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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西夏文献》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许伟伟 

 

《中国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是教育部的重大项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

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联合国内 20 多个文体与学术单位、40 多位专家学者合作对中国境内与西夏相关的纸、

石、金等文献进行整理编辑，全书分 6 编 17 卷，共 20 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敦煌文艺出版社于 2005

年开始陆续出版面世。到 2007 年 8 月，《中国藏西夏文献》最后 3 册出完。2007 年 11 月 6 日，在北京市

梅地亚会议中心，宁夏大学与甘肃古籍编译整理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座谈会，宣告这

项文化盛事的圆满成功。 

整理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自立项之日起，就受到社会各界与媒体的关注，《中国藏西夏文献》全

卷出齐，更是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科技日报、高等教育杂志社、北京日报、甘肃日报、宁

夏日报、宁夏大学报等报刊媒体记者对《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光明日报》北

京 11 月 6 日电：从现在开始，西夏专家、学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查阅到分散在全国 8 个省、市、自治区

和 40 多个图书馆、博物馆、考古所的所有西夏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将国内现存的西夏文献“一

网打尽”，这将极大地满足研究收藏的需要，有力地推动西夏学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多家电视、电台媒体也对此

文化盛事进行了播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宁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历时 6 年编辑的这部丛书，

较为完整地收录了目前国内现存的西夏文殊、碑刻等珍贵历史资料 1 万多件，填补了西夏研究和文献出版

的空白。 

此外，光明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科普教育网、中国经济网、中广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新华报业网、国际在线、华夏经纬网、CCTV·COM 视频等网络传媒也都纷纷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国藏

西夏文献》的整理出版情况及其重大影响和学术意义。人民网教育频道报道：它（《中国藏西夏文献》）的

编纂出版是迄今最全面、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国内西夏文献搜集整理活动，丛书中收录多数文献为第一次

刊布，填补了西夏学研究领域的众多空白。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西夏文献研究的目光集中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而忽略了西夏故地中

国所收藏的西夏文献，从而影响了中国在国际西夏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保存于中国国内的西夏文献数量非常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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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内现存的西夏文献，涉及西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诸多方面，大多是直接

反映西夏社会面貌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珍贵而丰富的文献分散于宁夏、内蒙古、陕西、新疆、北京、河

北、河南等 8 省、市、自治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与图书单位，有些深藏馆库，专家阅览、研究极

为不便。《中国藏西夏文献》项目的搜集和整理编撰，使分藏在全国各地的 10000 余面西夏文献、数十块

党项与西夏碑刻以及现存的党项与西夏题记，得到有效的整理和分类出版，并且是由多家文物考古研究所、

博物馆与学术单位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合作进行的整理，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该书的出版，是迄今最

全面、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国内西夏文献搜集整理活动。这一成果被教育部评为“十五”期间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基础研究 4 项重大标志性成果之一。这些也正是各大媒体广泛关注的原因。 

传统的“酒香不怕巷子深”也应适时有所改变，我们所取得的《中国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的成果，

也需要依托媒体的宣传、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西夏部分，让更多的人参与

到西夏学的研究和发展中来，也为其他大型文献的整理收集工作提供这种跨地域、专业领域的广泛的团体

合作模式。 

《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宣传和介绍，将进一步推动西夏学的发展。 

 
                                （作者通讯地址：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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