，原件虽有残破，但也存留较多文字。此页部分存于《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八册中，残缺严重且为黑白页面，识别难度较大⑥。现根据学界现行办法，进行译

文录释及初步翻译。

二、文本誊录及译释
俄藏 Инв.No.6740 号文献，克恰诺夫著录信息为：“页面 27 厘米长；保存极坏，正文尺寸和

页码未定。”⑦原件残破，克氏在初期的整理中尚未对此编号修复，只是将各个散页归类为同一

个编号，类似情况在 Инв.No.6239 号文献中也有出现⑧。《天盛律令》卷九第 48 页 B 面—50 页 A

①《天盛律令》为蝴蝶装，为引文精确，一般将律令一整页分为左右两面，右面为 A 面，左面为 B 面。律令⑨ 48A1 即是律令

第 9 卷第 48 页 A 面第 1 行。为方便本卷说明，故在本文中使用页面来表示卷本的完整。

②王玫：《〈天盛律令〉卷九补缀数则》, 第五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黑水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7 年。

③惠宏、段玉泉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阳光出版社，2015 年，第 27 页。

④嵬名地暴等纂，[ 俄 ] 波波娃、杜建录、潘洁、于光建整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 年。

⑤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47—48 页。

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8 册，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207—208 页。

⑦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著，白滨译，黄振华校：《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

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 3 卷，1978 年，第 61 页。

⑧许鹏：《俄藏 6239 号〈天盛律令〉中的两则残叶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十八辑，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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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原件文字为竖版，现横排录释如下：（□表示此处单字不清或缺失，△表示虚词，

表示下文残缺）

48A9   蒜礠緋薉薉鞘芹技炽硫弛茪丑城辐版

     一诸司径直引头字告状等取令时回告

48B1   篟耫菋綀篟瞧蝹息蓭茪丑篟萝灯戊

不来及人不遣送一番取令不听十三

48B2   屁舉蓭茪丑篟萝泪聚锰戊蓭癏俏辊

             杖二番取令不听六月月三番自上上

48B3   茪丑篟萝息篔息翆①

                                取令不听一律一年

48B4   蒜礠緋沸秊瑚菋薠瑚前弛袭□□薠篟藂

                                     一诸司公事问及罪问往等中□□罪不伏

48B5   瑚脉眮落聚锰却稀毋癏舉翆維淮灯渴

                                      问口虚者月月苦役上起二年至四十笞

48B6   舉翆俏辊淮翆維氦灯渴淮翆俏辊泪翆

                                      二年上上四年至五十笞四年上上六年

48B7   維泪灯渴戊蟨订坤滴箌萰灯渴蟗挎

                                      至六十笞三中本世备取八十笞死获

48B8   袭薠竀栏落篟□蔲肈□□□□□息篔

            中罪实承者不□若命□□□□□一律

48B9   挨舅渴

                                      一百笞

49A1   蒜礠緋筞非谬縦

                           一诸司局分大小

49A2   妒篟镀芹技□□城筞非

                             谓不应头字□□时局分

49A3   □顽芹技茪丑薠

                              □有头字取令罪

49A4   □窾薠筙才

①此段录文在前人研究中已有，为方便全文说明，再次录释。张笑峰：《西夏〈天盛律令〉中的头子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2 期，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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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罪莫治

    49A5   蒜□□□□菋蚌  羴残篙弛坝蚐哗蔲妹

                             一□□□□及制  圣旨恩等求允不若律

49A6   父城息翆

                             违时一年

    49A7   萮散旺

                             誓言门

49A8   蒜睫碭萅繕緵廊腞搓耫籋妒商谍们儡坝

                     一地边他国头归者得来我谓互之信允求

49A9   萮谬縦属城筞非唐宦炽虣少若蓽蘞笋

                            誓小大为时局分处△告奏言节△求假

49B1   蔲禑□炽虣吞禞萮属纝炽虣窾薠筙才

                             若言□告奏无暇誓为重告奏则罪莫治

49B2   炽虣禞篟炽虣菋订篟炽萅炽城烤罈甲

                             告奏㗇不告奏及自不告他告时官有罚

49B3   碈矂送綀灯戊屁舉繕蔆否少若搓緵廊

                            马一庶人十三杖两国和平谕情有头归

49B4   腞栏□□□订磀緵廊腞蔎萮属梁落舉

                             者观□□□自意头归者相誓为摄者二

49B5   翆蔲□□□佬罈菋睫□滚笜縇箷胎罆

                           年若□□□义有及地□迁同家主众多

49B6   □□□汕妒腞搓弛蔎□□梁窾綀菒禑

            □□□等谓者有等与□□摄则人大言

49B7   □□□縇滚胎埠狐蹄□□玛若禑镀往

                             □□□家迁多寡何何□□时节言义何

49B8   堡弛毋蔓虣絍槽膌

            如等上视奏议顺行

49B9   蒜 眯谍篟矤蓝禑菞緛□□□□□□□

                             一 官之不在私事大有□□□□□□□

50A1   蔈捆皮商

                             父妻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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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2   蒜礠綀谗禑緂菋渭弛萮□□□□□□□

                             一诸人逆事知及盗等誓□□□□□□□

50A3   属弛哺籃禑礌□□□□□□息篔往□□

                             为等犯所事本□□□□□□一律何□□

50A4   □十楚

            □判断

上述文献原件中，版心下栏部分清晰可辨，书写的汉文页数中，可见“四十八、四十九”字

样，可知本页存于《天盛律令》某卷末尾。上文的录释中，根据西夏文《天盛律令》的书写格式，

我们发现以上残页中共有 7 条律令，对应录文为：48A9-48B3；48B4-48B9；49A1-49A4；49A5-

49A6；49A8-49B8；49B9-50A1 及 50A2-50A4。检索已有的语料库并无发现此文本，故考虑为

律令所缺内容。经仔细辨别，在存“四十八”字样的页面上部，出现西夏文“妹佃缞吨”（律令第

九），可确定此页在《天盛律令》卷九末尾。在《名略》中，“贪奏无回文”门残缺 4 条且“誓言”

门全缺①，录文 49A7 出现西夏文“萮散旺”（誓言门），故此条为“誓言门”之始，以上为“贪奏无

回文”之内容。在 48B5 的录释文中，出现“脉眮落”（口供虚）字词，49A2 录文中出现“篟镀芹

技”（无理头字）一词，并结合翻译文，确定 48A9-48B3 录文为“口供虚诈”，48B4-48B9 录文为

“无理行文字”，49A1-49A4 录文为“无理行文字”，49A5-49A6 为“寻恩御旨”条。49A8-49B8

为誓言门“谓来投归发誓信言”，49B9-50A1 为“私语誓”，50A2-50A4 录文为“逆盗发誓”现将

以上 7 条新内容暂译如下：

“取文字无回告不派人”条汉译文：径直引诸司令取头字、告状时，回告不来及人

不遣送，一番令取不听，杖十三；两番令取不听，六个月，自三番以上令取不听，一律

一年。

“口供虚诈”条汉译文：往诸司问公事及问罪等时，□□不伏罪，口供虚者，自一

个月苦役至二年，笞四十；二年以上至四年，笞五十；四年以上至六年，笞六十；三种

长期、无期等，笞八十；获死时，承现罪者不□。若命□□□□□，一律笞一百。

“无理行文字”条汉译文：诸司局分大小……谓，无理头字……有，令取头字

罪……，则罪莫治。

“寻恩御旨”条汉译文：□□□□及制、圣旨恩等求不许。若违律时，一年。

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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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言门

“谓来投归发誓信言”汉译文：一地边别国有投归者谓来我处，相互求信言，大

小誓为，应告局分处，当求谕情。假若言□无暇告奏，为誓，重告奏罪莫治。告奏有

㗇未告奏及自不告他人告时，有官罚一马，庶人杖十三。两国和平时有谕情，投归

者受□□□，擅自与投归者为摄者誓，两年。若□□□有义及地□迁同，家主众多

□□□□与谓者有等，与□□摄，则大人言□□□，迁家多寡，何时□□，视时节、言

义如何等，奏议实行。

“私语誓”汉译文：一官之不在私事大有……主妻服相……

“逆盗发誓”汉译文：一诸人逆事知及盗等誓……，为等犯所事本……，一律何

□□□判断。

三、新补文献的学术价值
《天盛律令》卷九所涉及内容，主要是西夏时期官员行政规范及法律程序的管理和规定，属

行政法的范畴。杜建录先生在《〈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中将此部分内容与《唐律疏议》

《宋刑统》等法典比较，认为本卷相当于中原法律中的“职律篇”，是以违职律的形制规范司法

的程序①。在传统的职律中，强调规范的诉讼程序及严格的惩罚管理是立法者最基本的出发点。

一般认为，较为完善的司法制度是法律发挥效应的基本前提。基于唐宋法律的影响，西夏统治

者在建立法典时，也试图构建一套严密的行政司法体制使其发挥有效的作用。对法典本身而

言，只有在产生刑事及民事诉讼结果以后，将其过程司法化才能合理的使用法律条文来解决实

际问题。戴羽在其论述中将此部分内容归纳为“起诉—缉捕搜查—审判”等一系列流程②。可以

说，本卷内容是整部律令能够在西夏境内有效实施的重要立法保障。

本次新发现的条文是在特定司法程序中对吏员违制的处罚。《天盛律令》卷九“催促文字者

过处来”条中对司法文书的时限作出规定，“催促文书者、局分人等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

杖”③，残缺的“取文字无回告不派人”条文中，就是对这类文书传导过程中出现迟滞且拖延现

象的处罚。在较为严密的行政区划中，下级部门将头字、告状等文书递交上级时，上级政府将

要对这类文书著录编档，如有指示亦会下发。新发现的条文内容显示，在文书传递过程中如有

怠慢，按照违制次数，最高可对违律者处一年徒刑。西夏全盛时据今宁夏、内蒙古、青海、甘

肃、陕西等地，疆域东西跨度较大，为保证各级政令上传下达及司法刑狱的处理，快速有效地传

①杜建录：《〈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1 页。

②戴羽：《比较法视野下的〈天盛律令〉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45 页。

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45 页。



西
夏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117

递文书显得至关重要。《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中，对诸司之间公文迟缓、文字住滞等

情形，从文书、都案到主管大人都进行了详细的责任划分。因文书传递事关重大，单个环节出

现问题，都会造成信息传递的失误。律令中对边境刺史、监军司、经略司中上下级部门的文书

传递过程也进行了详细说明，这表明立法者试图通过严密法律来保障政府公文快速、有效地传

达。

西夏文“芹技”（头子）一词在《天盛律令》中多次出现，如律令第 320 条规定：“比邻各首

领发大小军头字来时，当依次相传告……”①，律令第 454 条规定：“诸人已犯罪，经官已杀者，

一年以内不许收葬，……当派巫小监者。应翻检头字，当收葬，不允作咒”②，“芹技”根据字面

意思应指经官方验证的某种凭据。张笑峰在其论述中认为，“芹技”（头子）在汉译本中误译为

（头字），其实西夏的“芹技”（头子）源于宋朝的头子制度。作为官方文书，吏员在递奏过程应

恪尽职守，若稽缓则会受到处罚。《唐律疏议》（职制律）第 111 条中规定：“诸稽缓制书者，一日

笞五十，誊制、敕、符、移之类皆是。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

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③

在执法中提倡“言证合一”的原则，确保言辞和证物的属实决定了法律诉讼的公平性，所

以供词在司法程序中意义重大。“口供虚诈”条即是在司法询问中，发现司法人员在问罪环节中

不认真记录口供或帮助被告提供虚假口供的处罚，这类处罚也建立在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上。

当罪犯获得短期徒刑、中长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罪时，将分别对司法人员处以数量不等的笞

刑。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必会出现司法人员失误进而造成错误的法律后果，所以在我国历代

法典中，对此类情况有着严格的规定。《唐律疏议》中对“官司出入人罪”进行了解释，“官司入

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锻炼成罪”④。司法人员在问罪流程中如有差

错，将要根据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天盛律令》中还特意强调对司法人员受贿枉法，造成错误

结果的处罚，其“受贿公事枉”条即是局分人受贿而枉判断公事的规定⑤。因此在官员询问罪

犯口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立法上也作了相应的努力。立法者试图利用法律，杜绝在司

法过程中出现的执法不严现象及贪赃枉法造成的社会后果。《天盛律令》卷九规定在询问过程

中出现供词不符的情况，也会对司法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罚⑥。但在法律条文中，我们发现立法

者在每个司法环节都会限制或对贪赃枉法进行特别的规定，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官员贪赃枉法的

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46 页。

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90 页。

③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 年，第 771 页。

④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070 页。

⑤“局分人”西夏文原文直译，该词尚无较为准确的翻译，应为“朝廷、官府或政府官吏”之意。

⑥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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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较为普遍。

“无理行文字”及“寻恩御旨”条内容虽残缺较多，但格式保留基本完整。对于西夏时期的

文书制度，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①。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恩御旨”条的写作上，在“圣”字前空

缺一格，表明刻字人撰写时严格遵循“平阙”之制。从文本来看，这两条内容原本较少，“寻恩

御旨”条只有一句，说明官吏违反职律可向御前请恩，但具体流程如何尚不得知。前文已述，在

司法程序上，上下级部门之间的沟通和指示至关重要。《天盛律令》卷九前部分对当时西夏境

内地方审判和司法机构进行了权责划分。“越司曲断有罪担保门”规定：“诸人有互相争讼陈告

者，推问公事种种已出时，京师当告于中兴府、御史，余文当告于职管处，应取状。其中有谓

受枉误者时，于局分都案、案头、司吏争讼者当告于所属司大人，应转争讼局分人则转当地大

人……”②有学者认为诉讼人在解决官私诉讼时，京师的诉讼机构为中书、枢密及各职管属司，

地方则为府军郡县③。且寻求恩旨也说明，西夏重大案件的终审裁决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如

诸司擅自裁决将要受到严惩④，如果从西夏中高级官吏的身份结构来看，大部分官吏出自皇族、

大族及宫廷内臣，如此一来，官员违反职律后向皇帝寻恩请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律令反映的西夏盟誓文化
从古至今，盟和誓的文化一直伴随着人类活动而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早期的人类

学家发现“凡属有亲属关系和领土毗邻的部落，极其自然地会会有一种结成联盟以便于互相保

卫的倾向……”⑤。关于盟誓史的研究也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誓约以其独特的功能约束联盟

使其继续维持⑥。10 世纪到 13 世纪前期，从国家来讲，宋、辽、金、西夏等政权之间，相互之间

均存在某种联盟的关系，从社会文化而言，民间信贷契约、同盟互助会的发展表明，盟誓的文化

和习惯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盟誓作为党项民族重要的文化习俗，在西夏文化及

相关论著中均有提及。史金波先生在《西夏社会》中谈到：“党项人还重盟誓，不仅民间有盟誓

习俗，盟誓仪式还用于正规的军事作战。”⑦《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也提到，党项统治者经常在战

前与将军盟誓⑧。不仅如此，史先生亦认为在国家法典中出现关于盟誓的规定，是很不寻常的，

①赵彦龙：《西夏文书管理制度探微》，《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高宗池，赵彦龙：《论西夏法典中的文书制度》，

《青海民族研究》2009 年第 1 期；尹江伟：《关于西夏文书档案保密制度的一些探讨》，《宁夏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

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38 页。

③姜歆：《论西夏的起诉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第 113 页。

④杜建录：《西夏的审判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第 77 页。

⑤ [ 美 ] 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 ：《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 年，第 120 页。

⑥田兆元：《盟誓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⑦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811 页。

⑧ [ 德 ] 傅海波、[ 英 ] 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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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限于资料，并未做深层次的探讨。

西夏《天盛律令》卷九“盟誓”为此卷最后一门，所记载官私盟誓方面的内容，与本卷其他

涉及职律的条目不同，立法者将本门编于此处似乎略显突兀。此次发现的新条文中，第一条内

容保存较多，内容大意基本完整。“谓来投归发誓信言”条中规定，在与别国投诚人员的前期商

讨中，双方所立大小誓言，在事后均先报告局分处。此外，在两国关系和平时，对于投归者的安

置问题等，也需要边地人员奏请朝廷裁决，不可擅自处置。以上内容表明，此条律令的设置，是

对缘边官吏处置投归者权力的约束，从实际意义来看应属职律。地方官吏要根据投诚者的实力

大小、人马多寡及其地位给予妥善安置，防止地方官吏私自授予“摄”者。“私语誓”及“逆盗发

誓”因保存极少，大意不明。但可以看出，除对官方之间盟誓的管控外，法律在私人盟誓方面也

做了规范，明确了盟誓后果中主妻相服的连带责任，更反对一切形式的谋逆及盗等损害统治者

利益的盟誓行为。

纵观西夏历史不难发现，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极大地影响着西夏社会的发展。法律条

文中特别强调缘边官吏对别国投归者的处理，也是因为民族和国家关系事关重大，如有不当可

能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冲突。西夏与他国接壤处，党项人与生、熟羌及汉、番、吐蕃等民族杂居，

部落叛逃及同族投归之事已属平常。早在辽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 年），西夏与辽就因部落叛附

问题发生冲突，并直接导致了次年辽主对西夏的讨伐①。此外还有熟户冒充西夏人诈降于宋求

请恩赐的事件，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 年）秋七月丙午“秦凤路经略司言，第三将招诱到西人伽

凌等三人，却是环庆路熟户蕃捉生，伪冒改名，剃发、穿耳、戴环，诈作诱到西界大小首领”②。

故律令中提及别国来归，可见在当时番族叛附较为常见。因叛附的部众多是番族，与西夏缘边

部落的宗教习俗和社会习惯差别不大，有共同的信仰，成为双方建立盟誓契约的重要基础。从

党项人性格来说，团结与相互之间的依靠往往会促使同盟的形成，故而契约文书也是其盟誓文

化的重要体现③。吴天墀先生在《西夏史稿》中谈及由于西夏人生活和思想保守，促使他们形成

密不可分的小集体④，这种内在性格最终形成文字，保留在皇朝法典中。

五、余论
西夏文《天盛律令》原件的整理工作已接近尾声，整理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残页的校对及

补缀工作上。本次整理发现的《天盛律令》卷九残页，虽有残破，但保留了大部分内容。新补

① [ 元 ] 脱脱等著，刘浦江点校：《辽史》一九卷，中华书局，2016 年，第 263 页。

② [ 宋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二，元符二年七月丙午，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2187 页。

③从黑水城发现的社会文书来看，契约文书占有较大比重，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盟誓文化。

④吴天墀：《西夏史稿》，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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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的七则条目对我们了解《天盛律令》关于司法人员行为准则及规范有很大帮助，亦可见西夏

政府在构建司法诉讼程序中的努力。誓约的约束效力相当于早期的法律，当法律走向成熟时，

誓约会成为法律的一种补充。新发现与盟誓相关的律令，反映了盟誓在西夏传统社会的特殊地

位，同时也是西夏法律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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