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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又推力作 
——第四辑《西夏研究丛书》出版 

 

彭向前 

 

由陈育宁校长、教授主编，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编辑的《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于 2004年 12

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辑丛书收书六种，涉及西夏研究学术史、西夏的出版印刷、西夏语音以

及汉文西夏文献的整理等，这些研究专著的出版将大大加强宁夏大学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 

 

《二十世纪西夏学》 

 

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西夏学，应从 20 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对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开始，在经历了近百年

的风雨历程后，时至今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承百年传统，创未来新业”，对以往研究中的经验和教训

进行一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世纪西夏学》一书，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主任杜建录先生主编，共襄盛举者多为当今西

夏学界各个专业领域成绩卓著的专家学者。如河北大学的李华瑞先生撰“党项拓拔部族属与西夏国名研

究”；甘肃博物馆陈炳应先生撰“西夏社会分期与社会性质研究”；暨南大学汤开建先生撰“西夏军事制度

研究”；宁夏大学张迎胜先生撰“西夏文化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先生撰“西夏宗教研究”；

西北师大刘建丽先生撰“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聂鸿音先生除撰写“西夏文字研究”

外，还与孙宏开先生合撰“西夏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白滨先生撰“西夏文文献研究”；宁夏大学龚

世俊先生、杨志高先生合撰“汉文西夏文献整理研究”；宁夏社会科学院吴峰云先生撰“西夏考古重大发

现”；宁夏社会科学院牛达生先生撰“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杨蕤先生撰“西夏地理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黄颢先生撰“国内藏学界有关西夏研究”；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先生撰“西夏遗民研究”；

杜建录先生撰“西夏官制研究”、“西夏经济研究”。此外，宁夏社会科学院的景永时先生、中国社会科学

院史金波先生、宁夏大学彭向前先生分别对俄国、日本、欧美的二十世纪西夏学作了介绍；宁夏大学杨浣

先生对中国西夏学学术园地建设作了回顾和评析。篇首有宁夏大学陈育宁先生所撰“承百年传统，创未来

新业——二十世纪西夏研究回顾与展望”，书后附宁夏大学杨志高先生制作的“二十世纪西夏学论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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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综观全书，编撰者们并非一味地抄胥稗贩，而是处处透露出各自的识见与性情，颇具启发意义。《二

十世纪西夏学》一书，是新世纪从事西夏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西夏出版研究》 

 

著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以其深厚的西夏学研究功底和参加并主持与俄国

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的亲身经历，对出土的数以千卷计的西夏书籍，

一部一部、一卷一卷地做了大量的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分析，特别是对其中的序言、跋尾、发愿文、题款、

牌记等进行仔细研究，从中搜剔关于书籍编撰、出版的种种信息。将许多原始的西夏文资料译为汉文，再

将这些零乱、分散的资料，汇集、提炼成系统地阐述西夏书籍出版的著作，使平面的呆板的文献变成立体

的、动态的出版活动，这些工作远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该书共分六章，首章论述了西夏出版事业的社会背景，以下二、三、四、五章分别介绍了西夏书籍的

翻译和编撰、出版、出版机构和人物、装帧和纸张，最后一章对西夏出版物的流通、价值和地位做出评价。

书中还附有大量珍贵的插图。一卷在手，可以遨游辽远的西夏书海，尽享难得的西夏书香。 

在为数不多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汉文史料中，记载西夏书籍出版的内容更是寥寥无几；在近代出土

的西夏书籍中，也没有找到西夏书籍的总目和系统记载西夏书籍出版的内容。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出版研

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西夏活字印刷研究》 

 

著者牛达生先生，为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与考证

者。把我国创制木活字印刷的时间，由元代提前到宋代，提前了一个多世纪。 

该书为作者近十年来在版本、印刷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卓越成就的汇集 , 共收文 16 篇，

著名印刷史专家徐庄先生为之作序。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出土了大量

西夏文献、文物，著名的西夏文佛经《本续》即是其一，经牛先生撰文《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西夏文佛经〈本续〉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考证，认定其为西夏后期 12 世纪八九十年代（约当南宋淳熙、绍熙年间）的木活字印本，是世界

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从研究《本续》开始，牛先生不断扩大研究范围，从西夏木活字到西

夏泥活字，如《西夏文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从西夏活字到西夏雕版，如《方塔出土西

夏佛印及佛印在我国发展的轨迹——兼论佛印功能及其与雕版印刷的关系》；从西夏印刷到西夏书

籍装帧、纸张，如《从拜寺沟方塔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从拜寺沟方塔西夏文献纸样分

析看西夏造纸业状况》等等。既有西夏，还有宋、金，甚至关于韩国的内容。书中还附有多幅典型

插图，消除了人们对历史的距离感。总之，这部高水平的论文集有助于人们对西夏活字印刷的认识，

对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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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语音研究》 

 

著者张竹梅先生，长期从事音韵研究，对西夏语情有独钟。该书是她利用西夏文献《掌中珠》所提供

的内证材料——西夏文的注音汉字，对西夏语音进行研究的系统成果。 

《掌中珠》为西夏人骨勒茂才所编，是世界上最早的双语双解词典。书中每一词语都设四项，中间两

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字，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字的相应译音字，是以成为研究、构

拟西夏语音的最重要资料之一。 

《西夏语音研究》共分四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是西夏语的声母系统，第三章是注音汉字添加符

号研究，第四章是西夏语的韵母系统。书后附《掌中珠》影印件。细致客观地分析处理夏汉对音材料是本

书的一大特点。比如在研究西夏语韵母系统时，首先囊括所有的西夏语词于 105韵下，然后于各韵下排比

所隶属的注音汉字，通过分析这些注音汉字的声、韵、调及其音韵地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再参照《唐五代

西北方音》，从语音发展趋势的角度考虑，确定该韵的韵母类别及构拟依据。采用多方位、多角度的对照，

兼顾多音素的综合考察，注意音理分析，是本书的又一大特点。此外，作者还注意到与相关少数民族语言

进行比较。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在《序言》中指出，该书的出版为西夏语音研究增添了新的、颇有

价值的科研成果。 

 

《宋史夏国传集注》 

 

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彭向前先生整理、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十四卷，罗福苌初撰，载 1932

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其文未及五卷，乃弟福颐续成之，石印本八册，收《待时

轩丛刊》中。该书略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以《宋史·夏国传》为经，旁搜他史之记西夏事者，按照

有年可稽、有事可附的原则，采以为注，并记其所从出，便于引用核对。另有双行夹注，多用于备异、纠

谬，略相当于校记。 

就资料征引而言，罗氏兄弟竭力搜求，但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亦有参照之所未及者，如《宋会要辑稿》、

《宋大诏令集》等。此外，单从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和西夏文文献来看，对《宋史夏国传集注》进行补注亦

十分必要。就具体内容而言，《宋史夏国传集注》在西夏政治、军事方面不厌其详，但由于受传统史学的

限制，对西夏经济方面注意不够，对“外族盛衰连环性”注意不够。经济方面、民族关系方面则是此次补

注的主要内容。 

著者历时三年，先后搜集三千多条资料和四百余篇论文，精挑细选，分别从汉文资料、西夏文文献和

文物考古资料三个方面对《宋史夏国传集注》作了补注。在增补大量史料的同时，还订正错讹，澄清事实。

如“马平川”不是地名（《<宋史>勘误一则》,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 2期）；关于“熟户蕃官赵明”

的点断（《<宋史>标点质疑一则》,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 1期）；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是一处安

放有西夏帝后神御的圣容寺（《西夏圣容寺初探》,载《民族研究》2005 年第 5期）；对北宋皇帝降给

西夏的部分诏令系年的考订（《<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系年考》，载《宁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等等。全书 45 万字。该书的出版能省去学者们不少搜剔爬梳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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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西事案》 

 

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杨志高先生校证。《宋西事案》为明朝祁承火業 所撰，并于天启年间刻印刊

行，后有抄本，但一直珍藏闺阁，仅有著录而鲜为人所见，近些年才又被发现。该书分上下两卷，分述西

夏元昊始末 45篇史事及宋人奏议 21 篇，“要其钞辑群书，汇集宋人与西夏事于一帙，足供治史者之参考”

（中国台湾学者乔衍琯语）。它在充实明代汉文西夏文献史、文献版本价值乃至了解明士大夫以西夏史为

朝政服务的政治功能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三年来，著者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为底本，台湾国立图书馆写本为参校本，辅以宋人李焘《续资

治通鉴长编》、他人文集笔记、元脱脱《宋史》、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等

宋、元、明各朝文献，比勘考校之处达千余，用功之勤，由此可以概见。篇首刊著名西夏学专家白滨先生

所撰《〈宋西事案〉考》（原载于《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 3辑，后又编入《西田龙雄六十寿辰纪念文集》），

作为代序。 

西夏学研究文献史料长期缺失，成为困扰学人、影响该学科发展的问题之一。《宋西事案》的整理出

版，丰富了汉文西夏文献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