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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西夏文献叙录 
 

杜建录 

 

中国藏西夏文献分纸质文献与非纸质文献两大部分，在内容上，除所有西夏文文献外，

还包括西夏建国前党项拓跋部碑文和亡国后西夏遗民及其后裔的碑文，下面分别予以叙述。 

 

一  纸质文献部分 

 

（一） 北京地区收藏 

 

瓜州审案记录  西夏文写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藏编号 8419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B11·001。单页，2 件。第 1 件高 23.5 厘米，宽 31.5 厘米。草书 10 行，足行 11 字左右。

第 2件高 24.3 厘米，宽 28.5 厘米。草书 10 行，足行 11 字左右。记有“天赐礼盛国庆元

年腊月”，时为公元 1070 年，有画押，钤朱印两方。背面为西夏文写本《六祖大师法

宝坛经》。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西夏文写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藏编号 84192V，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B11·002。单页。2件。《瓜州审案记录》背面。第 1件高 23.5 厘米，宽 31.5 厘米。

草书 11 行，行 12 字。第 2件高 24.3 厘米，宽 28.5 厘米。草书 10 行，行 10 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十八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7.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03。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6.6 厘米，宽 14 厘米，栏

高 29.5 厘米。经文 62 面，面 7 行，行 21 字。校经题款仅有 4 字，译文为“奉天显道”，为

西夏仁宗尊号的开始四字。卷首无封面，有题签粘在卷首纸上，题签为绀纸金书，签长 21.2

厘米，宽 2.5 厘米。签文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十八”，与正文卷第十八不符。签旁有

手写西夏文“第八”。卷末有西夏文“一遍校同”。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372。裱褙时发现西

夏文写本残屑、西夏文泥金写本经题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十一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7.0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04。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5 厘米，宽 15 厘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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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30 厘米。经文 57 面，面 7 行，行 23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

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中遗“耀”“皇”二字，为西夏仁宗尊号。末有西

夏文“一遍校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十二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05。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5 厘米，宽 14.8 厘米，

栏高 30.2 厘米。经文 59 面，面 7 行，行 23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

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末有西夏文“一遍校同”。封面裱纸上有俄国藏书

印，号码 727。裱褙时发现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 1，西夏文写本佛经残页 8，西夏文刻本天盛

改旧新定律令残片 1，西夏文写本文书残页 8。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十六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1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06。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5 厘米，宽 13.1 厘米，

上下单栏，栏高 26.1 厘米。经文 61 面，面 7 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

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1630。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十七  西夏文写本。原编 7.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07。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 厘米，宽 13.1 厘米，上下单栏，栏

高 26.1 厘米。经文 65 面，面 7 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

（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少“制义”二字。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299。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十四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0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08。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9 厘米，宽 13.2 厘米，无

栏线，经文 63 面，面 6 行，行 21 字。卷首有木刻佛画 2 幅，各 1 面，一为护法迦尼神像，

一为如来说般若图。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

帝嵬名御校”，无“制义却邪”四字。卷末西夏文题款记写经发愿者和写经者姓名，写经者为

“出家禅定石慧护”。有“一遍校同”，还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801。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七十一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09。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1.3 厘米，上

下单栏，栏高 25 厘米。经文 76 面，面 6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

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卷末有西夏文“校同”二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三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0。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1.6 厘米，上

下单栏，栏高 26.5 厘米。经文 71 面，面 6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

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有封面，无题签。卷末背面有俄国藏书印，号

码 1151。裱褙时发现西夏文写本粮账残页和军抄人员装备文书残页 17。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四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1。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4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

单栏，栏高 26.6 厘米。经文 69 面，面 6行，行 18 字。无行线。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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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末有西夏文“一遍校”“重校”。卷首背面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831。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五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0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2。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

单栏，栏高 26 厘米。经文 69 面，面 6 行，行 18 字。卷首稍残。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

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经背面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22。

裱褙时发现西夏文写本谷物借贷账、利钱账、卖粮账残页等 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六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1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3。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4 厘米，宽 11.7 厘米，

上下单栏，栏高 26.2 厘米。有封面。经文 71 面，面 6 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

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无“去邪”二字。卷末页有俄

国藏书印，号码 1738。裱褙时还发现西夏文写本契约残页 1、写本佛经残页 2、西夏文写本残

页10。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七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0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4。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6 厘米，宽 11.5 厘米，

上下单栏，栏高 26.4 厘米。经文 73 面，面 6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

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有封面，无题签,无封底。有俄国藏书印，

号码 143。裱褙时发现西夏文写本佛经残卷 3、西夏文写本文书等 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三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0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5。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8 厘米，宽 11.5 厘米，

上下单栏，栏高 26.2 厘米。经文 55 面，面 7行，行 20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

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卷末经背面有西夏文函号、卷数及俄国藏书

印，号码 429。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四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17、4.12-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B11·016。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1 厘米，宽 13.4 厘米，

上下单栏，栏高 25.5 厘米。经文 60 面，面 7 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

卷末背面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726。裱褙时发现西夏文写本佛经残页 32、西夏文写本诉讼文

书残页 10、西夏文写本粮账残页 16。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十二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1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7。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4 厘米，宽 14.6 厘米，上

下单栏，栏高 25.5 厘米。经文 51 面，面 7行，行 21~25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

最后记“一遍校同”。封面有卷次和函号，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1159。另有西夏文写本佛经

残屑 1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十三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8。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4 厘米，宽 12.2 厘米，上

下单栏，栏高 27.2 厘米。经文 75 面，面 6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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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译”。最后记“一遍校”。裱褙时发现西夏文写本文

书残页 12 及西夏文写本残纸条。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八十一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0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9。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9 厘米，宽 13.4 厘米，

上下单栏，栏高 26.2 厘米。经文 64 面，面 7 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

封底有俄国藏书印，号码 302。裱褙时发现西夏文写本残页 3及残屑 2。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八十三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0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0。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4.5 厘米，宽 14 厘米，上

下单栏，栏高 29 厘米。经文 56 面，面 7 行，行 22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卷首

有西夏文卷次、函号。最后有西夏文“一遍校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九十三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2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1。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2 厘米，宽 13.4 厘米，

上下单栏，栏高 25.5 厘米。经文 49 面，面 7 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

最后有西夏文“一遍校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九十四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2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2。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2 厘米，宽 13.4 厘米，

上下单栏，栏高 25.5 厘米。卷首缺第 1面，存经文 9面，后皆残，面 7行，行 18 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十五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7.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3。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 厘米，宽 13.3 厘米，上

下单栏，栏高 26.2 厘米。经文 59 面，面 7 行，行 18 字。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卷

末西夏文题款 1行，译文为“发愿者移讹成酉宝”，后有画押。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4。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1 厘米，宽 10.2 厘米，上下单栏，间有双

栏，栏高 19.1 厘米。共 105 面。卷首经图 4 面。忏悔灭罪记 18 面，面 6 行，行 17 字。流传

序 10 面，面 6行，行 16 字。题款译文为“兰山石台岩云谷慈恩众宫一行沙门慧觉集”。经题

后题款译文为“奉白高大夏国仁尊圣德珠城皇帝敕重校”。“仁尊圣德珠城皇帝”为西夏仁宗

尊号。后为经文 73 面，面 6 行，行 16 字。版间接纸处有汉文“金光序”“金光明序”“金光

一”“金光明一”及版序数。无封面，有封底。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5。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1 厘米，宽 10.2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9.1

厘米。经文 70 面，前、中、后皆缺，面 6 行，行 16 字。版间接纸处有汉文“金光一”及版

序数。卷末经题题有墨书西夏文 1字“墨”（按姓氏用字）及花押。封底残。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6。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2 厘米，宽 10.2 厘米，上下单栏或双栏，

栏高 19.3 厘米。共 64 面，画像记 2 面，经文 62 面，面 6 行，行 16 字。经题后题款译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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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御校”。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四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7。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4.6 厘米，宽 10.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9

厘米。前后皆残，存经文 15 面，面 6行，行 16 字，其中 3面残甚。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四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di9jian，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8。

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5 厘米，宽 10.4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9.3 厘米。共 71 面，卷首经图 4 面，画像记 1 面。经文 65 面，面 6 行，行 16 字。版间接

纸处有汉字“金光经卷四”及版序数。有封面、封底，题签完整。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29。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1 厘米，宽 10.2 厘米，上下双栏，间有单

栏，栏高 19.1 厘米。共 67 面，卷首经图 4 面，画像记 2 面。存经文 60 面，中残 15 面，面

6 行，行 16 字。经题后题款译文为“皇帝御校”。有封面、题签，题签为卷第四，正文内容

为卷第五。版间接纸处有汉字“金光五”及版序数。卷末经题下有墨书西夏文 1字“墨”（姓

氏用字）及花押。有封底。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2-1、1.08-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0。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4.5 厘米，宽 10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19.1 厘米。共 68 面，卷首经图 4 面，画像记 2 面。经文 61 面，中残 2 面，后残

12 面，面 6行，行 16 字。经题后题款译文为“皇帝御校”。版间接纸处有汉字“金光明五”

“金光五”及版序数。有封面，无封底。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8-1、1.0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1。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3 厘米，宽 10.2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18.4 厘米。经文 35 面，前残 4 面，中残 4 面，后残 32 面，面 6 行，行 16 字。

版间接纸处有汉字“金光五”及版序数。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2。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3 厘米，宽 10.6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9.2

厘米。前缺经图，共 72 面，画像记 2面。经文 70 面，中残 8面，面 6行，行 16 字。经题后

题款译文为“皇帝御校”。版间接纸处有汉字 “金光六”及版序数。经文第 57 面有小字注释。

有封底。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0-1、1.08-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4.6 厘米，宽 10.3 厘米，上下

双栏或间有单栏，栏高 19.1 厘米。前缺经图及画像记 1面，共 68 面。画像记 1面，经文 67

面，后残 11 面，面 6行，行 16 字。经题后题款译文为“皇帝御校”。版间接纸处有汉字 “金

光六”及版序数。经文第 57 面有小字注释。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4。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2 厘米，宽 10.3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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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前残经图及画像记 1面，共 82 面。画像记 1面，经文 81 面，面 6行，行 16 字。经题

后题款译文为“皇帝御校”。版间接纸处有汉字 “金光八”及版序数。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5。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2 厘米，宽 10.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0

厘米。前残经图，共 88 面。画像记 3 面，经文 85 面，面 6 行，行 16 字。经题后题款译文为

“皇帝御校”。版间接纸处有汉字 “金光九”及版序数。有封底。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6。

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4.6 厘米，宽 10.5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19.7 厘米。有封面，共 86 面。卷首佛像 4 面，画像记 2 面。经文 79 面，后残 3 面，

面 6 行，行 16 字。经题后题款译文为“皇帝御校”。版间接纸处有汉字 “金光十”“金

光卷十”及版序数。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 037。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5.3 厘米，宽 10.3 厘米，上下双栏，间有单

栏。栏高 19.5 厘米。前残，存经文 73 面，其中第 10 至 13 面残甚。面 6 行，行 16 字。卷末

有发愿文及人名 4 面。发愿文记刊印时间起自乙巳年，成于丁未年。为尚无年号的蒙古时期

1245~1247 年。西夏文发愿人名 17 行，译文为：转身者：慈父陈慧宝师、陈昔黑护、兄

陈慧护师、兄陈华严茂、弟陈慧觉、兀则慧刚、讹利慧德师、折木氏三姐、酩布氏成舅；

现在发愿施主：慈母赵氏有缘女、兄陈三宝护、陈白香齐、陈慧吉、陈慧盛、陈三半、

子陈慧智、陈行道犬、罗氏七宝照、陈吉祥护……师、罗慧昔师、苏□忧师、没西慧会

师、讹慧盛师、讹二氏福德子、多氏道道、口移则布氏冬冬、契没朱迦鸠。末行有汉文人名

1行：弟子陈保真、信女吴氏慧英、信土陈荣。版间接纸处有汉字“金光十”“金光卷十”“十

卷尾”及版序数。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3.15、4.0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8。

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8 厘米，宽 13 厘米，上下双栏，栏

高 27.9 厘米。有封面、题签。共 134 面。卷首有梁皇宝忏图一幅 4 面，图右有汉文“俞

声刊”3 字。后有佛名 4 面，慈悲道场忏罪法序 3 面多，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

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又有原慈悲道场

忏罪法序 7 面，题下有汉文“何森秀刊”4 字，序末有西夏文双行小字，译文为“此忏

罪法出处地方江南经院健康府城内奉敕已集”。忏文 112 面，中残 2 面，面 5 行，行 15

字。有朱色改正字。第 53 面背面有墨书西夏文 3 字。版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乙”

“一”“一卷”“第一”及版序数。第 75 面背面有墨书西夏文两处，上 2 字译为“南无”，

下 5 字译为“此典为者跋”。封底背面有墨书西夏文一行，译文为“有此典者祗移慧增”。

封面裱褙有汉文残页。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三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0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39。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4 厘米，宽 1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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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共 101 面。前梁皇宝忏图残，仅存 1面。佛名 4面。忏文 96 面，中残 13 面，面 5行，

行 15 字。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

皇帝嵬名御译”。版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三”及版序数。第 87 面背面有墨书西夏文

1字译为“法”。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四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0。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4 厘米，宽 1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7.3

厘米。有封面、题签，共 99 面。忏文 98 面，第 67~69 面残甚。面 5 行，行 15 字。译者题名

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版

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四”“第四”及版序数。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五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0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1。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5 厘米，宽 1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6.9

厘米。有 2封面、题签。共 97 面。卷首有梁皇宝忏图 1幅 4面，图右有汉文“俞声刊”3字。

佛名 4 面。忏文 85 面，面 5 行，行 15 字。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

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版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五”“第

五”及版序数。封面、封底裱褙有汉文诗歌。另两面背面各有西夏文 2行，残。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六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0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2。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2 厘米，宽 1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6.8

厘米。有封面、题签。共 93 面。卷首有梁皇宝忏图 4 面，佛名 4 面。忏文 83 面，面 5 行，

行 15 字。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

皇帝嵬名御译”。版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六”“第六”及版序数。封面、封底裱褙有

汉文佛教文献残页。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七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3。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8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6.3

厘米。有封面，题签。为卷第四。共 57 面。卷首有梁皇宝忏图 4面，图右有汉文“俞声刊”

3字。佛名 4面。忏文存 48 面，前约缺 10 面，中 4处残，约缺 12 面，尾残 3面。面 5行，

行 15 字。版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七”“第七”及版序数。原装裱连接次序有误。另

有内容与版次排列不符。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八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0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4。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2 厘米，宽 1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6.8

厘米。有封面、题签、封底。共 83 面。卷首有梁皇宝忏图 3面，图右有汉文“俞声刊”3字。

佛名 4 面。忏文 75 面，中缺 2 面，面 5 行，行 15 字。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

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版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

“八”及版序数。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九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1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5。

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 厘米，宽 13.1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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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有封面、题签。共 109 面。卷首有梁皇宝忏图 4 面，图右有汉文“俞声刊”3 字。佛

名 4 面。忏文 97 面，面 5 行，行 15 字。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

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版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九”及版序

数。第 9 面背面有西夏文 8 字，为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函号。封面、封底裱纸有汉文

户籍残片。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十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6。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5 厘米，宽 12.9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7.5

厘米。有封面、题签。共 102 面。卷首有梁皇宝忏图 3面，忏文前残，约缺 12 面，存 92 面，

尾残 1面。面 5行，行 15 字。版间接纸处有表示卷次的汉字“十”及版序数。经背面多处有

墨书西夏文字，如“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另有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起始竟”“不忘

苦则获大罪”“慈悲忏罪经契第四中立当成佛”纸条。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3.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7。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3 厘米，宽 12.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6.4

厘米。共 31 面。卷首有西夏文译经图 1幅 2面，上有僧俗人物 25 身、西夏文题款 13 条，正

中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旁列 16 人为“助译者”。图下部

人身较大者，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为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

后。后有兰山一行沙门慧觉集《涤罪礼忏要门》5面。存卷首经文 21 面，后皆残。面 5行，

行 13 字。经文第一页在经名后题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

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首页纸背墨书西夏文 1 行，译文为“佛皆无暗，新集杂字”；墨书汉

文 4 行“发心表经释子李耳卜，上报四恩，下资三宥，法界有情，同成正觉。师父李耳塞、

母韦氏太平姐，舍纸王氏，亡过父李七什”。卷末有西夏文墨书题款 4 行，译文为“师耳塞李

（李慧净），净信发愿者释子耳卜李（李慧胜），现在者韦氏，赐食者王氏，转身者李七什”。

经背裱糊《菩萨地持经》卷第九、《大智度论》卷第四、《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一、《大

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下卷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3.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8。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3 厘米，宽 12.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6.4

厘米。共 28 面。经文 22 面，前、中、后皆有残，最后 1面后 3行手抄补写。面 5行，行 13

字。中间有一手绘僧人坐禅图。经背裱糊有佛说法图 4面、《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九。《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九背面有西夏文墨书题款 3行，译

文为“净信发愿令经契全者耳卜李（李慧胜）、现在发愿者舍此纸师母赐食王氏，转身者父李

七十”。 

悲华经卷第九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3.1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9。宁夏灵武出

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 厘米，宽 12.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3.8 厘米。共

88 面。卷首有佛说法图 1幅 3面，祝赞 4面，韦陀像 1面。祝赞第 1面西夏文 3 行译文为“奉

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第 2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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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为“当今皇帝圣寿万岁”，第 3 面译文为“太后皇后与天寿等”，第 4 面 3 行译文“奉敕

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寿长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经题后译、校经题

款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佑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经文 80 面，面 6行，行 17 字。

版间接纸处有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圣法显长本母虫九卷”（“虫”等于“经”）。并有刻工 

“周”字。 

 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4.01、4.02，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B11·050。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 厘米，宽 12 厘米，上

下双栏，栏高 23.8 厘米。共 100 面。卷首有佛说法图 1幅 4面，祝赞 4面，韦陀像 1面。祝

赞第 1面西夏文 3行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

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第 2 面译文为“当今皇帝圣寿万岁”，第 3 面译文为“太后皇后与天

寿等”，第 4面 3行译文“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寿长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

十部流行”。经题后题款译文为“尊者普贤所作，汉本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翻译，奉天显道耀武

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经文 91 面，面 6行，行 17 字。经末有墨书

汉字人名题款 5行：“岳、/陈雄、李仲名、王氏、尹氏、李氏、/郭福、周志轮、徐□、泡参

□、杨贵桢、/杨保、肖氏、陈  、刘氏、陈氏、张氏、丘氏、/蒋汉、高谦、张氏、刘钦、

过氏、段氏、芦氏、/沙二姐”。版间接纸处上端有西夏文函号，有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

“阿毗德意经”“阿毗德意经五卷”“阿毗陀磨得意本母圣五卷”和版序数，以及刻工

“英”“王”“毛”。 

经律异相卷第十五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di7jian，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51。中

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 厘米，宽 12.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3.4 厘米。共 109 面。

卷首说法图 3 面，祝赞 4 面，韦陀像 1 面。祝赞第 1 面西夏文 3 行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

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第 2面译文为“当今

皇帝圣寿万岁”，第 3 面译文为“太后皇后与天寿等”，第 4 面 3 行译文“奉敕大德十一年六

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寿长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经文 100 面，经题后题款译文为

“汉本沙门僧旻宝等集，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

帝嵬名御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上端有西夏文函号有字和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金戒各样十五巳（卷）”，

以及版序数、字数。封面题汉字“大方广佛华严经”，正文实为《经律异相》。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52。宁夏

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3 厘米。

共 114 面，前残,经文 107 面，面 6 行，行 17 字。经题后题款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

国皇太后梁氏御译，功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译”。后有元皇庆元年（1312 年）西夏

文发愿文，栏高 24.8 厘米，2纸 6面，面 9行，行 26 字，末页 12 行，记西夏译经情况甚详。

版间接纸处有函号用字和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有刻工名“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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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卷第二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8，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B11·05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 厘米，宽 12.3 厘米，上

下双栏，栏高 23 厘米。前后皆残 1面，存经文 59 面，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

文函号用字和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大悲经八巳（卷）”，以及版序数、字数，刻工名“周

子俊”“王子正”“台周”。 

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54。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4 厘米。共 84 面。前残缺约 12 面，近卷尾残缺 2 面，卷尾 3 面下部残。存经文 83 面，

面 6行，行 17 字。卷末页墨书汉字人名 8行，下部残：“海如于、信女王友……裴氏、纪荣、

周……刘聪、刘氏、周……焦氏、张氏、潘氏……刘氏、于的、杨全、沈……梁氏、周荣、

朱氏、周……周氏、李文学、徐海、王……蓝氏、王氏、王刚、刘……”版间接纸处有西夏

文函号用字和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以及版序数、字数，刻工名“周子俊”“任”。 

添品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55。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3.1 厘米，宽 10.6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8.6

厘米。共 118 面。无封面、有封底，卷首说法图 4 面，后有祝赞 3 面，其中西夏文题款译文

分别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经题后题

款译文为“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汉译，奉当今皇帝诏重校正”。经文 111 面，面 6 行，行

16 字。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十五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15，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B11·056。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0.9 厘米，宽 12 厘米，

上下双栏，栏高 24.3 厘米。前残，约缺 13 面，存经文 42 面，面 6行，行 18 字。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下卷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3.1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57。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8.9 厘米，宽 1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1.4

厘米。后约残 30 面，存经文 62 面，面 6行，行 16 字。经题西夏文直译为“种咒王阴大孔雀

经下卷”。经题后西夏文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

译”。版间接纸处有汉字版序数。 

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卷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1.02-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58。宁

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23.6 厘米，宽 9.6 厘米，上下双栏，间有单栏，

栏高 17.3 厘米。前约残 8 面，存经文 67 面，后有《地藏菩萨具足水火吉祥光明大陀罗尼》

11 面，卷尾 1行西夏文译文为“此咒曰自地藏十轮经卷第一中抽出”。面 6行，行 15 字。版

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刻工名，译文为“李茂口”。有封底。 

菩萨地持经卷第九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3.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59。宁夏灵

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裱褙衬纸。高 32.3

厘米，宽 10.5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2.7 厘米。存卷首经文 7面，后残。面 6行，行 17 字。

经名后题款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佑圣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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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嵬名御译”。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用字和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菩萨执地经九巳

（卷）”，以及版序数、字数，刻工名“卜×”。 

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四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3.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11.060。

经折装。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裱褙衬纸。高 32.3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3 厘米。前后皆残，存经文 8 面，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和

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大智度四巳（卷）”，以及版序数，刻工名“翁”。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八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3.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61。

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下卷裱禙衬纸。

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5 厘米。前后皆残。存经文 6 面，面 6 行，行

18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一  西夏文泥活字本。原编号 3.15、3.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B11·062。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上卷、下卷裱禙衬纸。高 32.3 厘米，宽 12.1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26 厘米。仅存经文 2面，

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   西夏文泥活字本。原编号 3.15、3.16，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B11·06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上下卷裱衬纸。高 32.3 厘米，宽 12.1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26 厘米。中缺，后残。约存经

文 45 面，面 6 行，行 17 字。经题后有译、校经题款，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译”。题款下有朱色宝塔式梵文押

捺印记。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64。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2.8 厘米。卷首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

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54，面 6行，行 17 字。

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二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65。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6 厘米，宽 11.8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25 厘米。共 68 面，卷首有科文 1 面。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

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66 面，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

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四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4.12-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66。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6 厘米，宽 11.8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25 厘米。仅存经文 2面，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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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067。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6 厘米，宽 11.8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25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

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中残缺 39 面，存经文

38 面，面 6 行，行 14、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字以及表

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六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68。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8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96 面，后残，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九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69。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下

卷裱褙衬纸。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5 厘米。前后皆残。经文约 13 面，

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0。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8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1 厘米。共 42 面。前误置卷第六十三绢质封面。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

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

皇帝御校”。经文 41 面，后残，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

和卷次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4.12-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1。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8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4面。前有空白祝赞牌 1面。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

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3面，后残，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二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2。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8、宽 12.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

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7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86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

校”。经文 84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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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4.12-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4。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2 厘米，仅存绢

质封面，上有题签。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七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5。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92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

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

恭皇帝御校”。经文 90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

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八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0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6。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

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102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九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4.12-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7。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 厘米。共 2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

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仅

存经文 1面，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

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1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8。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 厘米。共 67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

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66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

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79。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8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1 厘米。共 90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卷首有佛画 5面，空白祝赞牌 1面。

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

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3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

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二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0。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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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高 25.3 厘米。共 54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

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53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

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1。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2 厘米。共 59 面。有绢质封面，题签残。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57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

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2。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3 厘米。共 58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

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56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

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四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3 厘米。共 87 面。有绢质封面、封底，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

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宝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

皇帝御校”。经文 85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14-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4。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0.8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4.6 厘米。共 67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

后有题款 2 行，残，译文为“……叉难陀译……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66 面，页面残甚，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5。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9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67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

校”。经文 66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

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七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3.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6。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9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77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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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

校”。经文 76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

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七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di8jian，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7。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9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77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

校”。经文 76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

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九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8。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91 面。有绢质封面、封底，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

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

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90 面，首尾页面残，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

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89。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 厘米。共 61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

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60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卷末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

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当共成佛道”。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0。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 厘米。共 60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

款 2 行，残，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奉天显道……经文 59 面，各面皆残，面 6 行，

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二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1。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3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72 面。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

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71 面，各面皆残，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卷次

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2。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共 90 面。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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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

校”。经文 89 面，各面皆残，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用字和

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四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题签脱落，露出封面上贴签处两个西夏文字，

系函号和卷数。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97 面，各面边缘残，面 6行，

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4。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

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67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近代曾修裱。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5。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2 厘米。卷首有说法图 1幅 5面，空白祝赞 1 面。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御校”。经文 67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六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6。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9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66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

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函号用字、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八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7。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9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95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

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用字和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98。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 厘米。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

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77 面，卷中缺 2 面，

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14-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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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099。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0.1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2 厘米。有封面、封底，封面上有题签，封底有手写汉字“大方广佛华严经”7

字。经文 68 面，近代修裱，前残约 4 面，首面错裱，为本卷残片连缀而成，彼此不连，与第

2面不相接，卷尾约残 3面。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四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0。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面、封底，封面上有题签，稍残。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

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

帝御校”。经文 74 面，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七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1。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2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3 面，卷末残，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用字、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九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0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2。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94 面，卷尾缺 2面，面 6行，

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1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1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

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90 面，卷末约缺 17 面，

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6-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4。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1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1 厘米。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

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76 面，面 6行，

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二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6-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5。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4.5 厘米。有绢质封面，题签为卷六十三。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

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经文 79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6-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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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106。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面，无题签，但剥落处写一西夏文“三”，有封底。经名、题

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

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2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四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6-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7。 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4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封面、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

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0 面，

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8。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面、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

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4 面，

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字和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2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09。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面、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

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2 面，

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六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0。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面、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

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98 面，

首尾完整，有的页面边缘残。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六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1。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面、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

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97 面，

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七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4.12-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2。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2 厘米，宽 11.6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25.3 厘米。仅存经文卷末 1面，文字 2行，残。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七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2 厘米，宽 11.6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24.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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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御校”。经文 80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八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2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4。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2 厘米，宽 11.6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24.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御校”。经文 102 面，页面多残，面 6行，行 17 字。近代曾修裱。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九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5。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2 厘米，宽 11.6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24.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御校”。经文 81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位和表

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九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2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6。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2 厘米，宽 11.6 厘米，上下

双栏，栏高 24.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御校”。经文 81 面，页面边缘多残，曾修裱，面 6行，行 17 字。封底内裱纸有汉字“出卫”

“座卫”。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位和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7。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4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2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

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位和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2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8。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封面，无题签，有手写西夏文“第十”及本函标号，有封底。卷首经名

残。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

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2 面，各页皆残，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1.0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19。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6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1 厘米。有封底。经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

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108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位和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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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120。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3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1 厘米。有绢质封面，无题款，有封底。卷首有说法图 5面，祝赞空白 1面。经

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 行残，译文应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

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108 面，页面多残，曾修裱，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二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0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1。宁夏灵武出土，经折装。高 31.3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5.1 厘米。

经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

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74 面，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

夏文函号、卷次数位和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1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2。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3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1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卷首经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行，译文为“唐

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79 面，

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和汉文版次数。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四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3。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4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封面、封底，封面上有题签；封底墨书西夏文 2字，为函号和卷次

数“十”，应为本经卷八十封面。卷首经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

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55 面，首尾完整，

面 6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和汉文版次数。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4。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4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题签剥离处有西夏文“六”字，应为“五”。卷

首经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

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106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

有西夏文函号、卷次数和汉文版次数。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九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5。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4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卷首经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行，译文为“唐

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66 面，

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八十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5.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6。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4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卷首经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行，译文为“唐

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5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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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八十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编号 6.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7。宁夏灵武出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31.4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卷首经名、题款为雕版。题款 2行，译文为“唐

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85 面，

首尾完整，面 6行，行 17 字。末页刻印西夏文 1行，译文为“复愿法界有情闻见，一切随喜

者皆共成佛道”。 

汉文文献残页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01-1P- B11·114-1P。为国家图书馆藏西夏

文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慈悲道场忏罪法》以及活字本《大方广佛

华严经》裱纸揭片。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残页  西夏文泥活字本。原编号 3.15×-1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1-1P。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上下双栏，残存 5行，单栏行 7字。 

西夏文发愿题款   西夏文写本，残存两行，原编号 3.15×-1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122-1P。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西夏文九曜现前解典等残页   西夏文写本，残存 4条，原编号 4.06×-09，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B11·123-1P。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瓜州番案记录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X1-1（016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0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单页。高 23.2 厘米，宽 31.7 厘米，草书 10 行，足行 10 至 12 字，有画

押。背面为西夏文写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瓜州番案记录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X1-2（016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02。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单页。高 23 厘米，宽 29 厘米，草书 11 行，足行 9至 11 字，左侧钤朱印。

背面为西夏文写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瓜州番案记录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622573（419.5  10.10a），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0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单页。高 24.1 厘米，宽 30.6 厘米，草书 12 行，足行 8 至

11 字，左侧记有“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腊月”，时为 1070 年，有画押，钤朱印两方。背面为西

夏文写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X1-1（01639）V，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04。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单页。《瓜州番案记录》背面。高 23.2 厘米，宽 31.7 厘米，草书 10 行，

足行 12 至 13 字。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X1-2（01639）V，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05。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单页。《瓜州番案记录》背面。高 23 厘米，宽 29 厘米，草书 13 行，足

行 12 至 14 字。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622573（419.5  10.10a）V，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B21·00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单页。《瓜州番案记录》背面。高 24.1 厘米，宽 30.6

厘米，草书 13 行，足行 12 至 13 字。 

 - 92 - 



西夏文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X3-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07。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经折装。高 16.1 厘米，宽 15.5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1.3 厘米。已托裱。存文

字 10 行，足行 12 字。前 6 行为经咒，后 4 行为题款，最后一行为译者人名，译文为：领占

答名讹六番译。“讹六”为番姓，“番译”意为译成番文，即西夏文。 

西夏文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X3-2、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08。北京

大学图书馆藏。两残页。经折装。高 11.5 厘米，宽 10.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1.3 厘米。

已托裱。存文字 6行，足行 13 字。前 5行为经咒，后 1行为经文。另一纸无文字，似为纸间

接头。 

西夏文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X4-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09。北京

大学图书馆藏。两残页。经折装。一纸高 15.2 厘米，宽 6.8 厘米，无栏线。存文字 5行，中

间 1 行小字，其余 4 行，行 12 字。另一纸高 15.2 厘米，宽 6 厘米，无栏线。存文 5 行，足

行 15 字。 

西夏文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编号 X2（419.5  10.1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1·010。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高 11.5 厘米，宽 10.3 厘米。存文字 5行。 

瓜州番案记录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63.54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1·00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单页。高 23 厘米，宽 31.5 厘米，草书 12 行，足行 8 至 12 字，左侧

记有“天赐礼盛国庆二年七月”，时为 1071 年，有画押，钤朱印。背面为西夏文写本《六祖

大师法宝坛经》。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西夏文写本。原编号 63.542 V，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1·002。中

国国家博物馆藏。单页。《瓜州审案记录》背面。高 23 厘米，宽 31.5 厘米，草书 11 行，足

行 11 至 12 字。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残页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41·001。内蒙古黑水城出

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经折装。高 16.7 厘米，宽 7.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2.8 厘米。前后皆残，存经文 7行。 

西夏文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41·002。内蒙古黑水城出土，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经折装。两纸：一纸高 18 厘米，宽 7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2.7 厘米。前后皆残，存经文 7行。另一纸高 6.7 厘米，似为上纸的右上角，右行有汉文“大

德文殊”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四  西夏木活字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1·001。宁夏灵武

出土，故宫博物院藏。经折装。高 31.8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

封面、封底，封面上有题签。卷首有说法图一幅 5 面，空白祝赞 1 面。经名、题款为雕版。

经题后有西夏文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

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经文 55 面，首尾完整，面 6 行，行 17 字。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

函号、卷次数和汉文版次数。经尾有汉文观赏题记。 

高王观世音经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1·002。故宫博物院藏。高 17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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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长 260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2.5 厘米。卷首有版画，为经卷序文所叙故事的分解画图。

后有序 29 行，行 11 字。再后为佛经正文。最后有发愿文 34 行，其中有年款，译文为：

大明朝壬子须能斗盈五年正月十五日；刻印者为首者职官为都督，姓口移合讹，党项人；其

它署名者尚有口移讹、耶和、平尚等党项姓氏和李王等姓氏。卷末有“百镜庵藏古雕刻记”

朱印。 

粮账残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13，中国西夏藏文献编号 B11·010-1P-5P。西

夏文写本。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3 裱褙用纸，共 15 件，内容较残。 

军抄人员装备文书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13-07P、7.13-09P，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B11·010-1P、B11·010-9P。西夏文写本，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3 裱褙

用纸，共两件，黄薄麻纸，每行皆有朱笔点画。内有正军、辅主、“项五，背一，胸前三，喉

二”“马头笼头缰绳”等语。 

谷物借贷账  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5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04-01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2-1P。西夏文草书 13 行。涉及售粮日期、人名、谷

物名、价钱等。 

钱贷账  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5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04-02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2-2P。西夏文草书。 

卖粮账  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5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04-03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2-3P。西夏文草书 14 行。有多处圆点和勾画。 

文书契约残页   西夏文写本。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6 裱褙用纸。两件，中

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10-01P、7.10-03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3。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6 裱褙用纸。两件，中国国家

图书馆藏。原编号 7.10-02P、7.10-06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3。 

钱粮账残页  西夏文写本。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6 裱褙用纸。8 件，中国国

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10-05P、7.10-07P 至 7.10-12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3。 

西夏文佛经残卷  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7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

编号 7.02-01P 至 7.02-03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4。第一件西夏文行书 35 行，上下

皆残。第二件西夏文行书 25 行，下部残。第三件西夏文 36 行，下部残。 

西夏文钱账  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7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02-04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4。多处墨书勾画。 

西夏文、汉文写本  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7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原编号 7.02-04V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4。西夏文、汉文两种写本粘连在一起。汉

文仅存 1~2 字。 

西夏文申年文书  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97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

编号 7.02-05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4。甚残，每行 2~3 字，有墨书勾画及申年字样。 

西夏文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104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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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6，原编号 7.17。其中 7.17-07P 文书残存 2 行，行 8 字。

7.17-16P 西夏文诉讼文书，存 9 字。7.17-17P 西夏文诉讼文书，存 2 字。7.17-20P 西夏文

文书，残存 10 字。7.17-23P 西夏文诉讼文书，存 13 残行，行 3~4 字。背西夏文草书。7.17-24P

和 7.17-25P 西夏文草书。7.17-26P 西夏文文书，下残。2行，行 11 字。7.17-34P 西夏文诉

讼文书，存 7行，行 13 字。背西夏文草书。7.17-35P 西夏文诉讼文书，存 4行，满行 17 字。

背西夏文草书。7.17-36P 西夏文诉讼文书，9残行，行 1~4 字。背西夏文草书。7.17-42P 西

夏文诉讼文书，存 3残行。行 16 字，背西夏文草书。7.17-44P 西夏文文书，上有画押。7.17-45P

西夏文粮账残页，4行，满行 13 字。 

西夏文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104 裱褙用纸，共 32 件，中国国

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4.12-3，7.17-01 至 7.17-49，中间插有社会文书。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B11·016。 

天庆甲寅年黑水监军司诉讼文书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104 裱褙用纸，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17-22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6。西夏文行书 9行，上

下皆残。 

西夏文户口粮账等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113 裱褙用纸，共

12 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08-01P 至 7.08-09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8。

其中编号 7.08-03P 为壬寅年十月文书；编号 7.08-03VP 为粮账残页；编号 7.08-08P 为乾祐

卯年四月文书；编号 7.08-08VP 为户口粮账残页。 

西夏文粮账残页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281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编号

7.08-03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9。 

西夏文户籍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281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

书馆藏。原编号 7.07-04P，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19。 

汉文户籍残页  西夏文刻本《慈悲道场忏罪法》卷 9 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

编号 4.1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11·045。由两竖条纸粘连而成。第一条：竖写一行：“男

子五口，成丁四口，不成丁一口”。第二条竖写五行：“……口，[第]长命狗年四十六岁，第

三保年三十九岁，姪男护神保年一十五岁，□八十年一十八岁，男宜依布年一十五岁，二口

□汝迷赞布七十六岁，义男迷狗儿年一十三岁。” 

 

（二） 宁夏地区收藏 

 

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0929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1·001。

该残页纸色泛黄，发现时粘在一块不规则的泥块上。长 18.5 厘米，宽 12 厘米、厚 4 厘米。

残页上存有西夏文和汉文的对音字。为西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第 4 页第

6栏残页。1990 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宁夏博物馆藏。 

西夏文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0930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1·002。泥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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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1 厘米，宽 3.5 厘米，厚 3 厘米。纸色泛黄，发现时粘于一块不规则的泥块上。残页上存

有 4个完整的西夏文字，尚待辨识。1990 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宁夏博物馆藏。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L：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1·003。皆

为残页，残损十分严重，经拼接后装裱。纸色泛白，有上下边线。部分书页的上下边线内印

有一排坐佛。佛像头顶有螺髻，大耳垂肩，结跏跌坐于莲座上，施禅定印，有头光、背光。

西夏文字每字 2厘米见方。1987~1988 年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出土，宁夏博物馆藏。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六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为 0394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N11·004。宁夏灵武出土，罗雪樵捐赠，宁夏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31.7 厘米，宽 12 厘

米，上下双栏，栏高 25 厘米。有绢质封面，上有题签。卷首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西

夏文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惇智制义去邪睦

懿恭皇帝御校”。首尾完整，正文 91 面，面 6行，行 17 字。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  汉文刻本。原藏编号 L：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1·005。经折

装。残损严重，前后错乱，无一全页，共有大小 37 片纸，难以缀合。其中最大的一张残宽

26.5 厘米，高 19 厘米，存 3 折。可观版式概貌：每折宽 9 厘米，高 19 厘米；上下单栏，栏

高 14.6 厘米。面 6 行，行 15 字。个别页面，行间有提示性的小字，成为 7 行。经文中插有

七言偈语，分上下两组。1991 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博物馆藏。 

捺印佛画  梵文写本。原藏编号 L：0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1·006。朱红捺印佛像。

高 31 厘米，长 60 厘米。印在纸质不同的白麻纸上，有单张佛印，也有一纸数印。每一佛印，

皆为竖长方形，四周有边框，佛像皆为释迦牟尼，居画面中心，结跏趺坐于莲台，高发髻，

右袒，有头光和背光，作降魔印。佛像外为横排梵文经咒，佛像多不清晰，有的为印油烘染。

其间有墨书西夏文字，多为行草，为佛像捺印后书写，经译释皆为人名姓氏。此画有典型的

藏式风格。1991 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博物馆藏。 

西夏文木雕版  残块（大号字）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001~017。西夏文木雕版皆

出于宁夏宏佛塔的槽室内，大小残块共计两千余件，有一面刻字的，也有双面刻字的，多已

炭化变黑，其中最长的残长 13 厘米，宽 23.5 厘米，厚 2.2 厘米，最小的残长和残宽不足 1

厘米，仅存半个字。从字形的大小来看，可分为大中小 3 种。这些西夏文雕版，字体方正，

刻工娴熟有力。 

大号字雕版出土较少，大小不等，多为一面刻字，每字约有 1~1.2 厘米见方，笔画较粗，

行距 0.6 ~0.8 厘米，字距 0.1 厘米。其中有一件最大的雕版残块长 13 厘米，宽 23.5 厘米，

一面刻字，版面中间有 1厘米宽的中缝，中缝两侧各竖刻 6行西夏文字，最长的 1行有 10 个

西夏文字，中缝上还刻有 3 个西夏文字，较版面上的字略小。雕版背面平整无字。宁夏博物

馆藏。 

西夏文木雕版  残块（中号字）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018~526。中号字雕版出土

最多，约占西夏文字雕版总数的一半以上，残块大小不等，其中双面刻字的雕版，一面西夏

文字大小有 1厘米见方，行距 0.6 ~0.8 厘米；另一面文字较小，有 0.8 厘米见方。所刻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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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正秀丽，笔画细腻，清晰有力。宁夏博物馆藏。 

西夏文木雕版  残块（小号字）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527~1068。小号字雕版约

占西夏文雕版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残版大小不等，字版厚 1 厘米，两面刻字，两面字体

大小基本相同，每字 0.6 厘米见方，字体娟秀，笔画较细。宁夏博物馆藏。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  西夏文木活字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31·001。宁夏灵

武出土，罗雪樵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5.2 厘米。存经文

59 面，卷首残 2 面，卷中残 3 处，卷末残 3 面，面 6 行，行 17 字。有绢质封底。版间接纸

处有西夏文经名简称、函号、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七  西夏文木活字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31·002。宁夏灵

武出土，罗雪樵藏。经折装。高 32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5.2 厘米。有绢质封

面，上有题签。卷首经名、题款为雕版。经题后有西夏文题款 2 行，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

叉难陀译，奉天显道光武宣文神谋睿惇智制义去邪睦懿恭皇帝御校”。存经文 58 面，第一面

后缺 2面，中缺 4处，卷末残 3面，面 6行，行 17 字。有绢质封底。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经

名简称、函号、卷次数字以及表示版次的汉字。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卷第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1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01。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存 37 纸。封皮 1纸，

上有书签。前后衬纸各 1 面，为佛经残页。正文 34 页，共 68 面。每页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高 23.5 厘米，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皆残，原应为

书名简称，下半为汉文页码。每面 10 行，每行 22 字。正文前有 3行译经者题款：“西天大班

智达迦耶达罗之前面，中国大宝桂译师枯巴拉拶蕃译，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译”。经

末有尾题：“（印经）勾管者沙门释子高  法慧”。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卷第四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1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02。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存 38 纸。封皮 1纸，

上有书签。前有衬纸各 1 面，为佛经残页。正文 36 页，共 72 面。每页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高 23.5 厘米，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为西夏文卷数

“四”，下半为西夏文或汉文页码。面 10 行，行 22 字。正文前有译经者题款：“西天大班智

达迦耶达罗之前面，中国大宝桂译师枯巴拉拶蕃译，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译。”经末

有 3行尾题：“一切本续之缘起和大密生于吉祥遍相合中，一切羯磨生现禅定。经王第七  终。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卷第四  终”。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卷第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1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03。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存 37 纸。封皮 1纸，

上有书签。有衬纸 1 面，为佛经残页。正文 35 页，共 70 面。每页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

米；四界有子母栏，栏高 23.5 厘米，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为西夏文或汉文

“五”“七”字，下半为西夏文或汉文页码。面 10 行，行 22 字。正文前有译经者题款：“西

天大班智达迦耶达罗之前面，中国大宝桂译师枯巴拉拶蕃译，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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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经末有 2 行尾题：“一切本续之缘起和大密生于吉祥遍相合中。终王第十终  吉祥遍至

口合本续卷第五终”。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要文一卷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2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04。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存 19 纸。封皮 1纸，

上有书签。有衬纸 1 面，为佛经残页。正文 17 页，共 34 面。每页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

米；四界有子母栏，栏高 23.5 厘米，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为西夏文“五”

“四”或汉文“五”字，下半为西夏文或汉文页码。面 10 行，行 22 字。正文前有集、传、

译经者题款：“蕃中国大善知识俄·忿怒金刚师集，四续善巧国师弥罗·不动金刚师传，报恩

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译”。经末有 2 行尾题：“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要文一卷  印经勾管

者沙门释子高  法慧”。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广义文下半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2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N21·005。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存 29 纸。封皮 1

纸，上有书签。前后衬纸各 1面，为佛经残页。正文 27 页（其中 1页原在《吉祥遍至口合本

续》卷 4中），共 54 面。每页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高 23.5 厘米，

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为西夏文“四”字，下半为汉文、西夏文页码。面 10

行，行 22 字。正文前有集、传、译经者题款：“蕃中国大善知识俄·忿怒金刚师集，四续善

巧国师弥罗·不动金刚师传，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译”。经末有 2 行尾题：“吉祥遍

至口合本续之广义文下半  印经勾管者沙门释子高  法慧”。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一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22，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N21·006。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封皮不存。存

正文 26 页，共 52 面。每页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高 23.5 厘米，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为西夏文“三”字，下半为汉文页码。面 10 行，行 22 字。

正文前有集、传、译经者题款：“蕃中国大善知识俄·忿怒金刚师集，四续善巧国师弥罗·不

动金刚师传，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译”。其后有藏传佛教密宗常用语“敬礼吉祥上乐

轮”等。经末有 2行尾题：“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一  终  印经勾管者沙门释子

高  法慧”。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二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24，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N21·007。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残本，封皮不

存。原经正文 20 页，残存第 3~20 页，其中 3~7 页为残页，8~20 页为全页，完整者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高 23.5 厘米，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

为书名简称“补二”，下半为西夏文、汉文页码。正文 33 面，面 10 行，行 22 字。经末有 2

行尾题：“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二  印经勾管者沙门释子高  法慧”。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三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25，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N21·008。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残本，封皮不

存。残存整页有 7 页，余为残页或残片，完整者每页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米；四界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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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栏，栏高 23.5 厘米，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为书名简称西夏文“补三”，下

半为西夏文页码。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五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23，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N21·009。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存 25 纸。封

皮 1纸，上有书签。正文 24 页，共 47 面。每页高 30.5 厘米，宽 39.4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

栏高 23.5 厘米，宽 32.5 厘米；书口宽 1.2 厘米，上半为书名简称西夏文“续补”或卷数“五”，

下半为汉文、西夏文页码。面 10 行，行 22 字。正文前有集、传、译经者题款：“蕃中国大善

知识俄·忿怒金刚师集，四续善巧国师弥罗·不动金刚师传，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番

译”。经末有 2 行尾题：“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五  终  印经勾管者沙门释子高  

法慧”。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诸经残片  西夏文木活字本。原藏编号 F02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10。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共残存 205 片。应属《吉祥遍

至口合本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要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广义文》和《吉祥遍至口合

本续之解生喜解补》诸经，但又不明其所属。残片存文字最多者 15 行，少者仅 1 字；大者残

宽 22.8 厘米，高 23.8 厘米。 

西夏文佛经长卷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02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为 N21·011。宁夏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卷轴装。由 9 张白麻纸连缀而成，总残长 574

厘米，高 16 厘米。全篇为草书，甚难辨认。首张裹在外层，残横 56 厘米，严重残损，经名

不详。其余各张，纸幅宽有 64、68 两种规格。每张纸 35~41 行，每行 22~24 字，最多达 27

字。有的字骑在两纸接缝处，表明是先将纸粘接在一起，然后再写上的。全卷总计 324 行，

约 7300 字。 

西夏文经咒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02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12。宁夏贺兰山

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单页。宽 59.5 厘米，高 24.5 厘米。原件按 3.2 厘米

的宽度折迭收藏。总 20 行，满行者每行 21~23 字，总计约 450 字。卷首右上角背面（背看为

左上角）有完整的捺印朱红佛印 1 方，卷尾上下排列同印 2 方，皆印迹不清。佛印宽 8

厘米，高 9.1 厘米，中为坐佛，坐佛四周为梵文经咒。经咒中间有一党项人姓名“年浪

氏慧妙”。 

西夏文经咒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02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13。宁夏贺兰山

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单页。宽 46 厘米，高 29.5 厘米。总 15 行，满行者每

行 18~25 字。前 10 行为经咒，后 5行为发愿人名和祈求转世的人员名单。 

汉文佚名“诗集”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F05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14。宁夏贺

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线装。计全页者 13 纸，半页者 2 纸，总 28 面。

面宽 12.3 厘米，高 21.5 厘米。面 9 行，满行 17 字；部分页面字体较小，每面多到 12 行，

每行最多可达 32 字。多为七律，共有 75 首，保存有诗名的近 60 首，其中有：《茶》《僧》《烛》

《樵父》《武将》《儒将》《渔父》《征人》《画山水》《梅花》《时寒》《炭》《冰》《冬住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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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短》《冬至》《招抚冬至生日上》《霞》《重阳》《菊花》《早行》《晚》《闻□》《酒旗》《塔》

《寺》《善射》《窗》《忠臣》《孝行》《久旱喜雪》《打春》《送人应[举还？]》《雪晴》《闲居》

《元日上招抚》《人日》《春风》《春水》《上元》《春云》《上祀李□》《和雨诗上金□》《上招

抚使□□古调》《贺金刀□》《皇大》《求荐》《灯花》《门人高□拜呈》《王学士》《上经略相》

《柳》《桃花》《梨花》《放霍篇（并序）》等。 

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施经发愿文  汉文刻本。原藏编号 F037，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N21·015。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刻本。卷轴装，上下单

栏，残存 3 纸。第 1 纸，下部残损，残宽 55.2 厘米，残高 29.2 厘米。第 2 纸，下部残损，

残宽 55.2 厘米，残高 29.8 厘米。第 3 纸，上部有残损，残宽 55.5 厘米，残高 31.5 厘米。

第 1纸和第 2纸各有文字 25 行，第 3纸为 24 行，每行 13 字，最少残留 7字。第 1纸右边有

一阴刻“七”字，表明其为本文的第 7 版（张）。第 3 纸末书：“时大夏乾祐庚子十一年（公

元 1180 年）五月初□……（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谨施”，知

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印施《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的施经发愿文。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下  汉文刻本。原藏编号 F03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16。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残本。存 7件，共 14

面。最大页面，宽 36.8 厘米，残高 27.4 厘米。上下单栏，左右子母栏。面 7 行，行残留最

多 17 字。经文为阴文（黑底白文），四周以阴文界栏；疏文为阳文，无界栏。书口上半为经

名“略疏下”，为唐宗密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下之简称；接近底部为页码。

在第 1件版心右下侧有“柳信生一片”，当系该版片施刻人姓名。 

佛顶心陀罗尼经  汉文刻本。原藏编号 F03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为 N21·017。宁夏贺

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经折装。残损严重，存大小近 30 纸。无头尾。经

拼对复原，总残长 132 厘米，高 28 厘米，上下单栏，栏距 20 厘米。经文存 14 面，面 9行，

行 20 字。共存文字 124 行，在第 11、12 行间有“二”，第 57、58 行间有“三”字，当为版

片号。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  汉文刻本。原藏编号 F03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18。宁夏贺

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经折装。残损严重，断为大小 33 纸。从残存最大

的 1 纸看，高 19 厘米，上下单栏，栏距 14.6 厘米，面宽 9 厘米，面 6 行，行 15 字。个别页

面行间插有提示性小字，成为 7行。 

圆觉道场礼□一本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F03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19。宁夏贺

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卷轴装。残卷，首题“圆觉道场礼囗一本”，残长

46.6 厘米，高 21.5 厘米；文字存 24 行，每行 15 字。经中插有小字，如“下列皆此，云云”

“同前云云”“此八拜先了，同前云云”等语。 

异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F0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20。

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卷轴装。残损严重，无首无尾。总长 69.3

厘米，残高 8.5 厘米，存字 38 行，每行最多 6字。从内容判定，此经是与《救诸众生一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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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经》等同类的民间传帖。 

众经集要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F04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21。宁夏贺兰山拜寺

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线装。残存 9纸，较完整者 5纸，半页者 4纸，共 14 面。

完整者每纸宽 27 厘米，高 21 厘米；上下单栏，有细行格，上下栏距 16.8 厘米，行宽 1.7~1.9

厘米。面 8行，行 16~17 字。行楷书写。系由摘钞诸经中关于净土的论述编辑而成，包括《佛

说无量寿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佛说称扬诸佛

功德经》《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等。 

修持仪轨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F04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22。宁夏贺兰山拜寺

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线装。全页者 11 纸，半页者 3纸，总 25 面。每页宽 34 厘

米，高 23 厘米，四界单栏线，上下栏高 12.2~12.8 厘米，左右宽 30 厘米。每面 8 行，满行

21~23 字。行书。内容是与上乐金刚本尊坛城修法相关的藏密修持仪轨。 

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F04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23。

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册页装。存 3面者有 1纸，2面者 4纸，1

面者 14 纸，还有 1 纸正反面书写，计 20 纸，27 面，另有大小残片 31 纸。尚难定其次第。

页面大小有差，每面最大者宽 15.8 厘米，高 17.5 厘米，最小者宽 5.8 厘米，高 8.2 厘米。

完整者每面 10~12 字，每行最多 24 字。文字粗劣，大小不整。经文首面首行经名处残留“空

本续”3 字，第 2 行题款为“□□国师知金刚   传”，第 3 行为“（沙）门提点海照  译”，

第 8行有大字“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当为经名全称。此经是与藏传佛教上乐金刚本

尊坛城修法相关的藏传密典。 

顶髻尊胜佛母像版画  刻本。原藏编号 F05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1·024。宁夏贺兰

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考古研究所藏。单页。共 2 件，形制相同，皆残。第 1 件，右侧残

损，片框高 55 厘米，残宽 10~18 厘米；第 2 件，左侧残损，版框高 55 厘米，残宽 11~23 厘

米，画面中心残缺，佛身残留右上角。画面呈塔幢形，由宝盖、塔身、底座三部分组成。宝

盖华美，帷幔上有梵文六字真言，两侧流苏下垂，接近底座。塔身中心为顶髻尊胜佛母像，

三面三目八臂，结伽趺坐，有头光、背光，左右八手或持法器，或作手印，姿式不一；环佛

像为横向排列的梵文经咒，占有塔身大部分画面。塔座为束腰须弥座式，上下枋中部皆饰梵

文经咒，上承仰莲座，三个莲瓣中各有梵文种字一个。 

 

（三） 陕西地区收藏 

 

佛经残卷卷首及释迦佛图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2gz6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21•001。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经折装，残存封面及卷首释迦佛图 1 幅 2 面，高 29 厘米，宽 11

厘米，上下双框，高 23.2 厘米。封面有手书西夏文经名及西夏文千字文编号，3 字经名已漫

漶不清，余文经译释，知其为该经第 8 卷，封面背页有相互夹杂之手书汉文与西夏文 1 行。

卷首释迦佛图毁损严重，图中所刻除释迦佛及其他诸神外，尚残存僧俗人物 6 身及西夏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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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6条计 25 字，内容为图名及相关僧俗人物的身份和姓名。 

佛经残卷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2gz6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21·002。西安市文物

保护研究所藏。卷轴装，首尾俱残，高 32.5 厘米，长 352 厘米，上下双栏，高 25 厘米。行

17 字，经卷经名、卷次俱失，内容经译释，大致与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9相类。 

金光明最胜王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2gz6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21·003。西安

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经折装，残存 22 面，高 30 厘米，宽 11.4 厘米，上下双框，高 21.6

厘米。面 6 行，行 17 字，经末有发愿文 2 面 12 行，为西夏神宗遵顼光定四年御制。经页纸

质厚韧，呈青紫色，文字俱以金泥西夏文楷书写成。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gz5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21·004。西

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梵夹装，残存 73 面，高 30 厘米，宽 11.5 厘米，上下双框，高 25

厘米。面 6行，行 17 字，以西夏文行书写成，字迹工整，内容为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第 338 卷。 

瑜伽师地论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2gz5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21·005。西安市文

物保护研究所藏。梵夹装，残存 29 面，高 29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框，高 25 厘米。面

6 行，行 18 字，以西夏文行书写成，字迹工整。经译释，知为《瑜伽师地论》卷第五十八中

后部分。经背有汉文经文 10 面 46 行，计 613 字，内容基本为供养短文或所谓请魂文。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九  西夏文、汉文刻本。原藏编号 2gz5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为

S21·006。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藏。经折装，残存 2 面，高 29 厘米，宽 11 厘米，上下双

框，高 24.3 厘米。经文面 6 行，行 17 字，为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9 末及其封底。封

底与经页夹层处有刻本西夏文经文 6 行，经文结尾处有 3 方朱色汉字印文及 1 幅四边双栏长

方形木刻押捺，汉字印文已漫漶不清，押捺上覆荷叶，下托莲花。通高 22.3 厘米，栏高 16.7

厘米，宽 6厘米，内有西夏文题记 4行，内容为和尚李慧月印经发愿文。 

 

（四）甘肃地区收藏 

 

三才杂字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第 465: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01。敦煌莫高

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蝴蝶装，1 面。高 25.6 厘米，残宽 17.8 厘米。上、下、左双

栏，栏高 18.5 厘米。残存蝴蝶装的左半页，有文字 8行，行间有竖隔线。行 12 字。 

三才杂字序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56:60（正），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02。敦

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高 14.1 厘米，残宽 11 厘米。残存文字 4 行。背面为

西夏文写本《三才杂字》。 

三才杂字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56:60（背），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02。敦煌

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高 14.1 厘米，残宽 11 厘米。残存文字 1 行。正面西夏

文写本《三才杂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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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杂字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184: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03。敦煌莫高

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高 8.2 厘米，残宽 7.1 厘米。残存文字 4 行。行 3 词，每词

2字。 

同音字汇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D.75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04。单页。

1件。残高 13.7 厘米，残宽 11.8 厘米。残存文字 7行。 

碎金序言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56:2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05。敦煌莫高窟

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高 10 厘米，残宽 5.5 厘米。残存文字 3行。 

  碎金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56:14（正）-4～3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05。敦

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存 43 片，每片残存西夏文行数不一，每行字数不一。

保存较差，多经人为剪裁成不同形状，无一完整页面者，已将其中的 28 片拼接后成 8联，此

8联中，残高 15.5～19 厘米，残宽 15.5～33 厘米不等。残存文字 5～10 行不等。 

药方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D.752-2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06。残高 7.5

厘米，残宽 14.1 厘米。残存西夏文大字 7行。大字间夹有小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56:14（背）-4～31，中国西夏藏文献编号 G11·007。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存 43 片，每片残存西夏文行数不一，每行字数不一。

保存较差，多经人为剪裁，已将其中的 28 片经过拼接后形成 8 联，此 8 联中，残高 15.5～

19 厘米，残宽 15.5～33 厘米不等。残存文字 3～6行，正面为西夏文写本《碎金》。 

西夏文书残件  西夏文写本。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G11·008 至 G11·026。计 24 件，内容甚残，有账籍残页、庚寅年告牒残页、借贷文书残

页等。其中原编号 B56：47-1 文书粘贴于粗棉织品上。 

嵬名法宝达卖地契残页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B59: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31。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高 18.8 厘米，残宽 22.7 厘米。残存汉文 11 行。钤

朱印 4 方，其中有 2 方朱印完整。文中有“……初一日立账目文字人嵬名法（宝达）……”

以及“立账目人长男嵬名嵬……”。 

借贷文书残页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B206:1（背），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32。敦

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高 17.7 厘米，残宽 5.5 厘米。上有“□□叁斗柒升半，

如限日不还，□□□”等字样。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067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33。敦煌莫高窟附近佛塔出土，敦煌研究院藏。经折装。高 20.5 厘米，宽 8.9 厘米。

上、下双栏。扉页绘刻一精美的水月观音图。栏高 16 厘米。栏内下部四分之三空间处为楷书

经文，字体整齐规范，共 54 面，面 5 行，共计 256 行，行 10 字，共计 2332 字。栏内上部四

分之一空间处为木刻图画，共 55 幅，每幅图画是下面经文的图解。为现存最早的佛教连环画

之一。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752-1、D.0696、D.0815，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34。敦煌莫高窟附近佛塔出土，敦煌研究院藏。3 件。第 1 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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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9 厘米，残宽 9.4 厘米。上、下双线边栏。栏高 15.7 厘米。面 5行，行 10 字。第 2件高

22.2 厘米，宽 18.4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5.2 厘米。面 5 行，行 10 字。第 3 件残高 11.8

厘米，残宽大 12.5 厘米。上有双栏，仅存上部，残存文字 5 行。3 件共存 31 面。上部约四

分之一处有木刻画，为下面经文的图解。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066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35。敦

煌莫高窟附近佛塔出土，敦煌研究院藏。经折装。高 20 厘米，宽 18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7 厘米。经文 107 面，面 5行，行 12 字。木刻扉页版画 1幅 2面，高 19.2 厘米，宽 17.7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5 厘米。封面由蓝丝绸与废旧汉文及西夏文文献粘贴而成。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128：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36。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高 18.5 厘米，宽 9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5.8 厘米。

残存完整的 2面，面 5行，行 12 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121：35-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37。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存 3片。残高 6.4～12.6 厘米，残宽 5.7～

7.8 厘米。残存文字 4～6行。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封面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5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38。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用蓝色丝绸制成，右、下残，残高 19 厘

米，残宽 10 厘米。封面左上部粘有在麻纸上刻印的西夏文题签，高 15.3 厘米，宽 3.6

厘米。其上有楷体西夏文 11 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契卷五第”，应译为《金光明最胜王

经》卷第五。题签四周有双栏。在封面上揭出 3 纸汉文残片，系元朝钱粮文书，其中 1

片盖有八思巴文印章。 

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159：26，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G11·039。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高 30 厘米，残宽 9.3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23.5 厘米，残存西夏文字 3行。在末尾有一长形压捺印记，其上有墨色浅淡的两行

汉文：“僧録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封面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53：10（正），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G11·040。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黄色丝绸制成。封面保存基本完整。高

29.2 厘米，宽 9.3 厘米。左上部粘有在麻纸上刻印的西夏文题签，高 17.2 厘米，宽 3.9 厘

米。其上有楷体西夏文 12 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契卷第二”。题签上、左、右双栏，边栏中间

有装饰花纹图案。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四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752-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G11·041。残高 10.1 厘米，残宽 7.2 厘米。下有双栏。残存文字 4行。 

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54：13-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G11·042。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存 3片。残高 3～8.7 厘米，残宽 3～

11.4 厘米。残存文字 2～6行。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160：4、B160：15，中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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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献编号 G11·043。单页。1 件，残存 2 面。宽 8.6 厘米，高 19.9～20.6 厘米。上下双

栏。栏高 16.4 厘米。面 4行，足行 10 字。 

文殊师利问地经卷上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160：2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44。单页。1件。残高 13 厘米，残宽 4厘米。上有双栏线，下残。在接近栏线处有一

个较大的西夏文字，其下有字体较小的汉文“文殊师利问地经卷上”9字。 

佛说大白伞总持陀罗尼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02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45。经折装。高 16.5 厘米，宽 7.4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1.5 厘米。存 1 面 6 行，

行 13 字。行空白处钤“任子宜”朱印一方。 

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第 464：53，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G11·046。单页。1 件。残高 16.5 厘米，残宽 6.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9.9 厘米。存

文字 5行，足行 12 字。 

慈悲道场忏法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004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47。封面高

24.4 厘米，宽 11.1 厘米。上下右双栏。栏高 15 厘米。下边栏下有莲瓣形花纹。中部贴补刻

本佛经残页，上绘佛像三身。每幅图下各有 5字佛名。页面下方钤“任子宜”朱印一方。 

大朝戊午年印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02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48。

高 16.5 厘米，宽 7.4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1.5 厘米。残存 1面，面 6行，足行 12 字。后

4行为印经题款。每面均钤“任子宜”朱印一方。 

持金牌讹二三等发愿诵读功效文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B125：2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G11·049。卷子装。1 件。高 16.9 厘米，宽 43.3 厘米。上下单栏，左右双栏。栏高 15 厘

米，宽 34.6 厘米。页面保存完整，以大字刻佛名 11 个，佛名下以双行小字注释诵读功效，

最后有两行刻款，记载行愿施经人名。 

西夏文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计 48 件，每件多则数十字，少则一二字，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G11· 050 至 G11· 097。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02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98。经折装。1

件。高 16.5 厘米，宽 7.4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5.7 厘米。面 6 行，行 12 字。每面均钤“任

子宜”朱印一方。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D.020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099。经折装。高

16.5 厘米，宽 7.4 厘米。上下双栏，存 1面 5行，行 12 字。地脚处钤“任子宜”朱印一方。 

诸密咒要语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 B121:19-1～1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00。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蝴蝶装。残存 19 页。有的页面保存完整，有的页面保

存欠佳。每页两面，面高 25 厘米，宽 17.5～17.6 厘米。每面 7行，行 15 字。页面四周有双

栏，栏高 17.8 厘米。 

地藏菩萨本愿经残页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 B591:62-3，中国西夏藏文献编号

G11·101。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高 25.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7.4 厘米，

存一件 8行，行 1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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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萨本愿经残页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第 464:5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02。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高 22.2 厘米，残宽 9.5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17.4 厘米，存一面 6行，行 16 字。其中第二行空白处有图案装饰，还有一汉字“直”。 

地藏菩萨本愿经残页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 B159:24-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04。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经折装。1件，残存 3片。高 25 厘米，残

宽 10.2～18.8 厘米。残存文字 3～12 行。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残页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 B59：62、B59：75，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G11·105。残存 5 片。残高 4.5～2.1 厘米，残宽 3.5～12 厘米。有的残片上或下有

双栏。残存文字 2～10 行不等。 

月灯三昧经卷第九残页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 B124: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06。残高 13.5 厘米，残宽 4.5 厘米。上有双栏。残存文字 2行。 

西夏文活字本佛经残页  西夏文活字本，计 11 件，最大一件残高 19 厘米，残宽 17.8 厘

米。右、下有单栏，残存文字 9行 101 字，最小的仅存两字。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07

至 G11·117。 

沙州麻则金刚王牒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56：8（正），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18。残高 26.5 厘米，残宽 9厘米。残存文字 3行。 

沙州麻则金刚王牒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56：8（背），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18。残高 26.5 厘米，残宽 9厘米。残存文字 1行。 

十相自在图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第 464：4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19。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高 12.6 厘米，宽 8厘米。外围上部有西夏文字 4行 8

字，右为 4 行，左上 3 行，左下 2 行，下部 2 行。中间墨书一字体比较大的梵文，围绕梵字

上、左、左下、下、右有 5组西夏文，每组 3字。 

泥金写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第 464：50-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20。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存 4片。书写于绀兰纸上的金书。残高 5～7.3 厘米，

残宽 2～5.5 厘米。残存文字 1～5行。其中 1片下有单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第 B56：33-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21。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存 3 片。边缘有火烧痕迹。残高 2.8～

10 厘米，残宽 2.5～9.6 厘米。残存文字 1～5行。 

千佛名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184：8-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22。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残存 3 片。残高 2.7～4.5 厘米，残宽 13.8～22.5 厘

米。残存文字 5～11 行。 

佛教咒语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第 462：2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23。敦煌莫

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高 22.7 厘米，宽 1.4 厘米。存文字 1行 17 字。 

佛教咒语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192：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24。敦煌莫高

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高 8.5 厘米，宽 4.9 厘米。为一土红色六角形画符。在画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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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上右角各有一西夏文字。六角形画符的正中，有两个字体较大的西夏文。围绕六角形

画符各有一“卍”符号。 

僧人名单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172：3（背），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25。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高 27.6 厘米，残宽 32.4 厘米。残存文字 12 行。正面

为回鹘文文书。 

西夏文佛经封面  西夏文写本，计 12 件，每件有二、三字不等，多为序号数字。中国藏

西夏文献编号 G11·126 至 11·137。 

西夏文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计 40 件，较残，多者有 147 字，少者仅 1 字。中国藏

西夏文献编号 G11·138 至 11·177。 

佛教文献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121：2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78。敦煌

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卷装。残高 8.1 厘米，宽 31 厘米。正背两面书写，正面左右

双栏。栏宽 27.5 厘米。残存文字 17 行。右侧边栏外有 2 个西夏文字。背面亦左右双栏，栏

宽 27.5 厘米。残存文字 15 行。 

佛教文献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121：30（正）-2～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79。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卷装。残存 2片。是从 B121：30-1 龙王画像

揭出的西夏文献。四边均被剪裁。残高 13 厘米，残宽 9.5 厘米。残存大字 6～7 行，每行分

3段排列，其中中段保存完整，每行 7字。除大字外，上段有小字 1～3行，中段有小字 1行，

下段有小字 2行。背面有同类佛教文献。 

佛教文献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B121：30（背）-2～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79。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卷装。残存 2片。是从 B121：30-1 龙王画像

揭出的西夏文献。四边均被剪裁。残高 13 厘米，残宽 9.5 厘米。残存大字 7行，每行分 3 段

排列，其中中段保存完整，每行 7 字。除大字外，中、下段有小字 1 行。其中 B121：30（背）

-3 被涂为暗红色，隐约可见西夏文 7行，保存完整的有 6行。正面有同类佛教文献。 

番汉合时掌中珠  西夏文、汉文刻本。原藏编号 B184：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1·181。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敦煌研究院藏卷装。蝴蝶装。1面。高 21.8 厘米，残宽 15 厘米。上、

下、左双栏，栏高 18.8 厘米。稍残，有西夏文、汉文 3栏 12 行，每栏分 5段。 

三才杂字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194: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01。 

武威张义下西沟岘西夏修行洞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蝴蝶装。2 纸，黄麻纸。高 19.7 厘

米，宽 15.2 厘米，四面双栏，栏高 18.5 厘米。字间有行线，行宽 1.7 厘米，存 8 行，行 12

字。每 2字 1组，每行 6组，组与组间有间隔。 

劝世诗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0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02。甘肃省博

物馆藏。经折装。麻纸。高 18 厘米，宽 10.5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3 厘米。存 3 面，面

6行，行 14 字。 

天庆寅年会款单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03。武威

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高 21.7 厘米，宽 14 厘米，草书 8 行，内容为

 - 107 -



10 人会款凭条，有“天庆寅年正月七五日”纪年。 

医方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8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04。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白麻纸。高 20 厘米，宽 11.7 厘米，上有墨线单栏，

下部残损。残存 8行，行 22 字。楷书。每方以圆圈隔开，共 3方。 

占卜辞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05。武威张义

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麻纸。高 14 厘米，宽 6.7 厘米，存草书 5行，4 字

一句。 

占卜辞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06。武威张义

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麻纸。高 21 厘米，宽 7.2 厘米，存草书 4 行，行

15 字，每行 3句，句 5字。 

光定午年告牒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1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07。武

威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8.6 厘米，宽 32.5

厘米。存字 15 行，行 15 字。 

光定己年告牒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389，中国西夏藏文献编号 G21·008。武

威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9.5 厘米，宽 6.1 厘

米。存字 4行，行 9字。 

光定午年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38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09。武

威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7.7 厘米，宽 11.5

厘米。存字 5行，行 13 字。 

告牒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38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0。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6.5 厘米，宽 26.5 厘米。存

字 14 行，行 12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38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1。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7.7 厘米，宽 8.5 厘米。存字

4行，行 13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2。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5.7 厘米，宽 4.5 厘米。存字

2行，行 15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38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3。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8 厘米，宽 13.7 厘米。存字

5行，行 15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4。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0.7 厘米，宽 10 厘米。存字

4行，行 8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5。武威张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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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8 厘米，宽 4.2 厘米。存字 1

行，行 14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6。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8.7 厘米，宽 20.5 厘米。存

字 5行，行 7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7。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存 3件。第一件残高 18.3 厘米，宽

16.3 厘米，存字 8 行，行 13 字；第二件残高 17.3 厘米，宽 12 厘米，存字 4 行；第三件残

高 17.8 厘米，宽 12 厘米，存字 4行。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8。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9.7 厘米，宽 18.5 厘米。存

字 7行，行 14 字，布告四角各有一方西夏文官印。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19。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23.3 厘米，宽 9.4 厘米。存字

5行，行 22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38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0。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8.5 厘米，宽 18.9 厘米。存

字 10 行，行 16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38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1。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8.5 厘米，宽 11 厘米。存字

4行，行 15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38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2。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5.5 厘米，宽 13.2 厘米。存

字 6行。 

布告残页  汉文印本。原藏编号 1554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3。武威张义下西

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雕版印本。高 18.5 厘米，宽 6.7 厘米。残存西夏文官印

一方，官印下为汉字“刘”。 

经略司文书残页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4。武威张

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墨写草书。残高 15.7 厘米，宽 7.6 厘米。

存字 2行，一行大字“经略司”，另一行小字“计料官通判白”。 

欠款条残页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5。武威张义下

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汉文墨书。残高 15 厘米，宽 11.3 厘米。存字

2行，“李伴初欠钱三贯伍百文 刘的的欠钱弍贯弍百伍拾文”。 

请假条残页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8-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6。武威张

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汉文墨书。存 2面。第一件残高 18.7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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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6.8 厘米。存字 2行，“今申本卡先差司吏高践苟一名本人告称或有遣及诸处驱赶请假今目

下见”；另一件残高 16.7 厘米，宽 8厘米，存字 3行，“患伤寒行履不能本卡并无□□手力不 

乐人 惜 文目行送之”。 

光定二年公文残页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7。武威

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麻纸。墨写草书。高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

残存 5行，第 3行存“西路乐府勾管所”，第 4行存“光定二年（1212）九月  日监乐官西凉

府”，第 5行存“监乐官府□□□礼”。 

历书残页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4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8。武威张义下西

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麻纸。墨写楷书。高 15.8 厘米，宽 10 厘米，以墨线单

栏划分。残存上半截 4 行，为七月至十二月日历，记有闰十一月。据各月朔日干支，可推断

出，此为乙丑年日历，即西夏人庆二年（1145）的日历。 

文书残页  汉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29。武威张义下西

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汉文墨书。残高 18.6 厘米，宽 11 厘米，存字 2

行，“依中囗各乡以  属行遣”。 

乾祐乙巳年施经愿文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30。

武威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12.7 厘米，宽 6.6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9厘米。存经文 2面 7行，行 8字。尾题“乾祐乙巳年二月日施”。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198、834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31。武威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麻纸。高 22 厘米，宽 10.7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6.5 厘米。存 24 面，面 6行，行 13 字。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195、1319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32。

武威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雕版印本。存 5面，第 1件残高 20.4

厘米，宽 10 厘米，第 2 件残高 20.6 厘米，宽 10 厘米；上部单栏，下部残损。面 6 行，行

10 字。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19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33。武

威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页。麻纸。残高 20 厘米，宽 9.5 厘米，上下单栏，

栏高 18 厘米，存字 6行，行 15 字。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03，中国西夏藏文献编号

G21·034。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麻纸。高 18 厘米，宽 10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5 厘

米。存 2面，面 6行，行 15 字。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35。 武

威天梯山石窟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麻纸。高 17 厘米，宽 8.4 厘米，上下单栏，

栏高 13.4 厘米。存 2面，面 6行，行 13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四十华严）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21，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G21·036。 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麻纸。高 15.2 厘米，宽 8.3 厘米，单栏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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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存2面，面7行，行14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37。

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麻纸。高 13.1 厘米，宽 7.2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9.7 厘米。存

7面，面 7行，行 11 字。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T28-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38。

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残存 13 纸，上下双栏，栏高 21.5 厘米。面 6 行，

行 16 字。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下卷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T25-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G21·039。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高 15.7 厘米，宽 8厘米。上存双栏，

下部残损，存 1面，面 5行，行 11 字。经名为“圣胜慧到彼岸颂功德宝集偈下卷”，下注“奉

天显道耀武宣文圣智惇睦懿恭皇帝重验”无“制义去邪”和“神谋”6字。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T25-1，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G21·040。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存 2面。一面高 13.3 厘米，宽 8.2

厘米。下存双栏，面 5 行，行 13 字；另一面高 13.3 厘米，宽 8.4 厘米。下存双栏，上部残

损，存 5 行，行残存 11 字。前两行为“□（沙）门拶耶阿难  传，显秘法师功德司副授利益

沙门周慧海奉敕译。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19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42。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残高 23.5 厘米，宽 16.7 厘米，下部存单栏，上部残损。存字 10 行，行

14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19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43。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残高 17 厘米，宽 13.2 厘米，下部存单栏，上部残损。存字9行，行14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0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44。 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残高 16.8 厘米，宽 8.7 厘米，下部存双栏，上部残损。存字 6 行，足行

11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0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45。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残高 17.7 厘米，宽 10 厘米，上下单栏，面 6行，行 14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0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46。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残高 18.7 厘米，宽 9.2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7 厘米。存字 6 行，

行 14 字。空白处雕版印有一沙弥形象。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47。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高 13 厘米，宽 7.6 厘米，上部存单栏，下部残损。存 2面，面 6行，行

13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1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48。甘肃省博物

馆藏。麻纸。高 13.9 厘米，宽 8.4 厘米，四面单栏，栏宽 8厘米。上部残损。下部存单栏。

存 2面，面 6行，行 1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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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1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49。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存 2 面，第一件残高 7.8 厘米，宽 12 厘米，存字 5 行，行 7 字。上部残

损。下部存单栏；第二件残高 9.9 厘米，宽 10.4 厘米，存字 6行，行 8字。下部存单栏。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2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0。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残高 9.6 厘米，宽 9 厘米，上部存单栏。下部残损。存字 6 行，行 7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1322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1。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面。麻纸。存 2面，第一件残高 11.5 厘米，宽 8.6 厘米，上部存单栏，下部残损。

存字 8行，行 8字。第二件残高 10 厘米，宽 8厘米，上部存单栏，下部残损。存字 6行，行

9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T23-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2。甘肃省博物

馆藏。单页。黄麻纸。高 25 厘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7.2 厘米。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T23-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为 G21·053。甘肃省博

物馆藏。单页。高 17.5 厘米，宽 9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3.6 厘米。存 5 面，面 6 行，行

11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T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4。甘肃省博物馆藏。

麻纸。高 22.5 厘米，宽 11.5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0.5 厘米。面 6行，行 9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 107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5。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黄麻纸。高 31.7 厘米，宽 12.2 厘米，上下双栏，栏

高 24.4 厘米。存经文 64 面，尾残，约缺 5面，面 6行，行 16 字。部分西夏文页面字旁有汉

文对译，首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五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 T2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6。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麻纸。高 28.5 厘米，宽 11.7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0.8 厘米。存 5面，面 6行，行 17 字。 

妙法莲华经心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7。武威张

义下西沟岘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缝缋装。高 11.5 厘米，宽 9.5 厘米。四面墨线单栏，栏

高 9.5 厘米，栏宽 1.3 厘米。版心相叠，以单细羊毛绳装订成册，存 32 面。经文 22 面，面

7 行，行 9~10 字不等。10 面为空白，有两面各书写“上面”“下面”两字，题名《妙法莲华

经心（精义）》。 

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意盛用总持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8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8。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麻纸。高 17 厘米，宽 12.8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1.9

厘米。双面楷书。每面 12 行，行内字数不等。背面有“天盛己巳元年”纪年。 

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T2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9。武

威天梯山石窟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折装。麻纸。高 14.7 厘米，宽 8厘米，上下单栏，

栏高 13 厘米，行宽 1.3 厘米。多为残面，墨写楷书。面 6行，行 13 字。 

佛经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8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0。甘肃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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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页。麻纸。高 17 厘米，宽 12.8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1.9 厘米。双面楷书。每面 12 行，

行内字数不等。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7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1。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存两件，第一件残高 8.8 厘米，宽 7.5 厘米，存字 3 行，行

6字；第二件残高 6.7 厘米，宽 7.4 厘米，存字 3行，行 5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1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2。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残高 12.7 厘米，宽 5.4 厘米。墨写行书。存字 3行，行 15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0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3。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黄麻纸，墨写楷书。存 2 面，第一件残高 7.2 厘米，宽 9.5 厘米，存字 5 行，

行 7字；第二件残高 7.2 厘米，宽 9.7 厘米，存字 5行，行 6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7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4。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存 2面，一件残高 21 厘米，宽 11 厘米，存字 6行，行 17 字；

另二件残高 24 厘米，宽 21 厘米，存字 11 行，行 20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8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5。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存一面，残高 23 厘米，宽 23.3 厘米，存字 11 行，行 22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8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6。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残高 10 厘米，宽 15 厘米，存字 10 行，行 7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8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7。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有墨线界栏。残高 18 厘米，宽 10.7 厘米，上部残损，下部

存墨线单栏。存字 7行，足行 14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134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8。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残高 30 厘米，宽 15.4 厘米，存字 7行，行 24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550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69。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存 2件，第一件残高 11.5 厘米，宽 8厘米，存字 4行，行 7

字；第二件高 8厘米，宽 6.2 厘米，存字 3行，行 5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7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0。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高 15.7 厘米，宽 11.3 厘米，上部存单栏，下部残损，存字

6行，行 12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8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1。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较厚。双面墨写楷书。存 2 件。高 10.8 厘米，宽 11.5 厘米。上下朱笔单

栏，栏高 9.8 厘米，面 6行，行 7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048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2。甘肃省博物

馆藏。残页。麻纸，墨写楷书。残高 14 厘米，宽 17.5 厘米。存字 10 行，行 10 字。 

咒语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134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3。甘肃省博物馆藏。

残页。麻纸，墨写楷书。残高 20.8 厘米，宽 5.8 厘米。存字 3行，行 1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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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语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2134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4。甘肃省博物馆藏。

残页。麻纸，墨写楷书。残高 16.3 厘米，宽 2.6 厘米，存字 1行，行 10 字。 

题记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1322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5。甘肃省博物馆藏。

单页。麻纸。高 21.2 厘米，宽 8厘米，楷书。残存字 1行，译“转身弟子嵬罗善□/善势等”。 

陀罗尼咒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4707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6。甘肃省永靖

炳灵寺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麻纸。高 18.7 厘米，宽 5.4 厘米。草书。存 3行，行

16 字。 

陀罗尼咒语残页  藏文写本。原藏编号 4007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7。甘肃永

靖炳灵寺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单页。麻纸。高 4.7 厘米，宽 19.2 厘米，存字 2行，为藏

文陀罗尼咒语。据考证为西夏人书写。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五残页  西夏文泥金写本。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文化馆藏，原藏

编号 7.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78。经折装。高 31 厘米，宽 11.5 厘米，上下双栏，

栏高 23.7 厘米，瓷青纸，金书，首尾皆残，存经文 8面，面 6行，行 2句，14 字。 

音同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473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1。武威新华乡缠山

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土黄色麻纸。高 28.5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单栏，

左右为变栏，栏高 22 厘米。西夏文 7行，行 17 字。行间均有栏线。 

乾定戌年卖驴契及账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2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2。武

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长方形浅黄色麻纸。高 17 厘米，宽

55 厘米，西夏文 12 行，行 15 字。 

乾定酉年卖牛契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2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3。武威新

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长方形浅黄色麻纸。高 30 厘米，宽 44 厘

米，墨书西夏文草书 9 行，足行 19 字。左下角另粘附一小纸，墨书西夏文 3 行，行 17 字。

内容为西夏酉年卖牛契约，有签名。 

乾定申年典糜契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2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4。武威新

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长方形浅黄色麻纸。高 18 厘米，宽 27 厘

米，墨书西夏文 11 行，行 15 字。最末 4行为签名及画押。 

乾定酉年文书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3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5。武威新华

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土黄色麻纸。高 17.5 厘米，宽 13 厘米，两

面均有西夏文字。正面 2行，一处画押，有 4字西夏文朱印 1方；背面 8行，一处画押。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2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6。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浅黄色麻纸。高 18 厘米，宽 15.5 厘米，西夏文

6行，行 13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3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7。武威新华乡厘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浅黄色麻纸。高 19 厘米，宽 13.5 厘米，两面均

有西夏文字。正面 2 行，并有 4 字西夏文朱印 1 方；背面 2 行，并有大小不等的几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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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押。 

星宿母陀罗尼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3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8。武威新华

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土黄色麻纸。高 18.5 厘米，宽 8.5 厘米，上

下单栏，栏高 16.5 厘米。西夏文 5行，行 14 字。空白处印花瓣纹。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3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09。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2面，高 19 厘

米，宽 8.2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5 厘米。面 6 行，行 14 字。第二面首行译为“一和相

义宝三十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3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0。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2 面，高 19.8

厘米，宽 8.6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行，行 14 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3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1。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3面，高 19 厘

米，宽 8.5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7 厘米。面 6 行，行 17 字。一面背面裱一条白纸，纸上

有手书西夏文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2。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2 面，高 19.5

厘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7 厘米。面 7行，行 12 字。页面上半部为西夏文图表。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3。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5 面，高 17.8

厘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行，行 15 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4。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3面，高 20 厘

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行，行 14 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5。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5 面，高 19.5

厘米，宽 8.5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行，行 14 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6。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2面，高 28 厘

米，宽 12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23.5 厘米。面 5行，行 15 字。 

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7。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6

面，高 18.5 厘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行，行 14 字。 

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8。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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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高 17 厘米，宽 9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3 厘米。面 5行，行 10 字。 

佛说佛名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6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19。武威新

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4面，高 19 厘米，宽

8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5.5 厘米。面 5行，行 8字。每页文字上方均墨绘五尊坐佛，手印

各不相同。 

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6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0。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7面，高 20 厘

米，宽 8.3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4 厘米。面 5行，行 9字。 

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1。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7面，高 21 厘

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5 厘米。面 6行，行 32 字。 

毗庐遮那法身顶相印轮文众生三灾怖畏令物取作恶业救拔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6764，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2。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

土黄色麻纸。残存 15 面，高 18.5 厘米，宽 9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 行，行

12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3。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10 面，高 17.8 厘米，宽 8.4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4 厘米。面 6行，行 11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4。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4面，高 18.4 厘米，宽 8.4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行，行 12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5。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2面，高 18.3 厘米，宽 7厘

米，上下单栏，栏高 14 厘米。面 6行，行 14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4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6。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12 面，高 18.4 厘米，宽 9.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6 厘米。面 6行，行 11 字。未断开处中间标有汉文页码。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6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7。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5面，高 18 厘米，宽 8.5 厘

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行，行 12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676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8。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4面，高 15.5 厘米，宽 8.8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4 厘米。面 6行，行 14 字。 

维摩诘所说经下卷  西夏文泥活字本。原藏编号 672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29。

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经折装。土黄色麻纸。高 28.5 厘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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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22 厘米。共 53 面半，面 7 行，行 18 字。经文有首无尾，首题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卷下卷”。字迹墨色不均，行列排列不齐。 

佛经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3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30。武威新华乡缠山村

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线装。土黄色麻纸。高 14 厘米，宽 11 厘米，用黄色细麻线

线装。两页合背，共 53 页，106 面，面 5行，行 11 字。首尾不全。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3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31。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土黄色麻纸。高 18 厘米，宽 32 厘米，共 16 行，

行 14 字。 

佛教文献残卷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5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32。武威新华

乡缠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土黄色麻纸。高 17 厘米，宽 120 厘米，字体

分大小两种，大字 66 行，除首行和第 3 行外，每行大字下均排两行小字；第 10、11 行之间

又添加 1行小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5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33。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土黄色麻纸。高 28 厘米，宽 35 厘米，存 18 行，

分上下两排，数字不等。各行文字以墨线勾画连接，行 12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675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1·034。武威新华乡缠

山村亥母洞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单页。土黄色麻纸。高 18.5 厘米，宽 31 厘米。存 14 行，

行 14 字。 

 

（五）内蒙古地区收藏（附新疆） 

 

军钞文书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01。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1页。残高 13.1 厘米，残宽 8.6 厘米，西夏文草书 4行。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02。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2页。一页残高 15 厘米，宽 9.7 厘米，西夏文草书 2行，行 8字。

另一页残高 15.7 厘米，宽 9.7 厘米，西夏文草书 3行，行 8字。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04。内蒙古额济纳

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13.2 厘米，宽 7厘米。上下单栏，栏

高 10 厘米。前有经图 2面，卷首有西夏文译梵文经名和西夏文经名，经名后有传、译者题款

2行，译文为：“西天大波密坦五明国师功德司正授善式沙门  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

副授利益沙门周慧海译”。中、后皆残，存经文１5面，面 7行，行 13 字。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05。内蒙古

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13.2 厘米，宽 7 厘米。上下单

栏，栏高 10 厘米。卷首有西夏文译梵文经名和西夏文经名，经名后有传、译者题款 2行，译

文为：“西天大波密坦五明国师功德司正授善式沙门   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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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沙门周慧海译”。中、后皆残，存经文 17 面，面 7行，行 14 字。末页有跋尾 7行。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06。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

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17 厘米，宽 8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4 厘

米。前残，共存 9 面，有请八金刚、四菩萨及持经梵音、发愿文。经文前残，存 9 面，面 6

行，行 14 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07。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

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19.4 厘米，宽 8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3

厘米。前残，共存经文 5面，面 6行，行 15 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08。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

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蝴蝶装。高 18.6 厘米，宽 11.8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版心白口，下有汉字页码。前残，共存经文 8面。面 7行，行 17 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09。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

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蝴蝶装。高 14.8 厘米，宽 11.5 厘米。上下单栏，左右

双栏。版心白口，上有西夏文经名简称“金刚”，下有汉字页码。前、中、后皆有残，共存经

文 8面。面 7行，行 17 字。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10。内蒙古额

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15.2 厘米，宽 8.5 厘米。上下单

栏，栏高 13.4 厘米。存经文 6面，仅 1面较完整，其余 5面上部残。面 6行，行 13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11。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22 厘米，宽 11.5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7.7 厘米。存

经文 4面。面 6行，行 14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12。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20.4 厘米，宽 9.2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8 厘米。

存经文 7面。面 6行，行 11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13。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残高 14.8 厘米，宽 16.6 厘米。上单栏，下部残。存经文

2面。面 6行，残长行 10 字。 

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14。内蒙古额济

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高 12.8 厘米，宽 6.5 厘米。上下单栏，

栏高 9.7 厘米。卷首有经名 2行，残，第 19 面有经名 2行。存经文 14 面。面 4行，行 9字。 

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卷上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M11·015。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缝缋装。有封面，题

签西夏文经题译文为：顶尊无垢总持二卷。卷首、卷尾各有经题 2 行。高 14 厘米，宽 17 厘

米。存经文 18 面，中残 1面。面 11 行，行 11~23 字。 

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卷下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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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M11·016。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缝缋装。卷首、卷尾

各有经题 2 行。高 14 厘米，宽 17 厘米。存经文 19 面，中残 1 面。面 11 行，行 11~15 字。

卷尾经题后有西夏文小字题款 1行，译文为：“亥年二月六日写竟”。末页背面有西夏文题款，

译为“宝塔匠人及发愿者行善康监富、真智”。 

佛说父母恩重经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17。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

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长形，为三折，右边连有布带。用黄色纸裱褙而成，表层

用绢帛裱衬，在表面左上方贴有印刷的西夏文经名纸签，残存 4字，为“……恩重经契”。背

面裱糊西夏文写经残页。高 18 厘米，宽 21.5 厘米。带长 12.5 厘米，宽 1.9 厘米。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七封面（正、背面）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18。

由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残高 29 厘米，残宽 6.6 厘米。用

黄色纸裱褙而成，表层用绢帛裱衬，外边用细木条支撑，表面左上方贴有墨书西夏文经名纸

签。残。正面存 6 字，译文为：□□□□忏罪法卷第七。背面存 6 字，译文为：慈悲道□忏

罪□七。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八封面（正、背面）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19。

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残高 28.5 厘米，残宽 6.5 厘米。用

黄色纸裱褙而成，表层用绢帛裱衬，外边用细木条支撑，表面左上方贴有墨书西夏文经名纸

签。残。正面存 6字，译文为：慈悲道场忏罪……背面存 4字，译文为：□□道□□□第八。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十封面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20。内蒙古额济

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残高 28.8 厘米，残宽 8.6 厘米。用黄色纸裱褙

而成，表层用绢帛裱衬，外边用细木条支撑，在表面左上方贴有墨书西夏文经名纸签。完整。

存 8字，译文为：慈悲道场忏罪第十。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三封面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21。内蒙古额济

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残高 28.8 厘米，残宽 8.6 厘米。用黄色纸裱褙

而成，表曾用绢帛裱衬，外边用细木条支撑，在表面左上方贴有墨书西夏文经名纸签。残。

存 4字，译文为：慈悲道场忏罪第三。 

慈悲道场忏罪法封面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22。内蒙古额济纳旗绿

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西夏文写本，残高 12.5 厘米，宽 11.5 厘米。表面西

夏文二字，意为“法卷”。 

佛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1·023。由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

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残高 9.4 厘米，宽 9.1 厘米，上单栏。存经文 4 面，

面 6行。 

音同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F6.W4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1。内蒙古黑水

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四周双边，界行，30 残页。页内有花瓣插图，每面

大小字相间。残页大小不等，最大栏高 13 厘米，宽 6.5 厘米；最小栏高 13 厘米，宽 5.4 厘

米。有白地黑文与黑地白文经文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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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伏集义补第八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F155：W5/210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2。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26 厘米，宽 18.5 厘米，上

双栏。卷末字 6行，残长行 20 字。 

乙亥年借麦契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35：W75/202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3。

由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27 厘米，宽 20 厘米。楷书 8 行，行

19 字。 

己卯年契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79：W8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4。内

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18 厘米，宽 7.5 厘米。行书 3行，

共 16 字。 

大轮七年星占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220：W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5。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17.5 厘米，宽 11.5 厘米。楷书 6 行，

行 8~16 字。 

三才杂字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57：W1/084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6。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18 厘米，宽 10.8 厘米。楷书 6 行，行

10 字。第 5行 8字分别由手书的两长方形框框起。 

杂字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6：W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7。内蒙古黑

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6厘米，宽 4.2 厘米。存字 2行，计 8字。 

新集碎金置掌文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6：W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8。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9.5 厘米，宽 10 厘米。楷书 6行，

行 3~5 字。 

新集碎金置掌文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83H：7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09。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7.5 厘米，宽 5.5 厘米。楷书 4

行，行 3~8 字。 

皇姓嵬名题款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9：W100/063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0。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15 厘米，宽 9厘米。

楷书大字 2行，大字下方有画押。 

辰年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35：W74/202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1。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15 厘米，宽 13.5 厘米。行书 6 行，行

6~10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55：W4/210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2。内

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18.5 厘米，宽 22 厘米。草书 8 行，残长

行 12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79：W8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3。内蒙古黑

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残高 27.5 厘米，宽 25.5 厘米。行书 10 行，残长行 18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79：W89/102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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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25 厘米，宽 10 厘米。楷书 4 行，

行 17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209：W64/236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5。内

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10.5 厘米，宽 11.5 厘米。行书 2

行，计 15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9：W68/060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6。内

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19.5 厘米，宽 11.5 厘米。草书 4 行，行

10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9：W99/063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7。由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21 厘米，宽 11.5 厘米。草书 6 行，行

14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83H：5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8。内蒙古黑

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10 厘米，宽 8厘米。楷书 2行，计 9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83H：7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19。内蒙古黑

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7.8 厘米，宽 3.5 厘米。草书 2 行，计

8 字。 

文书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T15：W1/296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20。内蒙

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15.5 厘米，宽 16.5 厘米。草书 7行，

行 4~6 字。 

历书残页  西夏文·汉文合壁写本。原藏编号 F5：W10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21。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残高 14 厘米，残宽 3.5 厘米。大小字相间，存

24 字。 

佛顶心陀罗尼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F6：W11a，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22。内

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经折装。高 18.1 厘米，宽 8.2 厘米。上下单栏，栏

高 14.4 厘米。2面，面 6行，行 14 字。 

新刻慈悲忏法封面经名题签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F6：W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23。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单页。残甚。高 10.8 厘米，宽 5.6

厘米。存“新刻慈悲忏”5字。 

圣胜慧集颂经上卷封面题签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F245：W1/2498，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M21·024。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6 厘米，宽 3.5

厘米。存“圣胜慧集颂”5字。 

 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T15：W1/296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25。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22.5 厘米，宽 17.5 厘米。

上下双栏，高 16.3 厘米。存 12 行，行 16 字。页面中有“卍”字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二十三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F17：W7/0535，中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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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献编号 M21·026。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 27.5 厘米，

宽 12.5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3 厘米。存 6行，行 18 字。页面右侧有汉字“大若二百二十

三巳”字样。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F6：W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27。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11.5 厘米，宽 7.5 厘米。上单栏。

存 6行，残长行 12 字。 

西夏文佛经残片  西夏文刻本，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计 60 件，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28 至 M21·085，除个别为残页外，其余大部分为一二字或三五字

的残屑。 

西夏文佛经残片  西夏文活字本，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计 52 件，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86 至 M21·137，大部分为数字或十多字残屑。 

佛经残页  西夏文活字本。原藏编号 F177：W1/218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095。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蝴蝶装。高 28.1 厘米，宽 36.9 厘米，栏高 21.5

厘米。1页左右 2面，四周双栏。版口上、中、下三处有字，上部西夏文 1字（不清），似为

“行”字，中间西夏文 1字不清，下部为汉文页码“二十六”。左右两面，各 9 行，行 20 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六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无，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M21·138。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高22.5厘米，宽17厘米。下

单栏，存9行，残长行16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9：W10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39。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2 页。残甚。一页高 4 厘米，宽 3.4

厘米，下单栏。存 3行 5字；另一页高 4.8 厘米，宽 2.8 厘米，上单栏。存 3行 5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79：W2/093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0。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2残页。一页高 11 厘米，宽 8.2 厘米。

存 3行，残长行 7字；另 1页高 10.8 厘米，宽 8.5 厘米。正文存 3行，残长行 7字；另首行

前有 1行 4小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十一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93：W2/2236、F193：W1/2235，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1。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经折装。高 27.2

厘米，宽 5.7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22.3 厘米，栏内有竖行线。4残面。除第 3面第 1行 18

字外，其余行 17 字。第 3残面存 1行 2字。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6：W45，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2。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28

厘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21 厘米。存 5行。 

大般若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9：W5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3。内蒙

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3页，残甚。最大页高 29.5 厘米，宽 4厘米。上下单

栏，栏高 24.2 厘米。存 2 行，行 17 字；最小页高 6.4 厘米，宽 4.8 厘米。下单栏。存 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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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字。 

大般经第五会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9：W5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4。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32 厘米，宽 6.2 厘米。上下单栏，

栏高 24.5 厘米。存 4行，行 17 字。  

陀罗尼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228：W2-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5。内蒙

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3 页。残甚。1 页高 22.6 厘米，宽 1.3 厘米，草书 1

行 31 字；2页高 23.4 厘米，宽 1.4 厘米，草书 1行 33 字；3页高 23 厘米，宽 1.5 厘米，草

书 1行 32 字。 

陀罗尼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228：W5-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6。内

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7页。残甚。最大页高 22 厘米，宽 6.6 厘米，草书

2行，行 12 字；最小页高 19.1 厘米，宽 7.2 厘米，草书 3行，行 15 字。 

佛经要语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3：W7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7。内蒙

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9.8 厘米，宽 14 厘米，行书 9行，残

长行 18 字，首行末尾有一汉字“七”字。 

大悲总持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6：W2b，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8。内蒙

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16 厘米，宽 8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3.6 厘米。存 6行，行 9字。 

佛经封面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255：W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9。内蒙古黑

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高 13.5 厘米，残宽 7厘米，封面题签 6字。 

妙法观音普门品经封面  西夏文写本。原藏无编号，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50。内

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22.4 厘米，宽 10.5 厘米，封面存

9字，为妙法观音普门品经卷题签。 

僧人名单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W60/006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51。内蒙

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25 厘米，宽 15 厘米，草书 5 行，行

18 字。 

西夏文佛经残片  西夏文写本。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计 71 件，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47 至 M21·222。其中原编 F5：W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154）

高 22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8 厘米，行书 9 行，行 19 字。原编号 F43：W11（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M21·181）有 11 残页，每页 5行。原编号 F13：W70a（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218），

单页，高 19 厘米，宽 12.5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5 厘米，正文存 7 行，行 11 字，另有题

跋 1行。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6：W3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1·223。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甚。高 20.3 厘米，宽 9.8 厘米，上下单

栏，栏高 15.3 厘米。存 6行，行 16 字。 

大方广佛华严经·光明觉品第九卷首残页  汉文刻本。原藏编号 F14：W13，中国藏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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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编号 M21·224。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高 26.5 厘米，

宽 16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3 厘米。正文存 7行，行 15 字。 

绢帛文字残页  西夏文写本。原藏编号 F155：W2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22·001。由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单页。残。高 27.5 厘米，宽 12.5 厘米。存 1 行

3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AE188  zhi2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31·001。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额济纳旗文管所藏。蝴蝶装。残甚。残卷高 18.5

厘米，长 11.9 厘米。四周单栏。无封面、卷首及卷尾，中存 7 面，面 7 行，行 17 字。版心

有表示卷次的汉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AE189  zhi2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31·002。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额济纳旗文管所藏。蝴蝶装。残存 2 面。上下单

栏，左右双栏。面 7 行，行 17 字。版心上部有西夏文经名简称“金刚”2 字，下部有表示页

码的汉字。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  西夏文刻本。原藏编号 AE187 zhi2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31·003。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额济纳旗文管所藏。经折装。残甚。残卷高 22 厘

米，长 56.5 厘米。上下双栏。无封面、卷首及卷尾。中存 5面，面 6行，行 14 字。 

佛经残页  西夏文木刻印本。单页。高 14.1 厘米，宽 10.2 厘米。下有双栏，右有竖栏，

似为蝴蝶装版心线。存西夏文字 6行，行残存 12 字。据印刷文字和版式特征看，应为泥活字

印本。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新疆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藏。 

 

二  非纸质文献部分 

 

（一） 碑志文 

 

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八月十八日立石。持节都督夏州

诸军事、夏州节度使郑宏之撰，洛阳县尉郑崿书。1965 年出土于陕西横山县韩岔乡元岔洼村，

藏于农民家中。2003 年 3 月征集入藏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32·001。 

志、盖均为青石质，盖盝顶式，正方形，边长各 90 厘米，厚 10 厘米。盖面篆书“唐故

拓跋府君墓志铭”9 字。盖阴刻文 13 行，行 13 字，正书。尾述“志石刊了，加赠鸿胪，故

镌之于盖”。志石正方形，边长各 90 厘米，厚 10 厘米。志文 35 行，满行 36 字，楷体中偶尔

间以草体字。四侧刻有十二生肖间宝相花纹。 

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  唐乾宁二年（895）立石。定难军节度判官李潜撰。

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华家洼林场出土，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S42·001。 

 - 124 - 



盖佚，志砂石质。正方形，边长各 77.5 厘米，厚 11.5 厘米。志文楷书，38 行，行 41

字。记述黄巢起义军进长安后，志主追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应诏“靖难”，“应对顾问，亦不

离其前；传呼号令，亦皆承其命”。被喻为“蜀先主得孔明”。 

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文  后唐长兴元年（930）十月十九日立石。绥州军事判官大理评事

张少卿撰。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拱盖梁村出土，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S52·001。 

志、盖均砂石质，盖盝形，边长各 54 厘米，厚 16 厘米。盖面无文，杀面阴刻八卦图。

志石正方形，边长各 53 厘米。志文楷书，19 行，行 19 至 22 字不等。志文叙述破丑氏为“元

魏灵苗，孝文盛族，天麟表瑞，沼凤腾芳”。彰显其“三从顺道，四德奉亲”。 

大晋故定难军摄节度判官毛汶墓志铭  后晋天福七年（942）九月九日立石。押衙兼观察

孔目官牛渥撰，押衙杨从溥书，都料娥景稠镌。陕西靖边县红墩界乡圪坨河村出土，榆林市

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32·002。 

志、盖均砂石质，盖盝形，长 69 厘米，宽 70 厘米，厚 13 厘米。盖面篆书“荥阳郡毛公

墓志之铭”。杀面阴刻八卦图。志石正方形，边长各 68.5 厘米，厚 11 厘米。志文楷书，30

行，满行 33 至 36 字。叙志主“久参夏府，两世光晖”。 

大晋国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  后晋天福八年（943）四月二十五日立石。

银州营田判官王卿撰。1994 年出土于陕西靖边县红墩界乡华家洼林场。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42·002。 

志、盖砂石质。盖盝形，长 49 厘米，宽 56 厘米，厚 15.3 厘米，盖面篆刻“南阳郡何公

墓志之铭”。杀面阴刻八卦图。志石呈横长方形，长高 53 厘米，宽 59 厘米，厚 14 厘米。志

文楷书，27 行，行 29 字。 

大晋故定难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  后晋天福八年（943）七月十四日立石。观察孔目官

牛渥撰，押衙杨从溥书，石匠娥景稠镌。陕西横山县雷龙湾乡郑安峁村南 15 公里处出土，榆

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32·003。 

志、盖均砂石。盖盝形，边长各 66 厘米，厚 15 厘米。盖文篆书“彭城郡刘公墓志之铭”。

杀面阴刻八卦图。志石正方形，边长各 66 厘米，厚 13 厘米。志文楷书，34 行，满行 36 字，

叙述墓主“忘家去难，与国分麾”，“乾化元年（911），重修城垒，固护军州，板筑左厢，数

旬功就”。长兴四年（933）年，后唐明宗伐夏，“军府重围”，墓主“请权兵把截四面，师徒

抽退，土庶获安”。 

大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  后晋开运三年（946）二月五日立石。银州防御判官齐峤撰，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拱盖梁村出土，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S52·002。 

志、盖均砂石。盖盝形，边长各 64 厘米，厚 13 厘米，盖面楷书“故陇西李公墓志之铭”。

杀面阴刻八卦图。志石正方形，边长各 64 厘米，厚 11 厘米，志文楷书 30 行，满行 36 字。

志称李仁宝“乃大魏道武皇帝之遐胤也，自仪凤（676~678）初迁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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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二月立石。摄节度判官毛

汶撰，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十里梁出土，乌审旗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M42·001。 

志石高 81.5 厘米，宽 82 厘米，志文楷书，33 行，行 33 字。墓主“望重华族，德光清

节”，为“故虢王（李仁福）之贵室，今元戎相国之令亲”。有男 5人，即彝殷、彝谨、彝氲、

彝超、彝温。 

大汉故沛国郡夫人（李彝谨妻）里氏墓志铭  后汉乾祐三年（950）年立石。摄节度推官

刘梦符撰，押衙充随使孔目官杨从溥书，石匠刘敬万镌。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

乡）十里梁出土，乌审旗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42·002。  

志石正方形，高宽各 79 厘米，志文楷书，37 行。墓主父皇甫讹移，曾任延州水北教练

使兼南山开道指挥使，妣拓跋氏。夫绥州刺史李彝谨，育有五子三女，长子李光琇，“娶破丑

氏之女”。 

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  后周广顺二年（952）立石。节度判官郭峭撰，节度押衙充随使

孔目官杨从溥书，都料匠刘敬万镌。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十里梁出土，乌

审旗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42·003。 

志石正方形，长宽各 77 厘米，志文楷书，36 行，满行 38 至 40 字。叙墓主李彝谨为“后

魏之莘系焉”，守绥州时，“劝课耕业，修崇廨署，减俸财而添济，勉工役于劬劳。虽土木暂

兴，致金汤永固”。 

故绥州太保夫人祁氏神道志  后周显德年（955）年立石。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

林河乡）十里梁出土，乌审旗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42·004。 

盖佚，志石高 64 厘米，宽 63 厘米，绥州军事判官撰。志文楷书，23 行，满行 26 字左

右。叙述墓主三从四德，亲族敬爱。子李光璘，阅礼敦书，通明浚爽。 

故大宋国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  北宋乾德四年（966）闰八月十三日立石。摄

定难军节度馆驿巡官郭贻撰。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圪坨河村出土，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32·004。 

志、盖均砂石。盖盝形，边长各 57 厘米，厚 17 厘米，盖面篆书“太原郡康公墓志之铭”。

杀面阴刻八卦图。志石正方形，边长各 58 厘米，厚 11 厘米。志文楷书 33 行，满行 38 字。

记志主康公投效夏王以来，“亡（忘）身为主”，从安塞副兵马使一步步爬到“名列上将”的

显赫地位。 

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  北宋开宝二年（969）十一月十一日立石。摄节度掌书

记郭贻撰。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伍梁沙村出土，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中国藏

西夏文献编号 S32·005。 

志、盖均砂石。盖盝形，边长各 67 厘米，厚 11.5 厘米，盖面篆刻“南阳郡何公墓志之

铭”。杀面阴刻八卦图。志石为长方体，长 68.4 厘米，宽 66.6 厘米，厚 11 厘米。志文为楷

书，35 行，满行 40 字。志主以医见长，曾祖“摄夏州医博士”，至志主“幼习家风，颇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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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愈威王之疾，已播良名”。清泰元年（934）“先王以医见重，奏授文林郎”，从此步步高

升，天福九年（944），“摄授观察衙推”，“内则以妙散神丸，供应上命；外则以文才武略，开

拓边封”。 

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  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十里梁出土，

乌审旗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42·005。 

盖、志砂石质，盝形盖，长 93.5 厘米，宽 93.5 厘米，厚 15 厘米。盖面楷书 3 行，行

3 字：“陇西郡」李公墓」志之铭」”。杀面阴刻八卦图。志石高 98 厘米，宽 113 厘米，厚 13

厘米。志文楷书，42 行，满行 60 字左右。  

大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立石。内蒙古乌审旗

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十里梁出土，乌审旗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42·006。摄

节度掌书记郭正撰，押司官郑继隆书，石匠都料娥敬万镌。 

碑高 98 厘米，宽 100 厘米，碑文楷书，30 行，行 41 至 47 字。记志主“本后魏之苗裔

也”，曾祖韩王李仁福，祖夏王李彝殷，父侍中李克睿，志主乃克睿长嫡，名讳继筠，父李克

睿卒，继任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十九日辰时薨于正衙”，“享年二十又三”。 

大宋国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立石。内蒙古乌审

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十里梁出土，乌审旗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42·007。

摄节度掌书记郭正撰，押衙官张□□书，石匠娥知进镌。 

盖、志砂石质，盝形盖，长 76.5 厘米，宽 75 厘米，厚 12 厘米。盖面篆书 3行，行 3字：

“陇西郡」李公墓」志之铭」”。志石高 77 厘米，宽 75 厘米，厚 8厘米。志文楷书，22 行，

满行 23 字。  

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  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立石。原藏凉州（今甘

肃省武威市）大云寺内，现藏武威市文庙内。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2·001。 

碑高 250 厘米，宽 90 厘米，两面刻文，阳面刻西夏文，碑额西夏文篆书“敕感应塔之碑

铭”，正文楷书 28 行，满行 65 字。阴面刻汉文，碑额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

正文楷书 26 行，满行 70 字。两面碑额各有一对线刻伎乐图。碑文主要记述重修感应塔之盛

况。其中有关西夏国名、帝号、纪年、官制、农耕、工商、阶级关系等方面的材料弥足珍贵。 

吴旗金夏划界碑  金正隆四年（1159）立石。陕西省吴旗县长官庙乡白沟村后梁山出土，

吴旗县文管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62·001。 

碑 3 块，第一块高 68 厘米，宽 46 厘米，厚 6.5 厘米。上部大字书“韦娘原界堠”5字。

下部 3 行小字，从右至左分别为“正隆四年五月”“宣差兵部尚书光禄”“分画定”。 第二块

高 65 厘米，宽 54 厘米，厚 4 厘米。上部大字书“界堠”2 字。下部 3 行小字，从右至左分

别为“正隆四年五月”“宣差兵部尚书光禄”“分画定”。 第三块高 65 厘米，宽 46 厘米，厚

4 厘米。上部大字书“界堠”2 字。下部 3 行小字，从右至左分别为“正隆四年五月”“宣差

兵部尚书光禄”“分画定”。 

西夏黑水建桥敕碑  西夏乾祐七年（1176）立石。张世恭书，安善惠刊。原在甘肃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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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市城西十里黑河东岸的下龙王庙，现藏张掖市博物馆。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42·001。 

碑高 115 厘米，宽 70 厘米，阳面是汉文，楷书 13 行，满行 30 字。阴面是藏文，21 列，

已漫漶过半。两面碑额均无字，各线刻一对托盘侍女像，周边饰线刻卷云纹图案。汉、藏碑

文内容相同，记载夏仁宗对黑水诸神发布敕命，以求水患永息，桥道长久。 

闽宁村西夏墓二号碑亭残碑块  宁夏银川市西南 40 公里处西夏墓二号碑亭出土。宁夏文

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2·001。二号碑亭出土石碑残块较少，

共 16 块，1字以上者 10 块，均为砂岩。碑文汉字楷书，每字 3厘米见方。有“大夏故中”“臣

闻野利”“武帝”等字样。 

闽宁村西夏墓七号墓残碑  宁夏银川西南 40 公里处西夏墓七号墓室出土，砂石质。宁夏

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夏博物馆收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2·002。其中一块篆书碑额残块，

每字约 9厘米见方。楷书残块有大小字两种，大字约 3厘米见方，小字约 2~2.3 厘米见方。 

闽宁村西夏墓三、四号碑亭残碑  宁夏银川市西南 40 公里处西夏墓三、四号碑亭出土。

砂石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1。共 202 块，

最大者宽 17.6 厘米，高 11.5 厘米，多存半个字，存 1至 3字者 88 块，3至 5字者 21 块，5

字以上者仅 7 块，存字最多者为 14 字。汉文楷书，每字约 2 厘米见方。有“郎度推官”“郎

张陟撰”“武皇”“副兵”“淳化”“祥符”等字样。 

3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988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98XL3XB，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1。灰砂岩质。破碎，均为不规则形，共计 711 块。最大高 23

厘米，宽 41.5 厘米，存 8行 7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4厘米，宽 3.5 厘米。字体苍劲

古朴，碑文描金，碑边纹饰描绿彩。 

3 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98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87YXL13XB，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2。灰砂岩质。破碎，均为不规则形，共计 360 块。

最大高 9厘米，宽 20.5 厘米，存 5行 5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4厘米，宽 3厘米。字

体遒劲，刀法工整。 

5 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97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0X，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3。红砂岩质，石质较粗，风化较重。破碎，共计 63 块，均为

不规则形。最大高 29.5 厘米，宽 28 厘米，存 7行 31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2.6 厘米，

宽 2.5 厘米。雕刻工整，字体清秀。 

5 号陵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197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0D，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4。红砂岩质，石质较粗，风化较重。破碎，共计 26 块，均为不

规则形。最大高 32 厘米，宽 31 厘米，存 7行 27 字。阴刻汉文篆、楷两种字体，碑额篆书，

仅存 1块。每字高 8.5 厘米，宽 8厘米。碑文楷书，每字高 3厘米，宽 2.5 厘米。雕刻工整，

字体清秀。 

6 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974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

物馆藏。原藏编号 H.C.M8:C.C:I，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5。6 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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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两种文字残碑，灰砂岩质。破碎，均为不规则形，西夏文 388 块。最大高 24 厘米，宽

27.5 厘米，存 7 行 20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4 厘米，宽 3.5 厘米。刻工有力，字体

雄健粗放，碑面呈黑色。 

6 号陵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1974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

馆藏。原藏编号 H.C.M8:C.B:H，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6。破碎，均为不规则形。灰砂

岩质。321 块，最大高 20.5 厘米，宽 24.5 厘米，存 6行 15 字。阴刻汉文楷书，每字高 3厘

米，宽 2.5 厘米。书写工整，笔画纤细，碑面呈黑色。 

6 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大字残碑  1974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

区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8E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7。 残碑破碎，均为不规则形。

灰砂岩质，共计 48 块。有大小两种字体，大字残碑最大高 25.5 厘米，宽 22 厘米，存 6 行

21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4厘米，宽 3.5 厘米。笔力遒劲，刀法粗放。 

6 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小字残碑  1974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8E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8。灰砂岩质。破碎，均为不规则形，共计 290 块。最大

高 39.5 厘米，宽 33 厘米，存 7行 27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边长 2.5 厘米。字体笔画纤

细，字距与行距较宽。 

7 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篆书残碑碑额  1975 年发掘出土。原藏编号 M2W：1240~1258，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9。灰砂岩质。破碎，计 19 块，均为不规则形。残碑有篆、楷

两种字体，篆体残碑笔画曲屈婉转，线条圆润流畅，每字高 7 厘米，宽 6 厘米。拼对起来为

一方篆体碑额，共 4 行，每行 4 字，共计 16 字。释“白高国大（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

皇帝/寿陵志文”。 

7 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975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宁夏

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原藏编号 M2W，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0。灰砂岩质。破碎，均为

不规则形，共计 1265 块。最大高 49 厘米，宽 46 厘米，存 11 行 35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

字高 3.5 厘米，宽 3 厘米。文字描金，有的笔画内金色犹存。字体方正饱满，端庄严整，刀

工娴熟。 

7 号陵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1975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宁夏博物馆藏。原藏

编号 M2E，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1。灰砂岩质。破碎，均为不规则形，共计 510 块。

最大高 60 厘米，宽 17 厘米，存 5行 32 字。阴刻汉文楷书，每字高 3.5 厘米，宽 3厘米。字

体遒劲有力，端庄严谨，刻工娴熟。 

8 号陵西碑亭采集西夏文大字残碑  1972 年采集，宁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 台 1，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2。灰砂岩，石质较粗。共有大小两种字体，大字残碑 2块，其中

大者高 25 厘米，宽 21 厘米，存 2 行 5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4 厘米，宽 3 厘米。笔

力苍劲，刀法粗放。 

8 号陵西碑亭采集西夏文小字残碑  1972 年采集，宁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 台 1-台 4，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3。灰砂岩质。8号陵西碑亭采集西夏文小字残碑计 45 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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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1.5 厘米，宽 34 厘米，存 6行 18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2.5 厘米。字体笔画纤细，

字距与行距较宽。 

8 号陵西碑亭采集汉文残碑  1972 年采集，宁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 台 1，中国藏西

夏文献编号 N42·014。8 号陵西碑亭采集汉文残碑计 2 块，最大高 17 厘米，宽 13 厘米，存

4行 8字。阴刻汉文楷书，每字高 3厘米，宽 2.5 厘米。字体瘦劲。 

M177 陪葬墓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97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01X，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5。M177 是一座大型陪葬墓，有东、西两座碑亭，两座

碑亭出土墓碑均为阴阳两面刻字，夏、汉合璧。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为红砂岩，石质较粗，

风化严重，破碎，呈不规则形。共计 20 块，最大高 11 厘米，宽 15.5 厘米，存 5行 6字。阴

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2厘米，宽 1.6 厘米。字体方正，字迹较小。 

M177 陪葬墓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197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01XH，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6。M177 陪葬墓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破碎，均为不规则

形，共计 15 块。红砂岩，石质较粗，风化严重。最大高 34.5 厘米，宽 24.5 厘米，存 7 行

32 字。阴刻汉文楷书，每字高 1.5 厘米，宽 1.4 厘米。字体方正，字迹较小。 

M177 陪葬墓东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97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01D，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7。M177 陪葬墓东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破碎，均为不规

则形，共计 55 块。灰砂岩质。最大高 22.5 厘米，宽 17 厘米，存 5 行 18 字。阴刻西夏文楷

书，每字高 2厘米，宽 1.6 厘米。字体方正，字迹较小。 

M177 陪葬墓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197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M101D，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8。M177 陪葬墓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破碎，均为不规则

形，共计 26 块。灰砂岩质。最大高 14 厘米，宽 18 厘米，存 3行 7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

字高 2厘米，宽 1.6 厘米。字体方正，字迹较小。 

M182 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975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宁夏博物馆藏。原藏编

号 P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19。M182 有碑亭一座，出土墓碑阴阳两面刻字，夏、汉

合璧。西夏文残碑破碎，均为不规则形，共计 133 块。灰砂岩质。最大高 53 厘米，宽 41 厘

米，存 17 行 381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2厘米，宽 1.6 厘米。字体方正。 

M182 碑亭出土汉文篆书残碑  1975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P8，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20。M182 碑亭出土汉文篆书残碑破碎，均为不规则形，共计 12 块。

灰砂岩质。最大高 13.2 厘米，宽 10 厘米，存 1 行 1 字。阴刻汉文篆书，每字高 8.5 厘米，

宽 7.5 厘米，应为碑额。 

M182 碑亭出土汉文楷书残碑  1975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P8，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21。M182 碑亭出土汉文楷书残碑破碎，均为不规则形，共计 216 块。

灰砂岩质。最大高 33 厘米，宽 22.5 厘米，存 9行 96 字。阴刻汉文楷书，每字高 2厘米，宽

1.6 厘米，字体方正饱满。 

M161 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1972 年试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P9，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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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22。M161 西碑亭出土残碑破碎，均为不规则形，共计 18 块。青灰砂

岩质。最大高 15.5 厘米，宽 14 厘米，存 4行 13 字。阴刻汉文楷书，每字高 3厘米，宽 2.5

厘米。书写较随意，略带隶书笔意。 

西夏陵区采集西夏文残碑  1971 年至 2005 年，在西夏陵区部分帝陵、陪葬墓碑亭遗址

采集，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P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23。分西夏文、汉文两

种，计 108 块。有灰砂岩，也有红砂岩，均破碎为不规则形。其中西夏文残碑 28 块，最大高

27 厘米，宽 18.5 厘米，存 3行 6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有 6种字形。 

西夏陵区采集汉文残碑  1971 年至 2005 年，在西夏陵区部分帝陵、陪葬墓碑亭遗址采

集，银川西夏博物馆藏。原藏编号 P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23。共计 80 块，最大高

21.3 厘米，宽 24.6 厘米，存 3行 11 字。阴刻汉文楷书，有 9种字体。 

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出土西夏文残碑  1986 年、198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

原藏编号 87XLT，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25。均为不规则形碎块，灰砂岩质。最大 1 块

高 14 厘米，宽 14 厘米，存 3 行 6 字。阴刻西夏文楷书，每字高 3 厘米，宽 2.5 厘米。字体

方正，刻工娴熟。 

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出土汉文残碑  1986 年、1987 年发掘出土，银川西夏博物馆藏。

原藏编号 87XLT、T3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26。2 碎块，灰砂岩质。最大高 4.5 厘米，

宽 4.5 厘米。阴刻汉文楷书，每字高 3厘米，宽 2.5 厘米。字体刚劲。 

贾敬颜藏西夏陵残碑  拓片史金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27。贾敬颜藏西夏陵

残碑 197 片，最大高 10 厘米，宽 21.5 厘米，存 4行 6字。均阴刻西夏文楷书，有 5 种字体，

古朴敦厚，遒劲有致。从字体与碑边纹饰风格看，部分与 3 号陵碑亭、6 号陵碑亭出土西夏

文残碑相同。 

敦煌莫高窟六体真言碑  元至正八年（1348）立，敦煌莫高窟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1。碑高 81 厘米，宽 60 厘米，上刻六臂坐式观音一尊，周围有梵、藏、汉、西夏、

八思巴、回鹘六种文字，内容为“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碑刻下方列有党项等民族施主

姓名。 

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  元至正十年（1350）立，方柱体，保定市莲池

公园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B12·001。碑由欧阳玄撰文，苏天爵书丹，记载唐兀人老索

家族四代从蒙古罕国至元末的征战与仕宦情况。 

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立石。1983

年在河南省濮阳县东柳屯镇杨什八郎村发现，现藏杨氏家族集资修建的碑亭内。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HN12·001。青石质，呈四方柱形。碑首为盖顶式，碑座为莲花座。碑身高 177 厘

米，面宽 66~68 厘米，通高 320 厘米。碑文隶书，四面书写，72 行，满行 42 字。元集贤大

学士潘迪撰文并书丹。记述来自贺兰山下西夏遗民唐兀氏随蒙古征战，最后定居河南濮阳的

历史。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立石。1962 年从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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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门洞壁内拆出，酒泉市文化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52·001。无碑额，一分为二作

两长方体石柱状。碑高 236 厘米，宽 91 厘米，厚 30 厘米，碑阳汉文 24 行，每行字数不等。

碑阴回鹘文 32 行。碑阴长期外露，磨损甚残，回鹘文字迹难辨。碑阳嵌于墙内，磨损较少，

但因石质粗劣，字迹亦不清晰，然大部分尚可辨认。肃州碑记录一个党项（唐兀）家族自西

夏灭亡至元朝末年 130 多年间，历六代（13 人）的职官世袭及其活动。 

明故忠义官李仲墓志铭  青石质，正方形，边长 65 厘米，厚 15 厘米。1968 年发现于河

南洛阳新安县南李村乡十甲里村李氏坟茔，现藏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HN22·001。志称墓主李仲为西夏第七位皇帝李安全之后。 

 

（二）石刻 

 

西夏陵石雕人像碑座题刻  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 6 号陵（原 8 号陵）东碑亭遗址出土，

宁夏博物馆藏。原编号 7033NK3·55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001。砂石质，圆雕人像，

近似正方体。长 65 厘米，宽 67.7 厘米，高 57 厘米。碑座顶部一角阴刻西夏文 3 行 17 字，

右起第一行释“小虫旷负”； 第二行释“志文支座”； 第三行释“瞻行通雕写流行”。碑座背

面竖刻汉文“砌垒匠高世昌”。 

西夏陵石经幢  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 6 号陵盗坑出土，银川市西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

夏文献编号 N42·002。青灰砂石质，八面柱体。高 33 厘米，直径 35 厘米。上下各有圆柱形

榫头。幢石 8 面刻文，从右到左依次为：药王菩萨摩  萨；药上菩萨摩  □；无边身菩萨摩

□□；越三界菩萨摩  萨；□□□菩萨摩  萨；观世音菩萨摩  萨；大势至菩萨摩  萨。 

炳灵寺石刻西夏文题记  在甘肃省炳灵寺石窟第 168 号窟外南侧。题记长 115 厘米，雕

刻西夏文 9字。西夏文题记左侧刻汉文“冯藏人”3字。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62·001。 

贺兰山岩画西夏文题记  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北约 60 公里处的贺兰山沟口。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N52·001。在一幅人面岩画的右侧，刻有西夏文题记，汉译为“能昌盛正法”。左上

方刻西夏文“五”字。 

阴山岩画西夏文题记  内蒙古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地区的岩画中，有蒙文、藏文、西夏文

等少数民族文字题记，其中西夏文题记释“黑石”二字。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62·001。 

大麦地岩画西夏文题刻  位于宁夏中卫市北。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62·001。在东西 50

公里，南北 25~30 公里的山谷中，分布着大量岩画。其中大麦地岩画里面，有一幅刻西夏文

“福”字。 

居庸关云台西夏文石刻  元至正五年（1345）刻，位于北京居庸关过街门洞内。有西夏、

汉、藏、梵、八思巴、回鹘六种字体，内容为《陀罗尼经》和经题，场面十分宏大。中国藏

西夏文献编号 B62·001。 

圣容寺六体石刻  位于甘肃省永昌县城西北 10 公里的圣容寺（后大寺）北山壁。中国藏

西夏文献编号 G72·001。石刻内容为佛教六字真言，用吐蕃、汉、八思巴、西夏、回鹘、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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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种文字雕刻。 

保定西夏文经幢  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石。为保定北郊西什寺寺主超度亡灵所立，

保定市莲池公园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B12·002。两幢形制相同，由顶盖、幢身、幢座

三部分组成，平面作八角形。一号幢顶盖高 42 厘米，幢身高 158 厘米，座高 63 厘米，通高

263 厘米。二号幢顶高 36 厘米，幢身 143 厘米，座高 49 厘米，通高 228 厘米。幢文内容为

西夏《佛顶尊胜陀罗尼》，此外，还用西夏文、汉文镌刻建幢时间、地点、建幢人，以及数十

个党项与汉族施主的姓名。这是迄今所知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晚的西夏文石刻。是研究西夏

文字使用和西夏遗民的珍贵材料。 

 

（三）砖题记戳印 

 

西夏陵戳印字砖  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 160 号墓碑亭采集，银川市西夏陵博物馆藏。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42·003。两种，一种长 38.5 厘米，宽 26 厘米，厚 8 厘米，青灰色，砖

面压印沟状绳纹，中间戳印“良”“光”“黄”“任”“李”“月”“牛”“主”等，当为制造者姓

氏。一种长 33 厘米，宽 16 厘米青灰色，中间戳印“天”字。 

拜寺沟方塔戳印字砖  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遗址出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中国

藏西夏文献编号 N22·003。4 种 12 件，长 30~33 厘米，宽 17~18 厘米，厚 5~5.5 厘米，砖上

戳印不同的“李”字。 

贺兰县宏佛塔戳印字砖  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贺兰县文物管理所藏。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N102·001。沟纹砖，有大小两种。大砖长 47 厘米，宽 39.5 厘米，厚 8.5 厘米；

小砖长 39 厘米，宽 39 厘米，厚 7.5 厘米。大部分砖戳印“固”字，少量砖戳印“沉泥”

二字。 

韦州康济寺塔西夏文题记砖  宁夏同心县韦州康济寺塔出土，同心县文物管理所藏。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82·001。4 块，第一块长条形，长 32 厘米，宽 17 厘米，厚 6.5 厘米，

墨书西夏文姓名 5字；第二块正方形，边长 35 厘米，厚 7厘米，墨书西夏文姓名 6字；第三

块正方形，边长 35 厘米，厚 7 厘米，墨书西夏文姓名 4 字；第四块正方形，边长 33 厘米，

厚 6.5 厘米，墨书西夏文姓名 2竖行。 

 

（四）墙壁题记 
 

敦煌莫高窟第 7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3。敦煌莫高窟

第 7窟东壁北侧宋代供养比丘榜题上西夏文发愿文 1行，高 11 厘米，宽 1.8 厘米。刻画 6字，

保存完好。 

敦煌莫高窟第 57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57（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4。敦

煌莫高窟第 57 窟存西夏文题记 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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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室东壁北侧南西夏文字 1个，高 2.5 厘米，宽 2厘米。墨书，残存模糊。 

2．甬道北侧第一身供养人榜题内西夏文发愿文 1 行。行高 30 厘米，宽 3 厘米。刻画 10

字，保存完好。 

3．甬道北侧第二身供养人榜题内西夏文发愿文 2行。左行高 15 厘米，宽 3厘米，刻画，

存 5字；右行高 9厘米，宽 3厘米，刻画，存 3字，保存基本完好。 

4．甬道北侧第二身供养人下部西夏文发愿文 1 行。行高 30 厘米，宽 6 厘米，刻画，存

5字，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61（1~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5。

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存西夏文题记 13 处： 

1．甬道南壁炽盛光佛像后（西）比丘尼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 行，行高 22 厘米，宽 7 厘

米。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存 11 字，汉文录文“扫洒尼姑播杯氏愿月明像”，均保存完好。 

2．甬道北壁上部西数第一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2 厘米，宽 6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较模糊，残存 7字，汉文录文“助缘僧翟嵬名九像”，均保存完好。 

3．甬道北壁下部西数第一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2 厘米，宽 6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存 7字，汉文录文“助缘僧杂谋惠月像”，均保存完好。 

4．甬道北壁上部西数第二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2 厘米，宽 6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模糊，残存 2字，汉文隐约可见，录文“助缘僧……像”。 

5．甬道北壁下部西数第二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 行，行高 19 厘米，宽 5.5 厘

米。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存 6字，汉文录文“助缘僧画惠嵩像”，均保存完好。 

6．甬道北壁下部西数第三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3 厘米，宽 5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模糊不见，汉文隐约可见，录文“助缘僧讹特惠□像”。 

7．甬道北壁上部西数第三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1 厘米，宽 6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存 7字，汉文录文“助缘僧嵬名智海像”。 

8．甬道北壁下部西数第四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2 厘米，宽 6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模糊，隐约存 6字。汉文漫漶，残存“助缘僧……像”。 

9．甬道北壁上部西数第四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1 厘米，宽 5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存 6字，汉文录文“助缘僧吴惠满像”。 

10．甬道北壁上部西数第五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2 厘米，宽 6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模糊，残存 4字，汉文录文“助缘僧梁惠觉像”，保存完好。 

11．甬道北壁下部西数第五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2 厘米，宽 5厘米。

墨书，汉夏合壁，西夏文模糊，残存 6 字，汉文右半部漫漶，然尚能辨识，录文“助缘僧索

智尊之像”。 

12．甬道北壁上部西数第六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29 厘米，宽 8厘米。

似为墨书、汉夏合壁，模糊不清。 

13．甬道北壁上部西数第六身供养比丘榜题内西夏文榜题 1行，行高 14 厘米，宽 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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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书，残存 5字。 

敦煌莫高窟第 65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6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6。敦煌莫高

窟第 65 窟主室西壁龛南侧边饰上西夏文 1 行，行高 100 厘米，宽 3 厘米。墨书 60 字，保存

完好。记录甲丑年寺庙清沙情况。西夏文甲、乙 2字形近，“甲丑”当为“乙丑”之误。 

敦煌莫高窟第 97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9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7。敦煌莫高

窟第 97 窟主室北壁第二尊者像旁题西夏文 1行，行高 5厘米，宽 2.5 厘米。巡礼题款，墨书

2字，第一字清楚，第二字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196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196（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8。

敦煌莫高窟第 196 窟存西夏文题记 5处： 

1．甬道北侧西夏文题记 1行，行高 32 厘米，宽 2.5 厘米。刻画 14 字，发愿文，保存基

本完好。 

2．甬道南侧第一身供养人衣服上西数第一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29 厘米，宽 3 厘米。刻

画 10 字，发愿文，保存基本完好。 

3．甬道南侧第一身供养人衣服上西数第二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25 厘米，宽 2 厘米。刻

画 11 字，发愿文，保存基本完好。 

4．甬道南侧第一身供养人衣服上西数第四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20 厘米，宽 5 厘米。刻

画 4字，发愿文，保存基本完好。 

5．外室土碑上西夏文题记 1 行，行高 33 厘米，宽 4 厘米。刻画，残存 8 字，发愿文，

模糊不清。 

敦煌莫高窟第 237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237（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9。

敦煌莫高窟第 237 窟存西夏文题记 3处： 

1．门外甬道北侧西夏文 1行，行高 4.3 厘米，宽 2.2 厘米。刻画，2字，残存模糊。 

2．门内甬道南侧西夏文 1行，行高 6厘米，宽 2.5 厘米。刻画，2字，字迹模糊。 

3．门内甬道南侧下方西夏文 1行，行高 8厘米，宽 5厘米。刻画，1字，字迹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256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25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10。敦煌

莫高窟第 256 窟门南东壁供养人榜题上西夏文 1 行，行高 3 厘米，宽 2 厘米；刻画，1 字，

字迹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276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27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1。敦煌莫

高窟第 276 窟主室西龛佛座下西夏文 1行，行高5.5厘米，宽3厘米；墨书，2字，保存完好。 

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28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2。敦煌莫

高窟第 285 窟主室北壁西起第一个小禅窟北壁西夏文发愿文 1 方，高 19 厘米，宽 27 厘米。

墨书，10 行 82 字，保存完好。为雍宁乙未二年（1115）党项人酩布夏园等 8 人来寺庙烧香

的题记。 

敦煌莫高窟第 290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290（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3。

敦煌莫高窟第 290 窟存西夏文题记 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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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室南壁下部北魏供养比丘西夏文榜题 1 行，行高 23 厘米，宽 3 厘米。墨书，残存 9

字，字迹模糊。 

2．主室西壁北数第五身供养比丘西夏文榜题 1 行，行高 12.5 厘米，宽 2 厘米。墨书，

残存 8字，字迹模糊。 

3．主室北壁西数第八身供养比丘西夏文榜题 1 行，行高 14 厘米，宽 2 厘米。墨书，残

存 4字，字迹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297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29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4。敦煌莫

高窟第 297 窟甬道北侧西夏文 1行，行高 13 厘米，宽 5厘米。刻画，残存 2字，字迹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322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32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5。敦煌莫

高窟第 322 窟龛下北侧西夏文发愿文 1方，高 12 厘米，宽 25 厘米。墨书，6行 25 字，基本

完好。 

敦煌莫高窟第 340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34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6。敦煌莫

高窟第 340 窟甬道北侧西夏文发愿文 1 方，高 49 厘米，宽 5.1 厘米。墨书，3 行 55 字，保

存完好。为亥年嵬名智海修盖寺庙的题记。 

敦煌莫高窟第 395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395（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7。

敦煌莫高窟第 395 窟存西夏文题记 2处： 

1．主室东壁南侧西夏文 1行，行高 11 厘米，宽 4厘米。刻画，3字，保存完好。 

2．主室西壁龛下左角小身供养人上方西夏文 1 行，行高 8 厘米，宽 4 厘米。刻画，残存

2字，保存基本完好。 

敦煌莫高窟第 397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39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8。敦煌莫

高窟第 397 窟甬道南侧西夏文 1行，行高 18 厘米，宽 3厘米。刻画，残存 5字，字迹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444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44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19。敦煌莫

高窟第 444 窟外室窟檐北柱上西夏文 2行，行高 46 厘米，宽 6.5 厘米。巡礼题款，墨书，左

行 10 字，右行 16 字，保存完好。中有西夏号永安二年（1099）纪年。 

敦煌莫高窟第 445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44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0。敦煌莫

高窟第 445 窟甬道北侧西夏文 2 行，行高 9 厘米，宽 5.5 厘米。巡礼题款，刻画，7 字，模

糊不清。 

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464（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1。

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存西夏文题记 6处： 

1．外室西壁门南侧西夏文 1行，行高 65 厘米，宽 10 厘米。巡礼题款，粗笔墨书，5字，

残存左半边。 

2．外室南壁西端西夏文 2 行，行高 60 厘米，宽 18 厘米。巡礼题款，刻画，11 字，保

存基本完好。 

3．外室南壁西端稍东西夏文 3行，行高 28 厘米，宽 18 厘米。巡礼题款，刻画，字迹模

糊，隐约可见 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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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室西壁门北侧西夏文 1 行，行高 15 厘米，宽 9 厘米。巡礼题款，刻画，2 字，保

存基本完好。 

5．外室北壁西侧稍东西夏文 1 行，行高 30 厘米，宽 7 厘米。巡礼题款，刻画，5 字，

比较模糊。 

6．外室北壁西侧西夏文 3行，行高 25 厘米，宽 9厘米。巡礼题款，刻画，17 字，比较

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M465（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2。

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存西夏文题记 3处： 

1．前室南壁中部偏西西夏文 1行，行高 38 厘米，宽 4厘米。墨书，6字，保存完好。 

2．前室南壁中部西夏文 2行，行高 22 厘米，宽 9厘米。刻画，12 字，保存完好。 

3．外室南壁东端西夏文 4 行，行高 14 厘米，宽 11 厘米。刻画，4 行 12 字，左起前 3

行较完好，最右行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B51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B5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3。敦煌莫

高窟第 B51 窟前室南壁上部西侧西夏文 1行，行高 8厘米，长 58 厘米。土红色书写，5字，

1字清晰，其余残缺。 

敦煌莫高窟第 B180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B18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4。敦煌

莫高窟第 B180 窟后室东壁甬道口南侧西夏文 2行，行高 25 厘米，宽 14 厘米。刻画，5字，

比较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B199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B19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5。敦煌

莫高窟第 B199 窟西夏文题记 5处： 

1．北壁西边上部西夏文 1行，行高 5厘米，宽 1.5 厘米。墨书，3字，保存完好。 

2．北壁西边下部西夏文 2行，行高 7厘米，宽 4厘米。墨书，7字，保存完好。 

3．西壁南起第一处西夏文 1行，行高 24 厘米，宽 2.5 厘米。墨书，12 字，保存完好。 

4．西壁南起第二处西夏文 6行，高 16 厘米，宽 14 厘米。墨书，42 字，保存完好。 

5．西壁上部西夏文 2行，高 20 厘米，宽 16 厘米。墨书，残存 7字，比较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 B206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B206（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6。

敦煌莫高窟第 B206 窟西夏文题记 2处： 

1．后室北壁中部稍上西夏文 1行，行高 17 厘米，宽 5.5 厘米。墨书，模糊不清。 

2．后室西壁北部西夏文 1行，行高 25 厘米，宽 4.5 厘米。墨书，模糊，存 3字。 

敦煌莫高窟第 B208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B208（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7。

敦煌莫高窟第 B208 窟存西夏文题记 3处： 

1．后室西壁南部西夏文 2行，行高 21 厘米，宽 5.5 厘米。朱书，模糊，字体大小不一，

似存 9字。 

2．后室西壁北部西夏文 1行，行高 17 厘米，宽 4厘米。朱书，2字，保存完好。 

3．后室西壁北部稍上西夏文 1行，行高 20 厘米，宽 5厘米。朱书，模糊，似存 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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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 B243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B243（1~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8。

敦煌莫高窟第 B243 窟存西夏文题记 11 处： 

1．东壁北侧上部西夏文 2行，行高 13 厘米，宽 9厘米。刻画，模糊，似存 5字。 

2．后室东壁甬道西口门上西夏文 1 行，行高 10 厘米，宽 10 厘米。朱书，1字，保存

完好。 

3．南壁西东第一处西夏文 3行，行高 23 厘米，宽18厘米。朱书，12字，保存基本完好。 

4．南壁西东第二处西夏文 3行，行高 42 厘米，宽34厘米。朱书，26字，保存基本完好。 

5．南壁西东第三处西夏文 5行，行高 42 厘米，宽 39 厘米。朱书，残存 18 字。 

6．后室西壁中部西夏文 1 行，行高11厘米，宽1.5厘米。土红色书写，8 字，保存完好。 

7．后室西壁靠北西夏文 2行，行高 16 厘米，宽 6厘米。土红色书写，14 字，保存完好。 

8．后室北壁长衫俗人下西夏文 1 行，行高 23 厘米，宽 5 厘米。土红色书写，5 字，保

存完好。 

9．后室顶部西披西夏文 1行，行高 40 厘米，宽 8厘米。刻画，3字，模糊不清。 

10．后室顶部东披西夏文 2行，行高 86 厘米，宽 22 厘米。刻画，14 字，保存基本完好。 

11．后室顶部东披西夏文 1行，行高 12 厘米，宽 13 厘米。朱书，1字，保存完好。 

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B56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B5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29。敦

煌莫高窟北区第 B56 窟南壁存西夏文题记 2字，右边 1字释“学”， 左边 1字释“御”。保存

完好。 

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汉文题记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0。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东壁

门南北向第一身供养人前，有汉文题记 3行，字迹模糊，尚可辨识“天庆五年”“巡礼”等字。

应为西夏崇宗天庆五年（1115 年）题记。 

敦煌莫高窟第 78 窟汉文题记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1。敦煌莫高窟第 78 窟东壁

南侧底层有游人漫题，汉文，字迹模糊。为西夏仁宗“乾祐三年”（ 1172 年）题记。 

敦煌莫高窟第 205 窟汉文题记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2。敦煌莫高窟第 205 窟东

壁南侧观音菩萨像左侧有汉文题记 1 行，字迹模糊，为西夏夏桓宗“天庆九年”（1202 年）

题记。 

敦煌莫高窟第 229 窟汉文题记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3。敦煌莫高窟第 229 窟主

室门南侧有墨书题记 4行。字迹尚可辨识，有“天庆四年”等字。 

敦煌莫高窟第 443 窟汉文题记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4。敦煌莫高窟第 443 窟东

壁有墨书题记 5 行，文字虽已模糊，但大部分可辨识。为西夏神宗“光定己卯”（1219 年）

题记。 

安西榆林窟第 2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2（1~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5。安西

榆林窟第 2窟西夏文题记 6处： 

1．内室门南侧下女供养人榜题南北第 1 条，行高 18 厘米，宽 6 厘米。供养人题记，墨

书，1行残存 7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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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室门南侧下女供养人榜题南北第 2 条，行高 18 厘米，宽 6 厘米。供养人题记，墨

书，1行残存 9字，模糊。 

3．内室门南侧下女供养人榜题南北第 3 条，行高 18 厘米，宽 6.5 厘米。供养人题记，

墨书，1行残存 4字，模糊。 

4．内室门南侧下女供养人榜题南北第 4 条，行高 16 厘米，宽 6 厘米。供养人题记，墨

书，1行残存 8字，模糊。 

5．内室门北侧下男供养人榜题南北第 1 条，行高 14 厘米，宽 4 厘米。供养人题记，墨

书，1行 6字，保存基本完好。 

6．内室门北侧下男供养人榜题南北第 3 条，行高 20 厘米，宽 4 厘米。供养人题记，墨

书，1行残存 5字，模糊。 

安西榆林窟第 3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3（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6。安西

榆林窟第 3窟存西夏文题记 4处： 

1．甬道北壁，行高 42 厘米，宽 8厘米。发愿文，墨书，3行 58 字，保存完好。 

2．甬道北壁供养人之间，行高 15 厘米，宽 7厘米。双边字，2字，释“佛□”。 

3．甬道南壁元代供养人身前东西第 1 处，行高 16 厘米，宽 5 厘米。墨书，1 行 8 字，

第一字释“佛”，保存完好。 

4．甬道南壁元代供养人身前东西第 2 处，行高 17 厘米，宽 4 厘米。墨书，1 行 6 字。

西夏文题记上覆盖汉文“不耕耘”3字。 

安西榆林窟第 6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6，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7。安西榆林窟

第 6窟二层月台内室南壁西东第四、第五身赴会菩萨之间墨书西夏文 1行 3字，行高 10 厘米，

宽 5厘米。保存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12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8。安西榆林

窟第 12 窟外室西壁门北侧下榜题内外西夏文题记，2行 7字，行高 26 厘米，宽 12 厘米。巡

礼题款，碳写，保存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13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1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39。安西榆

林窟第 13 窟外室东壁门南幢边，西夏文墨书 1行 5字，行高 24 厘米，宽 5厘米。巡礼题款，

保存基本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14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1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0。安西榆林

窟第 14 窟外室东壁门北侧，刻画西夏文 1行 3字，行高 22 厘米，宽 10 厘米。巡礼题款，保

存基本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15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1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1。安西榆林

窟第 15 窟存西夏文题记 2处： 

1．外室甬道北侧通道东第 1处，行高 20 厘米，宽 10 厘米。发愿文，墨书，3行 24 字，

保存基本完好。内有“南方阇普梅那国番天子国王大臣”名号。 

2．外室甬道北侧通道东第 2处，行高 14 厘米，宽 6厘米。发愿文，墨书，2行 1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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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基本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17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1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2。安西榆林

窟第 17 窟外室甬道南侧东边，西夏文墨书 1行 4字，释“正德戊申”（ 1128 年）。行高 8 厘

米，宽 2厘米。 

安西榆林窟第 25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2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3。安西榆林

窟第 25 窟外室甬道南壁，行高 20 厘米，宽 34 厘米。巡礼题款，23 行 220 字，被覆盖。为

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及眷属做佛事活动的题记，施主即榆林窟第 29 窟施主。 

安西榆林窟第 29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17（1~2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4。

安西榆林窟第 29 窟存西夏文题记 24 处： 

1．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一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38 厘米，宽 9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2行，模糊不清。 

2．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二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23 厘米，宽 9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2行残存 10 字，基本完好。 

3．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三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19 厘米，宽 8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2行残存 3字，模糊。 

4．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四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17 厘米，宽 8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2行残存 8字，模糊。 

5．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五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15 厘米，宽 8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2行残存 5字，模糊。 

6．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六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15 厘米，宽 8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2行残存 3字，模糊。 

7．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七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15 厘米，宽 9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3行残存 8字，模糊。 

8．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八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27 厘米，宽 7 厘米。供养人榜题，纸

贴，1行残存 7字，保存完好。 

9．内室西壁门南侧南北第九条西夏文题记，行高 26 厘米，宽 7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1行残存 11 字，基本完好。 

10．内室西壁门南上部高僧旁西夏文题记，行高 26 厘米，宽 4.5 厘米。供养人榜题，墨

书，1行 8字，保存完好。为真义国师鲜卑智海榜题。 

11．内室西壁门南上部男供养人南北第一身西夏文题记，行高 28 厘米，宽 10 厘米。供

养人榜题，墨书，1行，为施主沙州监军司官员赵麻玉榜题。 

12．内室西壁门南上部男供养人南北第二身西夏文题记，行高 20 厘米，宽 4.5 厘米。供

养人榜题，墨书，1行 11 字，保存完好。为施主孙没力玉榜题。 

13．内室西壁门南上部男供养人南北第三身西夏文题记，行高 18 厘米，宽 8厘米。供养

人榜题，墨书，1行残存 3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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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内室西壁门南上部男供养人南北第二、第三身中间小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11 厘米，

宽 3厘米。供养人榜题，墨书，1行 8字，保存完好。为施主孙没力玉榜题。 

15．内室西壁门北侧下部南北第一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16 厘米，宽 7厘米。供

养人榜题，墨书，1行 9字，保存完好。 

16．内室西壁门北侧下部南北第二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17 厘米，宽 7厘米。供

养人榜题，墨书，1行 9字，保存完好。 

17．内室西壁门北侧下部南北第三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18 厘米，宽 7厘米。供

养人榜题，墨书，1行 10 字，保存完好。 

18．内室西壁门北侧下部南北第四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17 厘米，宽 7厘米。供

养人榜题，墨书，1行 9字，保存完好。分别为施主儿媳兀啰氏、褚氏的榜题。 

19．内室西壁门北侧下部南北第五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16 厘米，宽 7.5 厘米。

供养人榜题，墨书，1行模糊。 

20．内室西壁门北侧下部南北第六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17 厘米，宽 7厘米。供

养人榜题，墨书，1行 7字，保存完好。为施主女宝金榜题。 

21．内室西壁门北侧下部供养比丘西夏文题记，行高 16 厘米，宽 6厘米。供养人榜题，

墨书，2行 21 字，保存完好。 

22．内室西壁门北侧上部南北第一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29 厘米，宽 13 厘米。

供养人榜题，墨书，模糊。 

23．内室西壁门北侧上部南北第二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27 厘米，宽 10 厘米。

供养人榜题，墨书，模糊。 

24．内室西壁门北侧上部南北第三身女供养人西夏文题记，行高 33 厘米，宽 8厘米。供

养人榜题，墨书，残存 1行 10 字，模糊。 

安西榆林窟第 33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3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5。原编号

Y17，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042。安西榆林窟第 33 窟外室西夏文题记，行高 45 厘米，

宽 20 厘米。巡礼题款，刻画，3行 15 字，基本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35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3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6。安西榆林

窟第 35 窟外室甬道北壁西夏文题记，行高 38 厘米，宽 17 厘米。巡礼题款，刻画，1行 2字，

基本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38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38，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7。安西榆林

窟第 38 窟外室甬道门外东边北侧西夏文题记 1 行，行高 45 厘米，宽 6 厘米。巡礼题款，刻

画，1行 10 字，基本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39 窟西夏文题记  原编号 Y39（1~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8。 安

西榆林窟第 39 窟存西夏文题记 2处： 

1．外室甬道南壁第一身男供养人前西夏文题记 1处，行高 22 厘米，宽 5.5 厘米。墨书，

2行 15 字，保存完好。为党项人千玉乐势来寺庙烧香的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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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室甬道北侧西东第五、第六身供养人之间西夏文题记，行高 18 厘米，宽 5 厘米。

墨书，3行，基本完好。 

安西榆林窟第 16 窟汉文题记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49。安西榆林窟第 16 窟前窟

北壁有汉文题记 22 行，保存完好。为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4 年）题记。 

安西榆林窟第 19 窟汉文题记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2·050。安西榆林窟第 19 窟后室

甬道北壁有汉文题记 2 行，刻画。文字尚可辨识。刻有“乾祐二十四年”等字，当为西夏仁

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题记。 

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题记  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距室内地面 15~100 厘米之间，从上至下

朱书梵文 7行，569 字。除第 1行残损 4字外，其余基本保存完好。在穹室梵文第 3行，第 9

字与第 10 字之间，有用朱砂写的两个非常小的西夏字，汉意为“上师”。这两个西夏字与朱

书梵文颜色完全一致，说明是同时书写的。在靠近封门左侧的梵文下面，竖写两行黄色的汉

字，因被红色梵文所盖，字迹已难辨认。从覆盖层次上看，汉字显然早于梵文。 

元代西夏僧人题记  内蒙古呼和浩特城郊万部华严塔内，墨书“大朝至元八年七月二十

八日西夏国仁王院僧惠善到此”。说明西夏灭亡后，原西夏境内的僧人东游到丰州一带，并抱

有眷恋故国的情怀。 

 

（五）木质题记 

 

拜寺沟方塔塔心柱墨书铭文  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原

藏编号 F06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2·004。柱木八角形，残长 287 厘米，直径 25 厘米，

上半为汉文，下半为西夏文，皆为墨书行体。汉文部分 8面有字，7面为两行，最后 1面为 1

行，总 15 行，每行 20 字左右，内有白高大国大安二[年]寅卯岁、僧判、赐绯、仪鸾司、西

蕃、奉天寺等西夏国名、纪年及职官等方面的资料。西夏文部分，两面有字，共 7 行，前 4

行写好后又用刀刮去，已不能辨识。后 3行中前两行各 26 字，第 3行 7字。靠左下又有小字

9个，大致为主持修建者名录。 

拜寺沟方塔西夏文墨书木牌  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原

藏编号 F06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2·005。圭形，高 15.5 厘米，宽 6.7 厘米，厚 1.0 厘

米。正中上部有穿，径 0.6 厘米，牌上有 3 个蛀洞。两面均墨书西夏文，竖书行楷，每面 4

行。正面每行 8~9 字，背面每行 3~7 字，总 45 字，多为姓氏。首行译为“贞观癸巳十三年五

月”。据此可知，此物为崇宗乾顺时所制。 

拜寺口西塔中心柱铭文  宁夏贺兰山拜寺口西塔穹室中心柱上，有朱书或墨书的梵文和

西夏文。其中墨书梵文已漶漫不清，无法辨认；西夏文字也多模糊不清；只有部分文字可辨

识，其中有两处西夏文比较清楚，内容也一样，汉译为“九月十五日”。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

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22·006。 

宏佛塔墨书西夏文木简  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宁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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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003。木简残长 11.2 厘米，宽 1.9 厘米，厚 0.4 厘米。正面微有弧度，顶端凿有 3毫米

圆孔，从上至下墨书西夏文 5字，意为“宝塔钱数”。背面也墨书西夏文字，为捐款者名单。 

西夏八面木缘塔题记  甘肃武威市西郊林场西夏 2 号墓出土。武威博物馆藏。中国藏西

夏文献编号 G32·002。塔分座、身、顶、刹四部分。塔身用长 35 厘米、宽 12.5 厘米、厚 2

厘米的 8 块小木板组成。每块板涂蓝色，上书黄色梵文咒语。塔顶八角形木板里面，汉文墨

书“故考任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

庆七年岁次庚辰（申）□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 

西夏六面木缘塔题记  甘肃武威市西郊林场西夏 1 号墓出土，武威博物馆藏。中国藏西

夏文献编号 G32·003。在木缘塔六角形盖板上，墨书“彭城刘庆寿母李氏顺娇，殖天庆元年

正月卅日身殁，夫刘仲达讫”。在另一木缘塔六角形盖板上，墨书“故亡考任西路经略司兼安

排官□两处都案刘仲达灵匣，时大夏天庆八年岁次辛酉仲春二十三日百五侵晨葬讫，长男刘

元秀请记”。 

武威西郊西夏墓汉文朱书木牍  甘肃武威市西郊响水河煤矿家属院出土，武威博物馆藏。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32·004。松木质。长 31.5 厘米，宽 17.5 厘米，竖书 16 行，上书购

置墓地的费用、墓地四至、出卖土地人咩布勒嵬，以及“大夏乾祐廿三年岁次壬□”纪年等。 

西夏文木刻印章  敦煌北区 85 窟前出土，敦煌研究院藏。原藏编号 B85，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G12·002。长 17.2 厘米，最宽处 10.8 厘米，厚 2.4 厘米。钮长 6.8 厘米，宽 3.2 厘

米，高 2.8 厘米。钮上有穿，内径 0.8 厘米。印章保存较好，仅有 1 字，字意“茂”“盛”，

音“嵬”。 

 

（六）瓷质题记 

 

灵武窑西夏瓷刻字棋子  宁夏灵武窑一期（西夏中期）文化层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2·001。两种，一种 5枚，扁圆形，直径 1.7 厘米，厚

0.4~0.5 厘米，分别刻丙、丁、巳、庚、寅。另一种为象棋子，2 枚，直径 2 厘米，厚 0.4~0.5

厘米，分别刻“抱”“火”。 

灵武窑西夏瓷刻梵文  宁夏灵武窑一期文化层（西夏中期）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2·002。1 件。在褐釉碗（或盘）的内底刻一悉昙字，片

宽 3.8 厘米。 

灵武窑西夏瓷刻汉文  宁夏灵武窑一期（西夏中期）文化层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2·003。10 件。分别在褐釉罐片外壁刻“风”字；在黑釉

盆片外壁刻 1 字，不识；在顶碗外壁刻“吊”字；在顶碗外壁刻“陈”字；在刮板上刻“坐”

字；在经瓶肩部刻“平”字；近足部刻“金金”；在褐釉瓷片上刻草书 3字，不识；在黑釉经

瓶肩部刻“天下夫”3字；在白釉碗片外壁刻 1字，不识。 

灵武窑西夏瓷砚印刻字  宁夏灵武窑二期（西夏晚期）文化层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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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研究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2·004。2 件。为长方形砚，素烧。残长 10.8 厘米，残

宽 5.8 厘米，厚 2.5 厘米。背面印有“……趙家羅”。另一为圆形砚，直径 8.2 厘米，高 2.1

厘米，素烧，背面刻“黑砚台”3字。 

灵武窑瓷刻西夏字  宁夏灵武窑三期（蒙元时期）文化层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2·005。3件。1件茶叶末釉残片，2件褐釉残片，上书西夏

文残字，不识。 

灵武窑西夏瓷西夏文墨书  宁夏灵武窑一期（西夏中期）文化层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2·006。残片，3 件。分别为：斜壁碗片的外壁墨书

西夏文 9字，片宽 11.8 厘米；斜壁碗片外壁墨书西夏文 6字，片宽 5.5 厘米；白釉盘外壁墨

书西夏文 2字，字已残，片高 9.1 厘米。 

灵武窑西夏瓷汉文墨书  宁夏灵武窑一期（西夏中期）文化层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22·007。残片，2 件。一件在长 12.6 厘米的素烧瓷残片

上，墨书“……乾祐……初一日立……未坐”。另一件在宽 5.2 厘米青釉斜壁小碗上墨书“三

十吊，五十串”。 “三十吊五十串”很有意义，如果千文一吊计算，“三十吊”分成“五十串”，

则每串也即一吊为六百文。宋朝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金代以八百文为一贯，则西夏有可能

以六百文为一吊（贯）。 

黑釉瓷瓶刻字  瓶高 32.6 厘米，口径 5.5 厘米，腹径 24.1 厘米，底径 10.9 厘米。腹部

刻汉文草书“斗斤”2 字，西夏文 3字，意为“廉凤室”。可能标记容量与瓷主人的姓氏。上

海市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12·001。 

 

（七）银铜器题记 

 

灵武石坝墨书西夏文银钵  宁夏灵武市横山乡石坝村出土，宁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N12·005。2 件，其中一件高 3.6 厘米，口径 10.5 厘米，底径 5.3 厘米，器壁厚

0.1 厘米。钵底墨书西夏文 3字，意为“三两半”，实测为 137 克。 

灵武石坝墨书西夏文银碗  宁夏灵武市横山乡石坝村出土，宁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N12·004。2 件，一件高 7厘米，口径 10.7 厘米，腹径 8厘米，底径 4.6 厘米。内

壁底部墨书西夏文二字，译为“三两”，实测 114 克；另一件高 5.5 厘米，口径 11 厘米，腹

径 8.6 厘米，底径 4.5 厘米，碗底墨书西夏文 3字，意为“二两八”，实测 112 克。 

灵武石坝梵字银盒  宁夏灵武市横山乡石坝村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文墨书银碗

（钵），共 2 件，其中一件直径 4.5 厘米，高 1.5 厘米，两面中心皆阳铸梵字铭文。宁夏博物

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002。 

灵武石坝铭文银碗残片  宁夏灵武市横山乡石坝村出土，残片，3 件。第一片在碗底圈

足内镌刻汉文，竖刻 5行，其中有“御前”“万字”等字样；第二片在碗底圈足内刻有文字，

残存“号秤”2 字；第三片为碗唇残片，外壁刻西夏文，该片与刻有“号秤”2 字的残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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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 

西夏文六字真言铜镜  方形，边长 7.3 厘米，厚 0.5 厘米，镜面平整光滑。镜背中间有

纽，穿孔。纽周围刻画西夏文“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上海市博物馆藏。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12·002。 

西夏文铜镜  圆形，上有穿，可悬佩。直径 6.8 厘米，内刻一小圆，直径 3.4 厘米，中

间有一坐佛。小圆至边缘以花瓣形分为 9格，每格一西夏字，按顺序为：“唵、嘛、呢、叭、

咪、吽、唵、阿、吽”。 

西夏文铜刀  3 件，1 件长 19.5 厘米，柄宽 1.8 厘米，有穿。刀柄一侧刻西夏文 3 字，

汉译“夏长苟（夏奴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2·001。另两件存图，

其中一长 18.6 厘米，刃宽处 1.7 厘米，刀柄一侧刻西夏文四字， 汉译“□阿□人”，柄尾穿

孔；另一长 11.8 厘米，刃宽处 1.5 厘米，无柄，尾部穿孔，一侧刻西夏文 4字。 

内蒙古西夏文铜刀  1 件，内蒙古伊克昭盟征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

文献编号 M12·001。长 17 厘米，刃宽处 1.7 厘米，刀柄刻西夏文 4字当为人名。柄尾有穿。 

 

（八）丝麻织品题记 

 

拜寺沟方塔墨书丝织品  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中国藏

西夏文献编号 N22·007。丝织品残长 50 厘米，残宽 40 厘米，素绢上墨书西夏文 3字。 

宏佛塔西夏文墨书残绢  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天宫出土，贺兰县文物管理所藏。中国藏西

夏文献编号 N102·002。白色，残长 5 厘米，宽 5.5 厘米，其上墨书竖写西夏文字 3 行，每

字 8毫米见方，书写方正。另一块汉文墨书，残存数字。 

宏佛塔汉文发愿幡带  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宁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006。长 225 厘米，宽 23.5 厘米，黄色绢双层制成。正面由上至下墨书“□戎州张义堡

第壹百柒指挥第壹社赵仲本家人等同启愿自办清财施幡壹合谨奉  献上”。 

 

（九）符牌 

 

西夏文敕燃马牌  铜质，圆形，直径 15 厘米，带窍 18.2 厘米，由上下两块套合组成。

上块正面刻双线四联忍冬花纹饰，上端有一镀金西夏文“敕”字，下块正面刻双线西夏文楷

书“敕燃马牌”4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2·001。 

西夏文敕燃马牌  铜质，圆形，直径 14.7 厘米，由上下两块套合组成。上块正面刻线卷

草纹，上端有一镀金西夏文“敕”字；下块正面刻双线西夏文楷书“敕燃马牌”4 字。与中

国国家博物馆藏“敕燃马牌”文字略有差异。西安文物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72·001。 

西夏文防守牌  铜质，圆形，直径 5.3 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刻西夏文“防守待

命”4 字，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兀金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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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002。 

西夏文防守牌  铜质，圆形，直径 4.5 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刻双线西夏文“防

守待命”4字，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千玉宝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B52·003。 

西夏文防守牌   铜质，圆形，直径 5.6 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刻西夏文“防守

待命”4 字，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千叔犬”。陕西省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12•001。 

西夏文防守牌  铜质，圆形，直径 5.2 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刻双线西夏文“防

守待命”4 字，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张□有”。西北师范大学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82·001。 

西夏文宿卫牌   铜质，长方形，长 9.5 厘米，宽 6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背两面刻

有相同的 6 个西夏文字，一为阳刻，一为阴刻，释“宫门后寝待命”。《西夏文物》辑录。中

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01。 

西夏文宿卫牌   铜质，长方铲形，长 5厘米，宽 3.5 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刻西

夏文“内宿待命”4字，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巴若男”。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B32·001。 

西夏文宿卫牌   铜质，长方铲形，长5.5厘米，宽4厘米，上有穿，可悬佩。正面刻西夏文

“内宿待命”4 字，背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讹□□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中国藏

西夏文献编号B82·001。 

西夏文宿卫牌  铜质，长方铲形。上有穿，可悬佩。正面刻西夏文“内宿待命”4 字，

背面刻双线西夏文“吽”字。北京民族文化宫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92·001。 

西夏文宿卫牌  铜质，长方铲形，长 7 厘米，宽 4.2 厘米，厚 0.3 厘米。上有穿，可悬

佩。正面刻西夏文“内宿待命”4 字，背面无文。征集，宁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N12·001。 

西夏文宿卫牌  铜质，长方铲形，长 6.8 厘米，宽 4 厘米，厚 0.3 厘米。上有穿，可悬

佩。正面刻西夏文“内宿待命”4字，背面刻西夏文人名“波年十月山”。征集，宁夏固原博

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12·001。 

西夏文宿卫牌  铜质，长方铲形，长 6.5 厘米，宽 4 厘米，厚 0.3 厘米。上有穿，可悬

佩。正面刻西夏文“内宿待命”4 字，背面刻西夏文人名。宁夏隆德县文物管理所藏。中国

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2·001。 

西夏文铜牌   铜质，长方形。一面刻西夏文“苏铁黑”3字，另一面刻双线西夏文 1字，

音“耶”。北京民族文化宫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92·002。 

西夏文铜牌  铜质，椭圆形，直径 5.3 厘米。一面无字，一面刻西夏文党项人名“吴移

乐有”。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2。 

西夏文铜牌  铜质，长方形，长 5.4 厘米，宽 4厘米。正面刻有一个双线西夏字，音“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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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刻西夏文“苏铁黑”3字。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3。 

西夏文铜牌  铜质，马蹄形，高 7.6 厘米，底边 5.5 厘米，周边有锯齿纹。一面刻西夏

文“重诸人之”4字 ， 一面无字。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4。 

西夏文铜牌  铜质，长方形，长 7 厘米，宽 4.2 厘米。一面刻西夏文“限置依”3 字，

另一面刻西夏文“苏铁黑”3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2·004。 

西夏文铜牌  铜质，圆形，直径 8.8 厘米。有钮，长 2 厘米，宽 1.5 厘米，钮上有穿。

一面刻西夏文 5字，释“□摩  □□”，另一面无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B52·005。 

西夏文铜牌  铜质，桃形，上部有穿。高 6 厘米，宽 5 厘米。正面中间刻一西夏文，释

“信”。宁夏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002。 

 

（十）印章 

 

西夏文贞观壬午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壬午二年”6 字，左行刻西夏

文首领姓氏, 释“浪兀嵬名山”。传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12·001。 

西夏文贞观壬午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1、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壬午二年”6 字，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4字，意为“□□讹舅”。传世，北京市文物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B72·001。 

西夏文贞观壬午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壬午二年”6 字，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 4字, 释“尚恧狗猪”。传世，河南省郑州市刘一心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Z32·001。 

西夏文贞观壬午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壬午二年”6 字，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 4字，释“居地讹男”。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01。 

西夏文贞观壬午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壬午二年”6 字，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 3字，释“波宁成”。《汇考》辑录 16。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002·002。 

西夏文贞观壬午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壬午二年”6 字，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 4字，释 “尼每□铁命”。 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03。 

西夏文贞观壬午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壬午二年”6字，左行刻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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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领姓氏 4字，释“耶未铁黑”。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04。 

西夏文贞观甲申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甲申四年”6 字，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 4字，释“讹力宝雪”。征集，内蒙古伊克昭盟文化工作站藏。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M52·002。 

西夏文贞观辛卯十一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8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辛卯十一年”7字，左行刻西

夏文首领姓氏 4字，释“尼说嵬舅乐”。传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1。 

西夏文贞观辛卯十一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4 厘米。印文为西夏文阴刻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辛卯十一年”7 字，左行

刻西夏文首领姓氏 3字，释“石狐□”。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05。 

西夏文贞观壬辰十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贞观壬辰十二年”7字，左行

刻西夏文首领姓氏 3字，释“吴万万”。传世，《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2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002·006。 

西夏文雍宁丁酉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1、5.2 厘米。 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右行刻西夏文年号“雍宁丁酉四年”6 字，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 释“罗移那尼征红”。传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12·002。 

西夏文雍宁丁酉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5、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右行刻西夏文年号“雍宁丁酉四年”6字，左行刻西夏

文首领姓氏, 释“西命石□”。传世，上海市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12·001。 

西夏文雍宁六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 釐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右行刻西夏文年号“雍宁六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氏，

意为“命陵山势”。传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2。 

西夏文元德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元德二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氏, 

意为“骨匹势年”。传世，上海市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12·002。 

西夏文元德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元德二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字迹不清。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06。 

西夏文元德三年印  铜质,边长 5.2、5.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元德三年”4 字，背左人名刻文不清。

传世，敦煌研究院常书鸿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102·001。 

西夏文元德三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6、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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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左刻西夏文年号“元德三年”4字，背款无人名。传世，

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08。 

西夏文元德甲辰六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元德甲辰六年”6 字，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释“嵬恶讹□□”，传世，刘体智《善斋玺印录》著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002·009。 

西夏文元德九年印  铜质,方形,每边长 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元德九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 “吴□友铁”。传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22·001。 

西夏文元德九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元德九年”4 字，左行西夏文 4 字，释

“耶酉□吉”。传世，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112·001。 

西夏文正德元年七月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元年七月”6字，背款左行刻

西夏文首领姓氏，释“尼积立功茂”。征集，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文化工作站藏。中国藏西

夏文献编号 M52·003。 

西夏文正德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二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嵬名那征乐”。传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12·003。 

西夏文正德三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1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三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骨勒那尼征”。 征集，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文化工作站藏。中国藏西夏文献

编号 M52·004。 

西夏文正德三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6.0, 5.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三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浪那征势”。传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2·001。 

西夏文正德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5.0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四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

姓氏, 释“恧恧狗□”。传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3。 

西夏文正德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四年”4字，背款字迹不清。传世，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2·001。 

西夏文正德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戌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为“□□阿乐”。传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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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庚戌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5、6.0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庚戌四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 释“酩布讹成”。传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2·002。 

西夏文正德四年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

“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四年”4字，左行无背款。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

辑录 39。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0。 

西夏文正德四年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

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四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氏, 释“没则宜

成□”。传世，李培基《古鉴斋藏印》著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1。 

西夏文正德辛亥印  铜质，方形，边长 5.6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辛亥”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尼积力香山”。征集。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规划设计院孟建民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62·001。 

西夏文正德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四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 释“没讹父白”。 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4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2。 

西夏文正德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四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漫

漶不识。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4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3。 

西夏文正德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七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未释。传世，西北师范大学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82·001。 

西夏文癸丑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5、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七年”4字，左行刻文漫漶未

释。传世，上海市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12·003。 

西夏文正德八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八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为“如定那尼征乐”。传世, 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4。 

西夏文大德乙卯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八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兀宁图山”。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4。 

西夏文大德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正德八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西玉乐有”。传世，陕西省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12·001。 

西夏文大德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0、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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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大德四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

首领姓氏，释为“西则□□成”。传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5。 

西夏文大德五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大德五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尼则吉祥成”。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50。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5。 

西夏文大庆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大庆元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未□青乐”。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6。 

西夏文大庆三年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

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大庆三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氏，释为“酩

布驴子黑”。传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2·003。 

西夏文大庆三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大庆三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党项首

领姓氏名，文字锈坏不释。传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6。 

西夏文大庆四年印  铜质，方形，无边框，边长 4.2、4.9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

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大庆四年”4字，左行

刻西夏文首领姓氏，释“□讹移忠聚金”。传世，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53。中国藏

西夏文献编号 002·017。 

西夏文人庆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5.6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人庆二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不清。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8。 

西夏文人庆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5.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人庆四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兀移功成”。传世，天津市文物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42·001。 

西夏文戊辰五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戊辰五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首领蔡立增□”。传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12·005。 

西夏文天盛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二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妻浪有□黑”。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19。 

西夏文天盛三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三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庞青正月吉”。传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12·006。 

西夏文天盛辛未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2、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辛未年”4 字，左行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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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首领姓氏，释“韦舅成”。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20。 

西夏文天盛癸酉五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 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三年”4 字，左行刻西夏

文首领姓氏，释“正首领酩西兀”。传世，李培基《古鉴斋藏印》著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21。 

西夏文天盛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5.9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戌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意为“西明众乐”。传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22·002。 

西夏文天盛六年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

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六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氏，释“庞七

布成”。传世，李培基《古鉴斋藏印》著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22。 

西夏文天盛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9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戌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 “麻和彼势”。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23。 

西夏文乙亥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乙亥七年”4字，左行无文。传世，《善

斋玺印录》著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24。 

西夏文己卯十一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6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己卯十一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

首领姓氏，释“千玉有势”。传世，北京市文物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72·002。 

西夏文己卯十一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6.0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己卯十一年”4 字，左行刻西

夏文首领姓氏，释“浪小狗吉”。 传世，上海市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12·004。 

西夏文天盛乙酉十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5.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左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乙酉十七年”7 字，

右行刻西夏文首领姓氏，释“正首领兀酉□玉”。传世，西北师范大学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G82·002。 

西夏文天盛乙酉十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5.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乙酉十七年”7 字，

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氏“正首领□□□□”。传世，西北师范大学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82•003。 

西夏文天盛十七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十七年”5 字，左行刻西夏文

人名，锈灭无识。传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7。 

西夏文丙戌十八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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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十七年”5字，左行刻西夏文

首领姓氏，释“酩布势后”。传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52·004。 

西夏文天盛丙戌十八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丙戌十八年”7字，左行

刻西夏文首领姓氏，释“首领酩布小狗山”。传世，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

献编号 N12·001。 

西夏文丙戌十八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 厘米。印文为阴刻篆西夏文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十七年”5 字，左行刻西夏文

漫漶不识。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25。 

西夏文天盛十九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5、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盛十九年”5 字，左行刻西

夏文首领姓氏，释“命□□首□”。传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8。 

西夏文己丑二十一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已丑二十一年”6 字，左行刻西夏

文党项首领姓氏，释“左移哇哇解”。传世，北京市文物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72·003。 

西夏文乾祐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

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乾祐四年”4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为“都罗南□”。传世，宁波市文物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Z22·001。 

西夏文乾祐六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7、5.5 厘米,厚 1 厘米，钮高 1.6 厘米。印文

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乾祐

六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字。征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N112·002。 

西夏文乾祐十二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乾祐十二年”5字，左行刻西夏文 5字, 

意为“首领□□成”。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002·026。 

西夏文乾祐二十四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8、5.6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

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乾祐二十四年”6 字，左

行刻西夏文首领姓氏，释“多移塔庙势”。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002·027。 

西夏文天庆八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天庆八年”5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领姓

氏，释为“浪胜鱼”。传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22·003。 

西夏文□□五年印  铜质,方形,边长 5.5、5.6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款右行刻西夏文年号“□□五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首

领姓氏，释“□那征成”。传世，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M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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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背款无年号，右行刻西夏文 3 字,左行刻西夏文 4 字，释“正首领吴嵬名山”。传世，故

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09。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背款两行，漫漶难释。传世，上海市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12·005。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边长 5.4、5.2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

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无年款。右行刻西夏文 4字，释“自各簿施”。左行刻西夏文

4字，释“野利主酉”。传世，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002。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边长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

钮顶刻西夏文“上”字，印背无款识。传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10。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边长 5.1, 5.3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

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文右行刻西夏文年号“壬申四年”4 字，左行刻西夏文党

项首领姓氏，释“首领□□□”。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28。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背款漫漶不识。传世，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8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29。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年款。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0。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七营白嘴村征集,边长 5.6 厘米,厚

0.5 厘米，钮高 1.6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字，

印背无款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12·003。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陕西省绥德县文化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82·001。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85。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1。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2。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3。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4。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5。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9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6。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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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印背无款识。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92。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7。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9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8。 

西夏文首领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背钮顶刻西夏文“上”

字，印背无款识。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94。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39。 

西夏文四字印  铜质，方形。 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4字 ,背钮顶刻汉文“上”字。传

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32·011。 

西夏文四字印  铜质，方形，边长 6.6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4字,印背无文。传

世，上海市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H12·006。 

西夏文四字印  铜质，方形，边长 6厘米,厚 0.6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4字。背

钮方形，高 1.2 厘米，顶刻西夏文“上”字。背无款识。1983 年固原黄铎堡乡出土，宁夏自

治区固原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N12·005。 

西夏文四字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4 字。背钮方形，顶刻西夏文“上”

字，背无款识。北京市文物局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B72·004。 

西夏文四字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4字。印背无文。西安市文物局藏。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S72·001。 

汉文四字印  铜制，方形，边长 5.5 厘米。印文为阳刻汉文篆书 4 字，似为“□工之印”。 

印背左右各刻有西夏文 1行，行 4字，连读为“正首领播杯[袜墨]狗国成”。背钮教高，无字。

征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22·004。 

西夏文四字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4 字。背无款识。传世，贞松堂旧

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40。 

西夏文六字印  铜质，方形，边长 7.5 厘米。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6 字, 背无款识。

传世，天津历史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T12·007。 

西夏文六字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背无款识。传世，贞松堂旧藏。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41。 

西夏文六字印  铜质，方形，印文为阴刻西夏文篆书。 印背右行刻“大庆元年”，左行

漫漶不识。传世，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辑录 3。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42。 

西夏文元德二年印  铜质，方形，印厚 0.8 厘米，通高 2 厘米，边长 4 厘米。朱文印。

吉林省博物馆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J12·001。 

西夏文乾祐印  铜质，方形，边长 3.5 厘米，边长 1.8 厘米。朱文印。《艾黎捐赠文物精

粹》辑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43。 

西夏文“监”字印  铜质，长方形，朱文印。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002·044。 

西夏文“千”字印  铜质，圆形，朱文印。传世，贞松堂旧藏。中国藏西夏文献编

号 0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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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钱币 

 

西夏铸币，始于“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传世和出土的西夏钱币，有西夏文钱与

汉文钱两种，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 乾祐宝钱”“天庆宝钱”5

种；汉文钱有“大安通宝”“元德通宝”、折二“元德重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有铁钱)”

“乾祐元宝(有铁钱)”“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9种。书体以楷书为主，兼有篆

书、行书，都是仿宋钱制铸造的年号钱。 

福圣宝钱  西夏毅宗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铸造。铜质。面西夏文 4字，释“福圣宝

钱”，右旋读。此钱铸造粗疏，文字多浮浅，钱肉薄厚不匀，穿孔、轮郭多不规则。今见有阔

字阔轮、狭字阔轮、狭字平背、细字、细字背广郭、细字背狭穿、斜字、广穿、狭穿、面圆

穿、背错范、圆穿、背星纹等版式。小平钱。一般钱径 2.3~2.5 厘米，重 3.5~5 克。1914 年

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最早著录。近 20 年来,在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均有出土，

但量极少，最多的为 1987 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陶利窖藏出土 7枚。  

大安宝钱  西夏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铸造。铜质。面西夏文 4字，释“大安宝钱”，

右旋读。形制大小、厚薄不一，有斜字、粗字、扁大、狭宝、背阔轮、背狭轮、背月纹、背

星纹、背错范等多种版式。小平钱。一般钱径 2.2~2.56 厘米，重 3.0~5.6 克。洪遵《泉志》

卷 11 著录，称“梵字钱”。清嘉庆十年(1805)，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钱币窖藏中首

次出土，刘青园认为是“西夏梵书”，但不解其意。1914 年罗福苌在《西夏国书略说》中首

次译释为“大安宝钱”，自此揭开西夏文钱的谜底。1975 年以来，宁夏、内蒙古、甘肃、陕

西以及吉林省扶余县均有出土。   

贞观宝钱  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铸造。铜质。面西夏文 4 字，释“贞观宝钱”，右

旋读。有大样、粗字狭轮、粗字阔轮等版式。小平钱。一般钱径 2.4~2.72 厘米，重 3.8~6.4

克。内蒙古、宁夏等地出土。 

乾祐宝钱  西夏仁宗乾祐年间(1170~1193)铸造。铜质。面西夏文 4字，释“乾祐宝钱”，

右旋读。文字清晰，轮廓规整，铸工精细，有隔廓离轮、接廓连轮、细字隔廓离轮等版式。

小平钱。钱径 2.35~2.5 厘米，重 3.4~4 克。清嘉庆十年(1805)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窖藏首

次出土。1970 年以来,宁夏、甘肃等地出土。 

天庆宝钱  西夏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6）铸有两种铜钱，一种是西夏文“天庆宝钱”，

另一种是汉文“天庆元宝”。西夏文“天庆宝钱”，右旋读。有阔天、狭天、细字、背星纹等

版式，文字轮廓规整。小平钱。一般钱径 2.34~2.52 厘米，重 3.8~5.5 克。《古泉汇》最早著

录，因不识西夏字，称其为“西夏梵字钱”。1914 年罗福苌释译为“天庆宝钱”。清嘉庆十年

(1805)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窖藏首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有藏品。1970 年

以来，陕西、宁夏、甘肃等地有出土。 

大安通宝  西夏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铸造。铜质。面“大安通宝”4字，隶书，对

读。文字规整清晰，工艺精良，有细字、广穿等版式。小平钱。一般钱径 2.32~2.45 厘米，

 - 156 - 



重 4.04~4.7 克。史载辽、西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都有“大安”年号。其中金大安年未见

铸钱，辽 “大安元宝”铸额较多，西夏“大安通宝” 铸量很少，目前所见只有 3 枚，1981

年内蒙古林西市三道营子窖藏出土 1枚，2002 年陕西省定边县出土 1枚，西安市园林文物局

藏 1枚。 

元德通宝  西夏崇宗元德年间(1119~1127)铸造。铜质。面“元德通宝”4字。有隶、楷

两种书体，对读。文字清晰，有阔轮、阔元、小样等大类，其下有若干版式。小平钱。一般

钱径 2.15~2.51 厘米，重 2.8~4.3 克。1980 年以来,宁夏、内蒙、甘肃和陕西北部地区出土。 

元德重宝  西夏崇宗元德年间(1119~1127)铸造。铜质。面“元德重宝”4字。楷书，对

读。文字端整，轮廓规矩。有折二、折三钱两种币值。折二钱有大样、粗字、狭元、升重、

背决纹等版式。钱径 2.75~3.1 厘米，重 3.7~8.2 克。折三钱有阔元小德、狭元阔德等版式。

钱径 3.1~3.3 厘米，重 6.3 克左右。1979 年以来,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宁夏盐池县等地出土。

罕见。 

大德通宝  西夏崇宗大德年间(1135~1139)铸造。铜质。面“大德通宝”4字。楷书，对

读。有粗字、细字、斜宝、背星等版式，还有私铸小钱。小平钱。一般钱径 1.7~2.45 厘米。

均旧谱所录，未见新出土。 

天盛元宝  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铸造，有铜、铁两种。钱文均为“天盛元宝”。

铜质“天盛元宝”，楷书，右旋读。有阔轮大样、阔轮小样、阔天、狭天、背星纹、背西铁母

等类，其下有若干版式。小平钱。一般钱径 2.2~2.5 厘米，重 1.8~4.7 克。清《钦定钱录》

首次著录。清嘉庆十年(1805)甘肃凉州(今武威)窖藏首次出土。1975 年以来，宁夏、内蒙古、

甘肃、陕西多有出土。 

天盛铁钱  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铸造，铁质。面“天盛元宝”4字，楷书，右

旋读。有阔天、斜天、背星、背月、背西、小样等类，其下又有若干不同版式。小平钱。钱

径 2.22~2.41 厘米，重 2.1~3.5 克。清初尚龄《吉金所见录》最早著录。 1950 年以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临河市、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等地出土。 

乾祐元宝  西夏仁宗乾祐年间(1170~1193)铸造。铜质。面“乾祐元宝”4字，楷、行两

种书体，右旋读。楷书有铁母、大样、粗字、细字、连轮、离轮、阔元、小元、长尾元，行

书有阔乾、狭乾等多种版式。小平钱。一般钱径 2 .3~2.6 厘米，重 2.7~5.2 克。甘肃、宁夏、

陕西和内蒙古等地出土。 

乾祐铁钱  西夏仁宗乾祐年间(1170~1193)铸造。铁质。面“乾祐元宝”4字，楷书，右

旋读。有大样、大字、粗字、阔宝、细字、狭轮等类，其下又有若干不同版式。小平钱。钱

径 2~3.2 厘米，重 2.2~4.5 克。内蒙古包头市、临河市、达拉特旗等地出土。 

天庆元宝  西夏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6)铸造。铜质。面“天庆元宝”4字，楷书，右

旋读。有粗字、细字等类，其下有多种版式。小平钱。一般钱径 2.3~2.61 厘米，重 3.15~5.2

克。与辽代“天庆元宝”的文字风格迥异。清嘉庆十年（1805)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窖藏首

次出土。 1979 年以来，宁夏、陕西、内蒙等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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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建元宝  西夏襄宗皇建年间(1210~1211)铸造。铜质。面“皇建元宝”4字，楷书，右

旋读。有大样、阔皇、狭皇、小字、细字等多种类别，其下又有若干版式。小平钱。一般钱

径 2.32~2.6 厘米。重 3.0~6.2 克。陕西、宁夏等地出土。 1993 年 4 月，陕西省定边县砖井

东仁沟窖藏出土古钱 5吨多，其中“皇建元宝”371 枚。  

光定元宝  西夏神宗光定年间(1211~1223)铸造。铜质。钱文“光定元宝”，以楷书为多，

偶有篆书，右旋读。楷书有粗字、阔光、狭光、阔定、狭定、阔元、狭元、阔宝、长宝、狭

宝等；篆书有细字、长宝、阔宝等多种类别，其下又有若干版式。小平钱。一般钱径 2.2~2.54

厘米，重 2.4~4.9 克。1979 年以来,宁夏、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出土。 

 

                             （作者通讯地址：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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