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4

西
夏
学
·
二
〇
二
〇
年
第
一
期
（
总
第
二
〇 

辑
）

第六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会议综述

闫安朝

2019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16 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主办，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银川西夏陵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六届西夏学国际学

术论坛”在宁夏银川召开。本届论坛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西南大学、四

川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日本东京外国语大

学、日本神田外语大学、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等国内外 60 多家单位的 13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100 余篇，内容涉及西夏文献整理研究、西夏考古文物、西夏文化与艺术、

西夏历史地理、西夏语言文字与西夏文献电子化等诸多方面。论坛共分历史文献、语言文字、

文化考古三个分论坛进行讨论，与会专家积极参与讨论，相互深入交流学习。现就会议论文分

类综述如下。

一、文献考释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大量西夏文献的公布，对西夏文献进行考释研究便一直是西

夏学的研究热点。本届论坛中，文献考释研究方面的论文占有很大比重。其中世俗文献解读类

文章有九篇，佛教文献释读类文章有十五篇。

世俗文献解读方面，法律条文研究两篇，经济、契约文书研究三篇，医药文书研究两篇，教

育类两篇。戴羽、李语《〈亥年新法〉庚种本卷十四考释及价值略论》对《亥年新法》卷十四的

庚种本进行了全部录文及考释，认为它是对《天盛律令》保辜制度的重要补充，补充了《天盛律

令》卷十四的缺损内容，具有一定价值。孔祥辉《俄藏 Инв.No.6740 号〈天盛律令〉残页译释研

究》通过对俄藏 Инв.No.6740 号文献中《天盛律令》文本条目的录释整理，对西夏文《天盛律令》

卷九所轶部分内容作补充，从而使《天盛律令》中有关刑法诉讼、司法程序及西夏盟誓文化等方

面内容更为充实。史金波《俄藏 5949-28 号乾祐子年贷粮雇畜抵押契考释》对藏于俄国的 5949-

28 号乾祐子年贷粮雇畜抵押契进行译释，然后对契约内容进行解析，并论述了契约在立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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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租牲畜、利息计算和草书书写方面的特殊性，最后分析契约反映出西夏黑水城地区社会经济

的真实而复杂的状况。潘洁《从敦煌、黑水城文献看唐至西夏的水权》通过对敦煌、黑水城文献

的考察，分析出唐、西夏水资源使用权的获得、分配和转让，以及二者之间的承袭和变化。田晓

霈《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典地契研究》通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5147 号文书中包含的 4 件典地贷

粮契进行完整录文及译释，结合《天盛律令》与唐末敦煌典地契对比，发现西夏在质押类型、收

息方式、地上财产归属、抵押周期以及“牙人担保”制度方面与敦煌契存在区别。同时将典地契

与土地买卖契对比，发现西夏晚期天庆至光定年间地价基本稳定在单亩价值 2 斗杂粮的水平。

但自然条件优渥的肥壤良田价值明显居高，高出同时期普通土地近 7 倍的价值，反映出黑水城

地区较大的农业生态差异。汤晓龙、刘景云《西夏文医方“虎骨散”考释》通过破译考证西夏医

方“虎骨散”，并与传世中医相关文献比较研究，认为西夏文字无论文字偏旁结构还是读音均与

汉字、汉音息息相关，中医传世医学文献中虽无相同的方剂，但其主治病症与服用法与中原医

学文献中“虎骨散”相类似。进而认为西夏文字及西夏医学与汉文字及中原医学当是一脉相承

的。梁松涛《黑水城出土 6539 号西夏文〈明堂灸经〉考释》首次公布了俄藏黑水城出土 6539 号

文书录文、释读及汉译文，认为这个编号的三页西夏文文献为《天平圣惠方》中的《天医取师

疗病吉日》《四季人神不宜灸》的内容，其依据的底本也可能是这两篇文献，主要内容为灸疗时

的诸多禁忌。最后作者得出北宋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可能在西夏境内流传的结论。辛睿龙

《英藏黑水城文献 Or.8212/1344 号写本〈蒙求〉残页考》在充分参考《蒙求集注》的基础上，综合

运用文献学、历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俄藏黑水城 Or.8212/1344 号写

本《蒙求》残页进行考释与整理，有助于探寻西夏人的“童蒙”记忆。苏红、朱亚琳《黑水城出

土 0r.8212/1224 号文书性质探析》在对相关文书录文的基础上，根据文书内容，通过与《演禽通

纂》的部分内容进行对比，对其性质作出判断，认为它是与星禽术相关的术数类文书。

佛教文献释读方面，汉传佛教文献释读有十二篇，藏传佛教文献释读有一篇。宋坤《四件

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佛教文献复原与拟题考辨》对《密咒圆因往生集录》《金刚亥母求修仪轨

集》《求佛眼母仪轨》及《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四件汉文佛教文献进行缀合复原，并

对原编者在编号定名上存在的问题进行考辨，以期尽量恢复文献原貌。段玉泉《瑞典藏元刊西

夏文大藏经再探讨》在前人对该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推论出文献中“当今皇帝”“皇太

后”“正宫皇后”具体所指。推断出其大致时间应在至大三年十月至延祐二年三月。并对《过去

庄严劫千佛名经》的部分内容和《河西藏》做了考证。另外论文对瑞典藏《河西藏》出土于黑水

城的观点提出初步怀疑。文志勇《西夏文〈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础

上，结合其他残经并与汉文本用词进行对比，使西夏文《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遗存形成

一个完整的三卷本并对其进行译释，在译释基础上考证疑伪经内容来源。麻晓芳《〈佛说智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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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 Инв.No.6806 的不同来源的残片予

以定名，并将《佛说智炬陀罗尼经》陀罗尼部分与此前已知两种残片缀合，旨在还原整部佛经原

貌。胡永华《俄罗斯藏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残叶考》根据对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残叶的翻

译，得出本残卷是由收藏者将《妙法莲华经序言》与《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硬性拼接而成的

结论，另外又对经名中“莲华”做了一番考证。李浩霖《西夏文〈佛说斋经典〉残卷考》首先对

西夏文中与“斋戒”对应的二字做了考证，又引出汉文佛经译本《佛说斋经》全文以便于对西夏

文残卷进行了解和翻译，最后作了残卷对译。崔红芬、文健《西夏遗存〈弥勒上生经〉考略》分

两部分对西夏遗存汉文和西夏文弥勒经典进行梳理和释读，考证了其译本类型和翻译成西夏文

的年代。蒋超年《武威亥母寺遗址出土西夏文〈普贤行愿品〉残叶考释》对被初步确定为西夏

文《普贤行愿品》佛经残叶的文本进行了译释和考证，认为此经是根据通行的《普贤行愿品》般

若汉译本而来，应该是一个单刊本，且是目前所见的一种新版本。王龙《西夏译义净所传“根本

说一切有部律典”研究》系统梳理了现存三卷四个编号的西夏文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并

指出存世的两个抄件 Инв.No.357 和 Инв.No.2737 可以缀合为完整的卷十 , 最后指出英国国家图

书馆藏编号为 Or.12380-2100 和 Or.12380-2101 的两件残叶实为《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残片。娄

妍、邓章应《俄藏西夏文〈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六 1—20 折译释》采用夏汉对勘的研究方法，对

西夏文《大般涅槃经》第二十六卷进行译释研究。马万梅《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讹误

汇考》通过对《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六初译本、校译本、重校本的对比分析，发现后期的校本佛

经对前期初译本中的讹误现象进行了更补修正，同时对各类讹误情况归纳整理，并对致误原因

作出解释。翟兴龙《西夏三十五佛文献版本源流考》探讨西夏时期三十五佛文献的版本系统问

题和西夏时期三十五佛文献与明代《三十五佛名经》关系。卢嘉孟《俄藏 Инв.No.4755 西夏文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上中卷考释》以俄藏馆册第 105 号为主，结合其他残经对西夏

文《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进行录文、补正，并与汉文本用词进行比较。其次，在译释

基础上，考证疑伪经内容来源。钟翠芬《从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

如来陀罗尼经〉看西夏佛经中的汉文化元素》对俄罗斯藏西夏文文献 Инв.No.809《佛说金轮佛

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进行解读，并尝试与唐失译本、相关俄罗斯藏黑水城几种汉文

本作出比较。张九玲《藏传西夏文〈圣摩利天母总持〉考释》对西夏文《圣摩利天母总持》进行

了录文，参照藏文本和汉文本对这部经书作了藏文转写、翻译和校注，并着重总结了经文中出

现的藏式佛教术语。

此外，有陈广恩《日藏诸本〈事林广记〉》对收藏于日本的《事林广记》作了简要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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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物考古

文物考古是西夏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西夏学研究的另一热点。在与

会文章当中，有关墓志碑文考释研究的论文有六篇，有关石窟、造像研究的论文有八篇。

墓志碑文考释研究方面 , 残碑缀合研究一篇，墓志考释研究五篇。孙飞鹏《西夏陵出土残

碑缀补十例》在前人缀合、释考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夏陵 7 号陵西、东碑亭汉文、西夏文残碑进

行了缀合研究，列出了部分缀合成果，为西夏历史、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份新材料。吴雪梅《一通

被淹没的西夏遗民墓志——武威博物馆藏大元西凉高契郎之母墓志考述》通过对墓志的考述认

为高契郎之母马氏为元代武威地区的西夏遗民，并通过对墓志、随葬物的考证总结出该墓葬的

葬俗特点，将之与 20 世纪 70—80 年代武威地区发现的 7 座西夏时期小型砖室墓作对比，得出

蒙元时期西夏遗民基本沿袭和保留西夏时期的丧葬风俗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探索元代武威西

夏遗民去向同样有参考价值。孙宜孔《唐夏绥银宥等州节度左厢兵马使高谅墓志铭考释》结合

相关史料对高谅墓志记载的高氏家族情况进行解读，订正高氏家族情况和相关研究中出现的问

题，另外对高谅的仕宦经历作了详细的梳理考释，以期为研究唐朝回逃军将问题和唐德宗时期

唐蕃关系问题提供资料。刘志月《试论菏泽博物馆藏两方元代西夏遗民墓碑史料价值初探》利

用菏泽博物馆藏两方西夏遗民墓碑以弥补学界在研究察罕家族相关问题过程中的出土文献缺失

问题。碑文反映出塔出可能于 1274 年定居曹州，揭示了元代西夏皇族的又一去向，展现了察罕

家族的婚姻关系，补充了元朝官方对塔出与必宰牙的追赠。郑昊《国家决策与个人际遇—〈孙

昭谏墓志铭〉中所见宋夏局势变化对北宋沿边武将军旅生涯的影响》分析了宋夏局势和宋对夏

策略的转变与墓志中所见孙昭谏军旅生涯浮沉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引发关于国家层面的决策

对当时中下层军官际遇所造成影响的思考。郭恺《墓志文献所见党项内迁前后丧葬习俗》着重

通过对陕西、内蒙古出土党项贵族及汉族僚属等人墓志铭文献的分析，将党项的丧葬习俗进一

步细化，并探讨党项内迁后丧葬习俗变化的原因。

石窟与造像研究方面，石窟壁画研究三篇，石窟题记研究两篇，石窟断代研究一篇，佛教造

像研究两篇。常红红《东千佛洞第二窟真实名文殊曼荼罗及相关问题研究》讨论了甘肃瓜州东

千佛洞第二窟南侧之壁画，并将之定名为“真实名文殊曼荼罗”。认为西夏此类图像可能是由西

藏萨迦派僧人在西夏弘法时传入。本文还探讨了西夏流行的另一种真实名文殊图像，指出此种

真实名文殊乃是《文殊真实名经》的人格化形象，并进一步探讨了西夏时代的真实名文殊信仰。

刘江《文殊山万佛洞〈弥勒上生经变〉图像研究》。刘文荣《榆林窟第 20 窟壁画所见弹拨乐器兼

及金刚歌与三昧耶形考》。岳键、李国《关于莫高窟第 130 窟“谒诚口化功臣”的身份问题》通过

对莫高窟第 130 窟两条题记的再解读，认为供养人“谒诚口化功臣”应为归义军河西一十一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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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张议潮，另一供养人为张议潮夫人——秦国广平郡宋氏；同时认为张议潮夫妇供养像并非

表层图像，该窟表层壁画应为西夏早期绘制。公维章《瓜州榆林窟第 19 窟甬道西夏“大礼平定

四年”题记考辨》对瓜州榆林窟第 19 窟主室甬道汉文“大礼平定四年”题记进行考辨，认为该题

记并非大理国四人巡礼榆林窟时所留，并分析认为题记中的“大礼平定四年”应为西夏崇宗乾

顺“天仪治平四年”，并认为题记中的“白惠登”应为回鹘僧。杨富学《晚期敦煌石窟分期断代

要籥——裕固族初世史研究之奥义》从敦煌民族史的研究入手，最关键的是裕固族先民在敦煌

的活动及其与石窟营建之关系，借由裕固族初史的研究成果与石窟的仔细对比，以期解决在晚

期敦煌石窟分期断代问题上的实际困难。周胤君、郭海鹏《从宏佛塔出土罗汉造像看西夏的罗

汉信仰》通过分析宏佛塔出土的十八件罗汉头像及十二件罗汉身像的造像及结合相关文献进行

研究，以探究西夏时期罗汉信仰相关的问题。林清凉、席鑫洋《杭州飞来峰第 90 龛大势至菩萨

头冠中的宝瓶图像及其西夏渊源问题探讨》通过对飞来峰第 90 龛大势至菩萨头冠上的宝瓶造

型进行认真考察，根据现有相关图像的比对考证，认为其与黑水城出土的绢本彩绘大势至菩萨

（X2441）为代表的西夏宝瓶样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并进一步认为飞来峰造像无疑是受到了

西夏佛教艺术的影响。

除上述两项较为集中的类别之外，尚有对西夏白瓷、佛经残片和西夏文纸本的研究。米向

军《佑啟堂藏西夏白陶及西夏白釉瓷浅析》简析了西夏瓷器中的白釉瓷的特点。杨红、刘菊梅

《真面目的尽量深入触及—西夏文楷体金书〈大方广佛华严经〉残片研究》对西夏文楷体金书

《大方广佛华严经》残片具体情况做了介绍。梁聪《康有为西夏文纸本藏品性质考订》通过对康

有为 2019 年春季拍卖会上的半叶正反双面的镜心纸本西夏文文献的转录与释读，确定其一面为

西夏文重校本《同音》的第 6 叶 A 面，并且是新出现的版本，进一步补充了《同音》的版本内容。

三、文化艺术

对西夏文化艺术的研究，能丰富人们对西夏社会的认识，另外它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

重要价值。参会文章中对西夏文化进行研究的论文有六篇，研究西夏艺术的论文有八篇。

西夏文化研究方面，西夏文化产业研究两篇，文化融合与传播研究三篇。徐建华《关于宁

夏西夏文化产业化问题的若干思考》就与西夏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和

阐述，基于西夏文化产业化的发展现状和政策趋势，对宁夏西夏文化提出了几点建议。孔德诩、

马立群《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问题探析》认为西夏陵要想获得国际组织的认可，获得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就必须从“遗产名称”“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遗产的申遗标准选择”

等各个环节着手，并就此分别提出一些具体建议。陈连龙、李颖《传播学视阈下德慧西夏文〈心

经〉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探析德慧民族身份及西夏文《心经》传播缘由，论述了德慧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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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传播主体意识、传播受众意识以及跨文化传播意识，并以夏、梵、藏本《心经》为例阐

发德慧译者主体性的语言艺术。叶利阳《〈西夏汉文佚名诗集〉新释》通过诗集中的文典运用情

况探讨西夏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融合。张雯《西夏王国的文化转移》将“文化转移”概念引入西夏

历史文化分析中，并将西夏文化转移分为三个阶段。此外，陈育宁《西夏文化的形成及主要特

征》一文对西夏文化的形成过程做了总体性概括，并对其主要特征做了总结。

西夏艺术研究方面，绘画研究三篇，书法研究一篇，雕塑研究一篇，纹饰研究三篇。史伟

《略论西夏佛教石窟寺壁画艺术的多元化风格——以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窟为例》以东千佛洞第 2

窟为主展开讨论，分析了它的艺术风格，进而揭示了东千佛洞西夏佛教绘画艺术显密同窟主旋

律下的凸显藏系密教特色的多元化艺术风格。王胜泽《风俗画时兴背景下西夏千手观音的图式

之变》认为佛教绘画在宋代风俗画时兴的背景下深受影响，图式发生很大变化，并以西夏千手

观音像为例证，说明画工将风俗画的手法通过借鉴、移植、重构，嫁接在佛教仪轨图像中，更大

地实现了佛教的世俗化。何卯平《西夏佛教艺术的图像学征象：梁楷〈出山释迦图〉再议》从绘

画程式现象入手，认为该图源自西夏佛教艺术。并由此推定梁楷作品的图式。赵生泉《西夏书

法研究三题》认为“年代”意识不足，是制约早期西夏书法研究难以走向深入的关键因素。要尽

可能的全面搜集和掌握“作品”，其次在“断代”基础上排比其先后谱系，以最大程度上还原出

西夏书法的发展、演变轨迹。汤晓芳《西夏陵雕塑与自然人文环境》以西夏陵出土的雕塑作品

为例，对雕塑与环境的关系作了考察。何晓燕《西夏陵砖饰研究》对西夏陵历次调查、发掘中，

采集和出土的砖的纹饰进行研究，主要从砖饰纹样种类、砖饰纹样文化影响、砖饰纹样发展、西

夏陵砖饰建筑艺术几方面作了考察。刘宏安《西夏瓷器上的纹饰图案与文字》通过从国内外百

余件出土西夏瓷器标本上的纹饰图案与文字做分类对比研究，认为西夏制瓷技术发达，纹饰图

案与文字既受中原文化影响，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陈彦平《灵武窑出土西夏褐釉刻花大

瓶装饰图像考释》依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考察了灵武窑出土西夏褐釉刻花大瓶装饰

图像的内容以及图像反映的主题。

四、语言文字

西夏语言文字向来是西夏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特色，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充分运用音韵学等学

科的知识，对学者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仅是文献解读的必要前提，而

且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映射出西夏人的精神世界，其兼有研究工具与研究对象两种属性。

本届论坛中，关于语言文字的论文涉及多个方面，其中语音研究一篇，修辞与语法研究两

篇，文字与词汇研究五篇，文献数字化研究两篇。孙伯君、孟令兮《汉字音在日译汉音与党项

语中变读形式的比较研究》认为日语和西夏语尽管不属于一个语系，但同属辅音韵尾不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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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音节结构相似，在标注唐、宋时期汉字音时所发生的音素的替代、增音、减音等变读有

相同的趋势。借以说明不同系属的语言在与其他语言接触时，如果它们的音节结构相近，也会

发生共同的变读，而这些属于共时变读的形式与历时演化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张珮琪《论

西夏语动词第二类趋向前缀》认为在西夏语中存在的两组与趋向范畴有关的动词前缀中，第二

组动词前缀除了表示希求意义外，还承担着其他功能，作者试图在大量文本的基础上，针对第

二组前缀的功能及意义进行探讨，以期建构完整的西夏动词趋向前缀图景。方璐《西夏文〈贤

智集〉“辩”文体中的修辞举隅》对西夏文《贤智集》“辩”文体中采用的修辞手法进行了考察。

柳玉宏《〈同音〉三音节词研究》把《同音》中 425 例一个大字下有两个小字的情况称为“三字

格”，这些“三字格”中有 44 例是三音节词，不计重复的是 27 个词，作者通过考释确定其正

确的语序，并分析其结构方式。以纠正《夏汉字典》等著作对这些词语的理解，使我们对西夏

语词语的结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刘贺、邓章应《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

叹〉疑难俗字考释》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西夏写本 Ф311《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进

行研究，对文中因讹化、换旁、简化或草化等原因造成的 20 个疑难俗字进行考释。刘景云《西

夏“新”“年”“福禄”文字联考》力求另辟蹊径，采用汉学传统小学方法，通过详细考察西夏

“新”“年”“福禄”等文字，阐明西夏文字与汉文字的“本末同殊”，即西夏造字法。许鹏《论西

夏文法律文献中的“边等”和“边等法”》从词汇学的角度进行切入，对《天盛律令》中的疑难词

语“毖筟篔”进行重新考释，提出了“同等法”的新译，并将之代入文献加以验证，认为新译能

使条文更简明清晰。荒川慎太郎《日本西夏学の回顧と展望 》回顾了日本学界对西夏语言文字

研究的历程，总结了对西夏字典研究的成果并分析了其对解读日藏西夏文献可能存在的作用。

关于西夏文献数字化方面有贾常业《西夏文楷书正字字库的安装与使用》对新的西夏文楷书字

库“Tangut201904”进行了简单介绍。张光伟《基于深度学习的西夏文献数字化》探讨利用深度

学习进行西夏文自动识别相关的方法，包括不同深度神经网络在识别手写西夏文中的性能，训

练深度神经网络的西夏文数据集的构建，以及从单个西夏字的识别到整列西夏字识别系统的构

建，以期为西夏文的数字化提供一种高效且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柳长青《西夏古籍文献数字

化研究》对西夏文献数据库总体结构作了归纳，并通过实例对西夏文献数据库检索工具进行了

介绍。

五、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的研究是西夏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此次的参会文章中共有历史地理方面的

文章七篇，其中西夏地图研究的论文一篇，地望考证论文四篇，地名考证论文两篇。杨蕤《〈中

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补释》认为章巽先生应该是“西夏地图”绘制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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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地图的重要资料来源是传统史籍和《西夏地形图》，并考释和校正了其中的一些地名。文章

指出西夏地图绘制过程中的北部疆界“模糊性”并非个案问题，而是在北方民族政权疆界划分

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梳理。并认为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将成为《中国

历史地图集·西夏幅》修订的重要信息补充和资料来源。高建国、李田田《宋夏宁星和市位置

考辨》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宋夏在秦晋黄河段沿河关津渡口的设置、和市塌村的地理位置和明

代和市里的存续，以及今和市塌周边较多的以“会”命名的村镇名称等综合因素，大体判断陕

西佳县的“和市塌村”即为宁星和市的具体位置。李进兴《西夏南牟会行宫位置考》认为西安

州城遗址与北城才是南牟会行宫所在地。王怀宥《唐宋时期的青石岭地望新考》通过分析文献

和考古资料以及结合陇东地区的地形地貌，确定唐代的青石岭就是今天平凉崆峒区草峰镇至庆

阳镇原县新城镇之间的山岭。而宋代青石岭所在位置为宁夏固原彭阳县青石嘴，已非唐代青石

岭。张多勇《唐代党项静边州与庆州羁縻三州古城遗址考察研究》在系统对庆州、银州的古城

遗址系统考察的前提下，确定唐代庆州静边州遗址和唐代银州静边州遗址的位置。并对古城遗

址比对，确认了唐代庆州安置党项部落的三个羁縻州府的古城遗址所在。雷建忠、杜治文《提

铃—麒麟—蹛林—蹄林考》认为在党项羌为主体的静边州十八羁縻州里，有铁勒思结别部的蹄

林州。今天的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麒麟沟可能是静边州蹄林羁縻州旧址，麒麟—提玲，是蹄林

之误。妥超群《喀罗川考辨——西夏卓罗和南监军司境内地名新证》经重新梳理史料发现喀罗

川在《四库全书》本中的转译与旧本原名存在译音冲突，自《光绪重修皋兰县志》以后对宋地志

中与喀罗川相关的“宗河”存在误解，因此认为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将喀罗川考定为兰州永登县

庄浪河谷为误考，经作者再考认为喀罗川应为今兰州秦王川。

六、西夏历史研究　　

西夏历史研究是传统的研究领域，这一部分的研究涉及西夏历史的方方面面，能为我们展

现西夏历史的总体面貌。下面分西夏政治、军事和宋夏关系、西夏文化、宗教、党项族群研究、

经济、法律等方面对与会文章加以介绍。

西夏政治方面的论文有三篇：汤君《从中古“城主”的发展和演变看西夏“城主”官制》系

统梳理了中古时期“城主”的演变和发展以便进一步考察西夏“城主”一职任用的详细情形。并

认为，西夏时期首开“城主”入正式官制之风，且城主一职普遍存在于西夏的官僚体系之中，地

位略低于西夏的刺史。刘维栋《西夏官员群体初探——以出使活动为中心》分析了定难军时期

和西夏建国后的官员出使情况，发现以汉姓官员为主体的使臣群体在西夏出使活动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作者认为对出使官员所任官职、所担使命以及其家族成分的考察能为分析西夏多元文

化提供鲜活的例证。张林《西夏年号研究》首先梳理了西夏历史上年号的变动情况，其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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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夏年号的特点：带“天”字的年号特别多，存在同年改元与逾年改元并存的现象。并认为前

期改元频繁，后期改元较少，总结出的改元原因有：新君登基依例改元、重大政治事件改元、避

讳改元、祈福消灾改元等。

军事和宋夏关系方面的论文共计五篇：陈瑞青《略论西夏军队中的“负担”》认为西夏早期

兵制中的兵员构成是正军和负担，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发展成为正军和辅主，辅主

又包括正辅主和负担，正军和辅主来自同一个家庭。正军是骑兵，处于主导地位，负担是步兵，

不仅参加战斗，还承担大量军队中的杂役，具备战士、工兵和后勤保障兵等多重角色。另外，

正军和负担之间角色可相互转换。王战扬《论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攻守理念的转

变——以好水川之战的演进为中心的考察》认为宋朝在延州之战以后至好水川之战前，改革军

事弊病，并在中央制定了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但一方面该决策未得到及时执行，另一方面因

为情报的泄露，在好水川之战中，宋方面被迫守御。在此战之后，宋西北边防由积极进攻的战

略转变为保守防御的理念。张银堂《宋夏对峙非对等态势与重文抑武国策关联度分析》认为西

夏之所以在崛起之初就对宋保持军事优势，与北宋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没有必然联系。依据是

宋重文抑武主要是防范高级禁军将领及地方军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北部、西北边疆重兵屯驻，

从未放松过防守与反制。文武轻重是比较而言，重点在权力制衡。李桥《西夏“正军”相关问题

探析》主要从府兵、使军的性质判定西夏正军的兵源和种类两个部分进行探讨的，考证了《天盛

律令》“军持兵器供给门”前缺职业的性质，提出了西夏禁军这一概念，还对铁鹞子、擒生军相

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研究。尚平《960—1038 年宋蕃夏在陇中地区的经营与矛盾》认为宋夏在宝庆

元年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前，在陇中地区已存在对抗局面，北宋方面对陇中地区的经营以及元昊

在陇中的推进造成了这一局面。为此，作者认为在宝庆元年之前宋对陇右地区的经营及宋夏关

系因此所受到的影响也应当受到关注。

西夏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论文共计六篇：刘双怡《以“抄”为例再探西夏社会性质与结构》认

为“抄”作为西夏基层组织单位，是观察西夏社会性质以及结构的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并且通

过对比王安石的保甲法相关内容，以求发现其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李晓明《西夏时期的蒙学教

育——以出土西夏蒙书文书为中心的探析》借助对西夏出土蒙学文书的研究解读，认为西夏蒙

学教育的发展，除一定程度上继承敦煌学，吸收中原文化外，更多的是体现了自身元素，发展

出适合自己特色的教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夏统治者发展文化教育的主动性和意识形

态领域确立的自信心。郭明明《西夏文献中的“二十四孝”故事生成考略》考察了西夏文献中

“二十四孝”故事的性质、发展历程与形成脉络，认为《圣立义海》中“二十四孝”故事的出现，

可以解决学界在探讨辽宋金时期墓葬中的“二十四孝”图像之时缺乏文献的对照和参考的问题，

对于西夏文献中“二十四孝”故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这一时期“二十四孝”故事的流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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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儒家孝道观念和中原地区的风俗文化对周边民族政权的影响，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

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涵。蔡彤华《西夏婚姻观探究》阐述了西夏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的相关规定

和流程，并试图说明这些道德规范形成的历史及社会原因。初步探讨了西夏婚姻观表现出来的

民族特色和它所呈现出来的多层复合、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陈育宁《西夏文化的形成及主要

特征》总结了西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立国前的漫长准备阶段、立国后的多次蕃礼与汉礼

之争，在此过程中西夏文化逐渐成熟。西夏文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既保留了

本民族特征，也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并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主要民族特征。安北江《地缘政治

视域下的“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基于 8—13 世纪的王朝秩序思考》就中晚唐至五代

辽宋夏金时期的“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等作了概要性梳理，从地缘政治角度重释王朝政

治秩序的演进。

宗教方面的论文有一篇：冯雪俊《西夏王朝的佛事活动探析》通过叙述、分析西夏王朝的佛

事活动，以解读西夏佛教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等问题。文章认为，西夏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是西夏王朝统治民众、营造国家文化，构建西夏民族身份

认同政策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之一。但是，佛教在后期西夏社会中所起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

西夏的灭亡与其宗教政策的失误有一定关联，西夏佛教在西夏历史上起着精神文化领域的奠基

石作用，是西夏统治者乃至王朝的国家凝聚力建设的重要因素，对后世中国西北地区的宗教文

化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党项、女真族群研究方面论文共四篇：陈岑《史籍所见唐括异名考辨》通过对“唐括”异名

及其成因的考辨，以纠偏正误并为进一步认识“唐括”的族属问题提供佐证。林皓贤《西夏国族

的身份认同建构》主要讨论党项西夏如何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自己的国族身份认同以

凝聚国民，保障其生存空间的问题。并尝试通过整理前人的研究与结合西夏文献来探索这一问

题，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有关党项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中结合了儒家与佛教的文化，甚

至还包括党项本身的故事在内。邓文韬《合法性的接续：元代昔里钤部家族构建沙陀认同的地

方因素》认为昔里钤部源出沙陀贵种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可能只是昔里氏家族成员教化于

12 世纪末编造出来的谱系，以此来主观构建昔里氏的沙陀认同，论证自己统治大名路的合法性，

谋取政治利益。此外，他们构建的家族谱系是从定居地即大名路地方文化资源中去寻找的，他

们找到了曾经在此完成了统治权力合法性建设的沙陀李氏家族，这种血缘认同的土著化，取代

了元代唐兀人对河西故地的乡土认同，泯灭了他们区别于土著居民的自我意识，最终融入其他

民族之中。张冷习《试论党项族拓跋氏在鄂尔多斯的兴起》论述了鄂尔多斯在党项族的兴起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经济方面共两篇：王明前、王越《青白盐与党项马》认为西夏在与北宋的经济交流中利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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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和党项马的经济比较优势，在有效对抗宋朝经济遏制的同时，还能够通过榷场贸易，使之成

为自身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杜艳梅《佛教教义下的西夏寺院经济理念研究》对西夏寺院经济

理念进行重新审视，梳理了西夏寺院经济理念在佛经教义中的合理化体现，分析了寺院经济理

念的演变，探讨了西夏佛教经济理念与佛教教义、世俗经济之间的联系。认为正是因为西夏佛

教依据自身发展需要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自身的经济理念，主动调和与宗教教义、经济

世俗性之间的关系，使之符合当时寺院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佛教信仰在西北地区的风靡和寺院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承载条件，以更好的接纳内外部的有利因素。

西夏法律方面共两篇：罗海山《西夏与中原各朝子孙卑幼财产权立法比较研究》分析了中

原各朝关于子孙卑幼财产权的立法，认为在唐宋元的立法中，同居之卑幼一直没有财产权，明

清时期在家长的允许下，子孙可以“别籍异财”，分家之后的子孙拥有独立的财产权。而对比西

夏子孙卑幼财产权的立法，作者认为在西夏时期，至少是西夏后期，子孙卑幼具有一定的财产

所有权和处分权，尽管这一权利还处于家长权的笼罩之下。这是与唐宋元诸朝不同之处，也早

于明清法律的规定。作者还初步分析了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高榕《天盛律令自杀立法初探》

简述了《天盛律令》中的自杀立法和严惩自杀的律条，作者基于涂尔干的自杀理论进行推断，因

为女性是自杀的主导者，因此也成了律法的首要打击对象，同时这也是西夏女性在法律权力上

被迫失语的明证，作者根据涂尔干的理论进行推断，西夏待命者群体的自杀率可能高于普通军

队，因此律令将针对待命者群体的处罚单列出来。另外，作者从女性困境、军事政体、宗教尤其

是佛教影响等因素分析西夏立法否定自杀立场的根源。

此外还有鞠贺《末法思想与辽朝社会》，武文君、杨军《分镇边圉：辽朝部族军驻防研究》对

辽朝的历史进行研究。鞠贺《末法思想与辽朝社会》以辽朝的末法思想为立足点和切入点进行

探讨，解释了辽朝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象。武文君、杨军《分镇边圉：辽朝部族军驻防

研究》论述了辽朝部族军存在的东南西北四大驻防区，并统计和计算了各驻防区的兵力部署情

况。认为因驻防区内的部族多驻扎在有牧场的游牧区，所以部族军受牧场因素影响较大。

另，尚有对西夏学的发展作出总述性的概括的文章三篇，分别为：史金波《砥砺奋进 发展

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西夏学三大体系建设刍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西夏学界在构建西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作了全

局性的总结，认为 70 年来的研究展示出中国西夏学的特色，肯定了西夏学研究在学科发展中做

出了多方位的贡献。杜建录《西夏学的传承与发展》对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西夏学大致经历的三

个发展阶段作了概述，展示了中国西夏学发展的成果。李华瑞《评俄国近三十年的西夏史研究》

则对近三十年来俄罗斯以克恰诺夫、捷连提耶夫 - 卡坦斯基为代表的西夏学界的研究成果与动

态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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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综观这次会议，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诚如杜建录教授在《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指出“校书如扫落叶，

旋扫旋生，翻译、考证又何尝不是呢”①。西夏文献的发现与整理出版为西夏学的研究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基础，且在此基础上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专题研究日益深化。在这个过程中，文献的

释读也并非一蹴而就，本届论坛中的西夏文献考释研究、语言文字研究、历史研究中不少论文

都是对文献的再次解读。这也说明单纯的文献解读与简单的考释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学术发展

的要求，学术的发展必然是向深度、广度发展。

二、“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②。除了一些新材料的解读外，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方法和视角在本次论坛中也有所体现，如强调族群的“主观认同”与“自我建构”，借鉴社

会人类学的观点如涂尔干的自杀论来关照西夏社会的相关问题等。此外，虽然一些文章是老问

题，但是也涌现出了新视角，新材料。如汤君《从中古“城主”的发展和演变看西夏“城主”官

制》打通断代史研究，是很好的研究视角。敦煌文献和西夏有着密切联系，结合敦煌文献来研

究西夏是非常好的角度，如潘洁《从敦煌、黑水城文献看唐至西夏的水权》。

三、在研究力量上，本次与会专家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西夏学前辈，也有一批年轻的、专业训

练扎实的博士生、硕士生。研究地域上，除了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银川的宁夏大学，成都的

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的西南大学，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石家庄的河北大学、河北师

范大学的西夏学研究也崭露头角。此外，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美术、书法、文学等领域研究的专

家从其专业角度来讨论西夏历史、文献相关问题，推动了学科的交融发展。当然，部分专家尤

其是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中，存在缺乏学术史回溯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之，第六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较之往届涌现了不少新议题、新观点，展示了西夏学界

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了西夏学的交流发展，对于西夏学的国际化也多有裨益。

（责任编辑：张笑峰）

①杜建录：《西夏〈天盛律令〉》，《西夏学》第十三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 127 页。

②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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