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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我国西夏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白  滨 

 

感谢陈书记、何校长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高品位的座谈会。刚才几位先生说《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纂出版是西夏文献整理研究的里程碑，有位领导讲是向党的十七大胜利召

开献上的一份文化厚礼，说的都非常好。 

中国的西夏研究，虽然自古就有，但直到 20 世纪初西夏文献的重新发现后，才形成了一

门国际性学问。20 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西夏学研究状况不容乐观，除了王静如

先生以外，几乎没有人在搞这个东西。我是 1961 年到科学院后，由组织指定给王静如先生当

助手，开始接触西夏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是 40 多年了。当时的西夏学是“绝学”，或

者说是冷门，非常凄惨，我们只知道大量的西夏资料在国外。中国只有居庸关六体石刻、凉

州碑，以及北京图书馆藏有西夏佛经，其他一概不知。但是没有想到，经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

今天西夏学成了气候，我做过统计，专著上就有百部，特别是将国内藏的西夏文献整理出版。

所以我认为当前我国西夏学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 

中国境内的西夏文献因收藏分散，长期不能全面整理出版，这样人们一讲起西夏，就说

研究资料在国外，有俄藏的，有英藏的，有法藏的，等等。今天我们出了《中国藏西夏文献》，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西夏文献不仅在国外，也在我们国内！从这一点上说，它开创了我国西

夏研究的新局面。 

刚才我翻了一下这套书，初步有个感觉。下面谈三点感想，是表彰，也是感慨。 

第一点是说它的意义。我们现在出的这套文献丛书，是最全面、最丰富的。前后六年时

间，前三年是摸底调查，后三年是编纂出版。短短的几年工夫，把我们国家几十个单位的东

西整理出来，弄到一起出版。这本身就说明问题，说明从事这项工作的组织者、编纂者的努

力，说明我们国家的重视，这其中宁夏大学西夏学中心功不可没，要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很

难做到的。宁夏大学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能力，搜集了 8省区，40 多个文物考古研究所、博

物馆单位 10000 余件文物。从这一点上讲，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第二点是说它的价值。《中国藏西夏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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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今天来的的专家来说，既有从事西夏研究的，还有从事其他专业的，包括搞自然科学的。

我个人认为，谁想要什么资料，都可以从这里面去找，说不定都能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比

如说活字印刷、装帧艺术、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等，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财富。 

第三点是说它的作用。这套文献的出版和今天召开这样规模的会议，说明我国西夏研究

已形成了大气候。表现在国家重视，领导关怀，后继有人。我做过调查，全国有不少研究西

夏的机构，有专门的刊物，有很多年轻的研究人员，今天来的就有不少年轻人，经费上也有

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全民关注，家喻户晓。因为我是搞西夏研究的，三天两头一个电

话，什么地方又发现西夏文物，就是说人人都知道西夏，西夏深入人心。 

最后我要说《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是抛玉引玉，不是抛砖引玉，现在出了 20 册，

将来还可以继续出下去。据我了解，民间还有很多东西，有宁夏出土的，也有其他地方出土

的，有纸质文献，也有金石题刻文献。所以，我认为我们编纂出版官藏西夏文献后，下一步

要关注私人收藏，做好私藏西夏文献的鉴定和出版工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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