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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祝贺《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蔡美彪 

 

非常感谢宁夏大学邀请我参加这个盛会，我主要是来祝贺《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的，

讲一点自己的感想。 

面对这 20 册文献，我马上联想到 30 年前我们编写《中国通史》“西夏史”这一章时的情

况。过去通史里面以宋、辽、金为主，西夏占得很少。当时我考虑把这一编分成宋、辽、西

夏、金四章。这个想法大家都赞同，但是做起来十分困难，除了我们水平能力有限外，主要

是没有材料。因为前人留下的成果很少，一般是《西夏书事》，记载比较简略，对于西夏内部

的状况，如社会制度、经济文化都不太清楚。想搭一个架子，画一个轮廓是很难的。当时能

见到的西夏文资料很少，我们只好从他人研究成果中转引，这样才勉强的画出了一个轮廓，

现在看来，当然很肤浅了。回想起当年的情况，我深切的感到 30 年来，我国西夏学、西夏史

的研究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将这 30 年的中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比较起来的话，

西夏的文献整理和西夏学研究的成绩，应该是最显著的领域之一。过去四川的吴天墀先生写

过一部西夏史，我写文章作过介绍，那很不容易，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比较起来说，30 年前

几乎是空白的这样一个领域，经过 30 年的艰苦努力，现在出版的各种专著、论文，我没有作

过统计，可能有上百种。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和现在的《中国藏西夏文献》

的出版。西夏能有这么多文献传下来，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和西夏同时的辽朝有

契丹字，金朝有女真字，元朝有蒙古文字，但这三朝都没有这么多民族文献传下来，现在所

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碑刻和文物。像西夏能有这样大量的文献传世，这可能与西夏的

印刷术发达有关。《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后，又把中国藏的西夏文献出版，这是一件功德无

量的大事，功在千秋。这些文献分散在几十个单位，有的保护状况不尽人意，万一有个天灾

人祸，都有可能损失。现在我们把它相继都印出来，这才真正保留下来了。这不仅仅是贡献，

应该是功德了，这对推动西夏的研究，意义不可估量。这是第一个感想。 

我的第二个感想就是这部书的出版，体现了我们学术界一种团结合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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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这个通知以后，知道这部书的主编是史金波同志和陈育宁同志，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

朋友，过去都合作过，或者准确地说，过去我都得到过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我看到他

们两位合作共同主编出版，非常高兴。同时看到这部书里面的编委，这么多的专家，这么多

同志来参加，而且更重要的是收藏这些文献的单位，都能够奉献出来，这也很不容易。过去

有的单位一件东西都不愿拿出来，刚才金波同志介绍，把全国各地收藏的文献，甚至是零散

的文物，都通通地拿出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出好这部书，这样一种团结合作、奉献的

精神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也包括和谐的学术界，在学术

界也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团结合作，才能够完成这么大规模的编纂工程。当然，这部书

的成功还应该感谢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出版部门的支持，用这么大的力量来出版，

是各方面协作的结果。昨天晚上有一个好消息，嫦娥一号进入了月球轨道，取得了成功，这

是件大事。这件事有上万人参与，很多学科协同作战，不是简单的物理学、力学的问题，涉

及天文、气象、地球科学、测控等等，由多学科协作完成。所以，《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

为学术界不分地区、不分单位、不分学科通力合作提供了一个范例，很值得大家学习。当然

我也想提一点希望，希望这个团结合作还可以扩大，就是说我们的西夏学专家，也还需要和

相邻的一些领域，辽史、金史、宋史、藏学、蒙古学等等，实现更大范围的协作，使我们出

版的文献，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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