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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序 
 

 王正伟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黑水地区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河下游，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宜于耕牧的绿洲，汉代

设居延都尉，唐朝设宁寇军，西夏设黑水监军司，元朝设亦集乃路总管府。“亦集乃”为“黑水”

的西夏语称，“亦集”即“水”意，“乃”即“黑”意，元朝沿用西夏旧称，仍名“亦集乃”，后

世异称为“额济纳”。元朝灭亡后，黑水改道西移，草场农田沦为沙丘，城郭随之废弃。没有河水

灌溉的黑水地区年降雨量不足 20 毫米，而年蒸发量在 3000 毫米以上，正是这种极度干旱的内陆性

沙漠气候，使埋在地下的文书得以幸存下来。20 世纪这里曾以发现“居延汉简”与“黑水城文献”

而名扬海内外。 

1908 年和 1909 年俄国大佐科兹洛夫两次从我国黑水古城盗走大批珍贵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

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1914 年英国人斯坦因步科兹洛

夫后尘，也到黑水城寻找挖掘，得到了不少西夏遗物，现藏大英博物馆。黑水城文献出土后，引起

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的直接结果是催生了“西夏学”，早期“西夏学”就是指对黑水城西夏文

文献的研究，经过百年发展，“西夏学”已远远超出了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研究的范畴，它包括对党

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文献、考古、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

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黑水城所在的额济纳旗先后归属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文物考古部门先

后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1962 年和 1963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调查古居延时，在黑水

城采集到部分文书，现藏内蒙古博物馆；1976年和 1979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到黑水城调查，分别

采集到部分文书，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83 和 1984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近 3000多件文书，包括汉文、

西夏文、畏兀尔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古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文书，现

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些珍贵的文献出土后，一直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部门，没

有系统整理出版，以至长期以来人们谈到黑水城文献时，往往只知道俄藏与英藏，而不了解我国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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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丰富的黑水城文献。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 2001 年教育部批准为重点研究

基地以来，陈育宁、杜建录等教授先后主持完成“中国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党

项与西夏地名、族名、人名、官名研究”“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等教育部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其中《中国藏西夏文献》被教育部评为“十五”期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标志性

成果。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为专门的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单位，成立 20多年来，相继整理出版

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中国简牍集成》《中国石窟图文志》等重要文献，其中

《中国石窟图文志》获中国图书奖。2007年两个研究中心完成《中国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后，又联

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学界前辈的支持下，整理出版《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实为弘扬中华

民族文化的盛事。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量大。目前所见有 4200多件，比较完整的有 700多件，

俄藏 500 多件，英藏 150 多件。二是社会文献居多。国外藏大部分是宗教文献，中国藏大部分是社会

经济文献，有公文、词讼、契约、书信、票据等等。这次把它们全部公布，和已经公布的俄藏黑水城

文献与英藏黑水城文献一起，成为宋夏金元史与宋元佛教、中古社会、宋元科技、古代医药、丝路贸

易、回族形成、法律制度、文书制度以及文献版本学等研究领域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国学大师陈寅

恪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黑水城汉文文献的发现与整理刊布，必将引领上述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新潮流，提升宁夏文化软实力，

这是我所殷切期望和衷心祝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