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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炼方向  汇聚队伍  构筑高地 
——宁夏大学的西夏学研究 

 

何建国 

 

宁夏大学成立于 1958 年。近 50 年来，学校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进取，开拓创新，

不断进步，建设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自治区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 1997 年

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及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发改委等厅局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宁夏大学紧紧抓住合校、扩招、“一省一校”重点建设、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省部共

建等有利时机，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重点建设宁夏大学”和“要努力把宁夏

大学办成高水平的大学”的指示，实现了学校的快速、持续、协调发展。 

“十五”以来，学校在博士点、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国家级精品课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省部共建重点实

验室、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等诸多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学校的办学水平

进一步提高，办学条件大大改善，生源质量明显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较好实现了学校

“十五”期间的发展思路，为学校的进一步建设发展，为实现既定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夏学研究是宁夏大学的优势与特色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校内有关专家开始了这方

面的研究。90 年代学校成立西夏研究所，2000 年更名西夏学研究中心，2001 年该中心被教

育部批准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教育部和自治区共同建设。七年来，在教育

部和自治区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取得了较大进展。 

研究队伍方面：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专兼职结合的学术梯队。15 名在编研究人员中，

教授（研究员）5 人次，具有博士学位 5 人，享受国务院特贴 1 人，享受自治区政府特贴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人，自治区“313

人才工程”人选 2 人。12 名兼职研究人员均为教授或研究员。在国内外西夏研究中，专门人

才最集中。 

学术研究方面：承担和完成了 35 项国家和省、部科研项目，出版了 37 种研究著作，特

别是取得了国家层面上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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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育宁教授主持的大型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被教育部评为“十五”期间重大标

志性成果。2006 年 11 月，教育部召开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会议，李卫红副部长在报

告中评价该书是我国“西夏文献整理研究中的重大成果，在整个西夏学研究中，具有填补空

白的重大学术意义”。2007 年 10 月，教育部召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袁贵

仁副部长在报告中把宁夏大学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和南京大学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

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编年》、武汉大学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同时列为基础研究中标志性的

成果。 

此外胡玉冰教授的《传统典籍中的汉文西夏文献研究》选入 200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文库。 

学科建设方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为重点学科与学位点建设创

造了条件。2005 年以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为平台，联合全校相关学科力量，获得“中国少数

民族史”博士点。由西夏学研究基地牵头建设的 “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与“中国

少数民族史”，正在积极申请“211 工程”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学科。 

西夏文化应用开发方面：积极参与自治区与银川市的文化建设工作。2005 年西夏学研究

中心和同济大学风景科学研究所合作完成自治区旅游局与银川市政府项目“宁夏贺兰山东麓

文化旅游带发展战略规划”。中心主任杜建录教授正在主持自治区政府主席特别项目《说西

夏》，现已完成讲稿，自治区 50 大庆之际在宁夏电视台演播。之后将创造条件，在中央电视

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使西夏文化深入千家万户，提升宁夏的知名度，推动宁夏旅游业

的发展。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十一五”是我校西夏研究又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我们将以党的十

七大精神为指导，围绕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针对西夏研究前沿问题，组织创新

性研究项目，产出创新性成果，促进西夏学深入发展，五年内将西夏学研究中心建成国家“211

工程”平台的核心，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内将西夏学研究

中心建成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 

组织和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产出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科研成果，提高国际学术界知名度，

是“十一五”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首要任务。一方面重大攻关项目面向国内外招标，把吸

收海外与港台西夏学专家参加基地项目研究，作为提高国际学术界影响力的重要措施。另一

方面充分发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优势，提倡“大西夏”研究，突破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就

西夏而西夏，开阔视野，借鉴和西夏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为实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发展目标，我们将不断创新机制，采取切实可

行的保障措施。 

第一，促进科研创新，提高科研质量，构筑学术高地。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是推动

科研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是提高科研质量的内在要求。因此要树立创新精神，将创新贯穿

于选题、立项、研究以及成果产出全过程，制定 5~10 年西夏研究创新目标和创新重点，通过

创新性课题研究，全面提升西夏研究水平，构筑起西夏研究学术高地。 

第二，促进管理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筑人才高地。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打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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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壁垒，在聘任一定数量固定研究人员的同时，按照带课题或承担基地课题进基地，

完成课题出基地的管理模式，面向校内外、区内外、国内外组织科研力量，使重点研究基地

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通过项目研究和进修访学，培养一支科研骨干，使他们在五年内成为

西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挑起西夏学研究的重任；加强与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机构交流合作，

使固定研究人员都有在国内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进修学习的经历，部分研究人员有国外进修

学习的经历；加大西夏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力度，为西夏学研究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 

第三，加强西夏学数据库、网络与期刊建设，构筑信息化平台。完成西夏文献数据库和

“西夏网”二期工程，完善西夏文献资料检索系统，构筑西夏文献信息平台，为国内外西夏

学研究提供方便；编辑出版《西夏学》论集，面向国内外征稿，面向国内外发行，构筑西夏

研究成果发表与学术交流平台。 

第四，保证经费投入。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基地建设经费足额到位的前提下，积极争

取其他渠道投入，不断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注入活力。 

此次能够在北京举行《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座谈会，将进一步促进宁夏大学的西夏学

研究，进一步提升西夏学研究基地的研究水平，同时也将对宣传宁夏大学、提升宁夏大学的

科研能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此，我再一次对支持《中国藏西夏文献》编辑、出版及座谈会顺利举行的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媒体朋友及相关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校长办公室  银川  7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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