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藏第 8203 号西夏文书考释 
 

E.И.克恰诺夫 著   韩潇锐 译 
 

摘  要：论文对俄藏第 8203 号文书进行了初步译释。文书的大致内容是，

Źwẹі-·oŹḲhin-vi�a 的兄弟 Źwẹі-·oŹḲhın-vi�a 为其叔 Źwẹі-·oŹṆ�������之养子，

继承了他叔父执法转运的职位，即掌管哈拉浩特地区各种类型的转运工作。论文对

文书中出现的两个族姓(Źwẹі-·oŹ和̣ N�������)、抄、正军、继承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认为其对阐明兵役遴选制度和官员轮换在大夏国(982-1227)起到的作用具有重

大意义。 

关键词：社会文书  抄  正军  继承 

 

 

科兹洛夫从哈拉浩特故城发掘的西夏文献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人们从中发现了将近 150 份文书，有一部分已由笔者刊布了。
1
几年以前，笔者整理和核对

了文书中的常用词汇，并打算将其发表。迄今为止，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目前

已接近尾声。为了使印出的文书看起来更清晰，笔者建议将其印在规格为 20cm×54.5cm 的

大幅白纸上。1999 年，为了较好地保存这些文书，在俄罗斯国家基金的帮助下，我们对其

进行了修复，而设立这项基金的主要目的就是修复西夏写本和刻本，修复者是奥赛·戈林高

列夫。西夏文书是墨书的行草字体。 

第 8203 号文书的文字从右往左纵向书写，共 22 行，其中只有第一行是满行，有 19 个

字。在第 9 个字前面有小间隔，它或是表示间断，或是强调文书正文的开始。第 2-7 行每行

的上半部分缺 7 个字，即每行 12 字。第 4 行的第 8 字和第 9 字之间的右边补写了一个字。

第 8、13、17 和 21 行都只有一个字，每个字都高出正文 1 字，低于文书上缘 6 字。它们包

含了土地、人口、牲畜、财物。第 9 行 9 字，第 10 行 10 字，第 11 行 10 字，第 12 行 10

字。第 14 行 12 字，其中有三个无序排列的人名，每个人名的右面都有小字标注人物的年龄。

第 15 行有一个三字的人名，在右面还附写上了这个人的年龄。第 16 行 8 字，其中有 3-8 个

字是人名，在每个名字的右边都用小字标注人物的年龄。第 18 行 7 字，第 19 行 8 字，第

                                                              
1 Кычанов,тангутскиедокумент1170г.опродажеземли.ПисименныепамятникиВостока：

Ежегодник1971. M. cтр.193~203; Кычанов,запискапомощникакомандующегоХаро~Хото
（март1225）.ПисименныепамятникиВостока：
Ежегодник1972.M.cтр.139~145;Кычанов,тангутскиедокументозаймеподзалогизХара~Хото.Писименныеп
амятникиВостока：
Ежегодник1972.M.cтр.146~152,311;Кычанов,тангутыизапад.СтраныинародыВостока.Вып.10.M.cтр. 
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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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行 5 字，第 22 行 6 字。 

文书中没有题款和日期，也没有印章。因为没有一个统一完善的西夏语音构拟方案，笔

者没办法将文献内容全部转写。所有的人名、职官名的标音和重量单位都根据索弗洛诺夫的

语音构拟。 

 

 

译 文 

“ 一 人 Źwẹі-·oŹḲhın-vi̭a 2
原 本 与 前 内 侍 正 军

3 Źwẹі-·oN������ 、 兄

Źwẹі-·oŹḲhın-vi�a 等都是正军
4
中的一抄

5
。因羸弱，在行监

6N�������N�������下共

为 旧 抄 ， Źwẹі-·oŹḲhın-vi�a 及 军 首    领
7 N�������N��������� 和

N�������P����三个人为一抄。Źwẹі-·oŹ�̣�����(儿子)现今是他叔父即执法转运

Źwẹі-·oŹṆ�������之养子，Źwẹі-·oŹṆ�������已死，Źwẹі-·oŹḲhın-vi�a 继承。
8
”所有

畜物已明，如下列： 

 

地： 

一块接新渠撒七石处
9 

一块接律移渠撒六石处 

一块接习判渠撒七石处 

一块场口杂地撒七石处 

人： 

男大幼二 

祥和吉  年四十 

成犬    年二十五 

      七月乐  年五岁 

      十月犬  年三岁 

女大： 

      吉妇    年四十 

      吉金？  年三十 

      三姐    年二十五 

畜： 

骆驼三：两大一小。 

牛大小十，四大，六小。 

羊大小八十 

                                                              
2 不能确定的是，������（父称）是人名的一部分还是指文书中主人公����������（儿子）的

父亲。 

3 箙料窫，“前内侍”。既可参与防卫内宫,又可外派负责民事。在全省设有很多这样的部门，特别是在

哈拉浩特地区，我认为，这些人都曾在京城服役并且辞职后保留军籍；他们也担任维护主权和服务国家的

职责。 

4 窲箍，“正军”，西夏军队中分为正军和辅主。 

5 礩，“抄”，是西夏军队服役人员和行政人员的编制。 

6 膌罦，准确地翻译是“行主”，中级军官，在 13 世纪初指挥百名骑士，称为百人长。 

7 窲緵氟，“向导”，在西夏军队中很普遍的职位——指挥五十名骑士。 

8 勺持，“运治”，职责是为国家收取税费和运送粮食等，也可能掌管邮递信件。 

9 闭，翻译成汉语“斛”。 



物： 

      一条毯，二卷纡 

 

文书对阐明兵役遴选制度和官员轮换在大夏国(982―1227)起到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可以说是首次出现的具体证据。据《宋史》对西夏国的记载：“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

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
10

应该说，这部分内容阐述得不是很明白。吴天墀教授认为“抄”同于‘负担’，并且把正军

和负担看作是“构建军队的最小军事单位”。
11
《西夏简史》的作者认为，每四丁中有一名

正军，两名抄，余下一名为空丁。⑪ 

毫无疑问，“抄”译成西夏文是“礩”，索弗洛诺夫将读音构拟为*tśhe�，而李范文将读

音构拟为*tśhiew。李范文的《夏汉字典》把这一西夏字译为“抄”，英文译成 group“组”。
12
在解释这一字时，李范文这样写道：“抄为西夏军队组织之名。夏军编制：正军一人与负

赡一人合为一抄”。西夏《天盛律令》(1149―1169)对其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即根据法

律，凡(男子？)满 15 岁及 15 岁以上者视为成年，70 岁及 70 岁以上者视为老人。孩子从 15

岁起就被列入军备的候选名单。从 15 岁起就要进行体检，身体情况都要做专门的登记。那

些登记名单要在年中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上交，上交时间根据地方到中央的路程而定。名单

要仔细核对，因为它们都属于机密文件。如果为了逃避服役而隐瞒不注册，那么隐瞒注册的

官员将被处死。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要登记注册。法律规定：军抄组织内的丁不一定是两丁，

其数量可以多些，甚至超过八丁。每八丁平分成四对，如果他们想要成为正军，但在同族内

没人与其组对，那么也可以与其他族的人组对。“可将没有搭档却又想成为正军的士兵们组

成一对。他们其中一名为负赡，另外一名身体较好者为正军。” 
很显然，能够加入正军是一件既有利又威风的事。法律要求正军名额应按先后顺序在 5

名辅主中选拔产生。 

13 世纪初的法典规定：禁止罪犯和曾与他国人共事的人加入正军。与 12 世纪的法典相

比，12 世纪以后的法典则准许富人、无参军意愿的候选人员与身体状况良好的穷苦人交换

参军资格。在社会地位高的家庭中必须有家庭成员成为军抄候选人,法典中记载：“族中长子

应选为军抄候选人。”
13 

“抄”的概念就是：从候选者中挑选出的到军队服役或到行政部门供职的人。根据法律

规定，文官武官和文职武职应由地位高的人担任，并且继承这一职位的人要在他们的子嗣中

产生。但有时也可以由亲父、亲伯叔、亲兄弟、亲孙和亲侄等父系亲属来继承。但并不是所

有的职位都是直接继承而来的，例如在中原，继承者可能借助父亲、祖父或其他亲属的力量

来得到一些较低的职位，而在西夏，“待诏”这一职位不能直接继承，“待诏”是指在皇帝身

边服侍的人。直接继承人要承担物质责任，也就是说，去世的亲属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要由继

承人来赔偿。此外，要求继承人要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如果是文盲或文化水平很低，就算

是直接继承人也没有继承资格。所以，行政官员的候选者必须是 7 到 20 岁间接受过教育的

人。“他们都将成为长官候选者并担任职务。学习优秀者不论官级高低一律提拔为长官”。同

                                                              
10《宋史》卷 486；《四部备要》，中华书局 1936 年，第 3796 页。 
11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218 页。 
⑪ 李范文《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31 页。 
12 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No.0976。 
13 

Е.И.Кычанов,Измененныйизановоутвержденныйкодексдевизацарствованиянебесноепроцветание(1149-116
9),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1989,кн.3,Гл.8~12.cтp.424~426. 



样，也要在军抄候选者中挑选出一些优秀者来担任重要职位，通常会挑选出八个或更多男性

候选者，把他们分成四对，只有其中一人能成为正式人选。法典从很多方面都强调：每一名

候选者要身体健康，没有身体缺陷，有好的文化修养，善于使用武器和射箭，了解宗教。如

果候选者犯了罪，将失去竞选资格。
14 

总之，“抄”的含义非常丰富，并且在实际应用中非常复杂。 

一看到西夏文书，学者就不得不想到两个姓氏(族姓)，就是 Źwẹі-·oŹ和̣ N�������。这

两个姓见于 12 世纪上半叶到 13 世纪初，是党项的族姓，并且都与哈拉浩特城有着密切的关

系。西夏的代表姓氏 Źwẹі-·oŹ在̣佛经的题跋中出现过六次，以下列出所在的编号： 

 

No.75—1179 年书字人 

No.76—没有日期书字人 

No.77—没有日期发愿人和作者 

No.78—1201 年发愿书字人 

No.80—没有日期书字人 

 

姓氏 N�������出现过十二次： 

 

No.11—没有日期书作者 

No.15—没有日期发愿书字人 

No.16—1178 年前内侍，书字人 

No.97—1158 年哈拉浩特，掌管交通运输，发愿书字人 

No.98—没有日期发愿书字人 

No.100—1190—1191 年发愿书字人 

No.110—1176 年发愿书字人 

No.113—没有日期道德高尚的人，发愿书字人 

No.114—没有日期哈拉浩特，边境密使，行军指挥官，发愿书字人 

No.182—没有日期书字人 

No.235—没有日期妇女 

No.570—没有日期检察官［目录］ 

 

遗憾的是，在已刊布的文书中没有出现过这两个人名。 

从文书中我们了解到，某个未详的职位需要一名姓 Źwẹі-·oŹ的̣人担任，正如上文提到过

的那样，目前正是姓 Źwẹі-·oŹ的̣人率领着 Źwẹі-·oŹḲhın-vi�a 和 Źwẹі-·oŹḲhin-vi�a, 

Źwẹі-·oŹḲhın-vi�a 和 Źwẹі-·oŹḲhin-vi�a 都是正军中的一抄。兄长 Źwẹі-·oŹḲhın-vi�a 是旧抄。

除此之外，拥有财产、抄和 N�������姓氏的人也可以担任这一职务。行监

N�������N�������过去曾与 Źwẹі-·oŹḲhın-vi�a 共旧抄，之后又与姓 N�������的

行军首领 N�������N���������和 N�������P����三人为一抄。 

可以假设，起初同为旧抄的 Źwẹі-·oŹḲhın-vi�a 和 N�������N�������两人组为

一 抄 。 而 在 起 草 文 献 时 ， Źwẹі-·oŹḲhın-vi�a 和 他 的 兄 长 组 成 了 一 对 ， 而

N�������N�������和一个与他同姓的人组成一对。很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

Źwẹі-·oŹḲhın-vi�a 和 N�������N�������曾经是不是旧抄目前还不能确定，两个姓氏

之间的联系也不清楚，只能推测两个姓氏之间有姻亲关系。 
                                                              

14 同上，cтp.338~342. 



文书中讲到，Źwẹі-·oŹḲhin-vi�a 的兄弟 Źwẹі-·oŹḲhın-vi�a 为其叔 Źwẹі-·oŹṆ�������

之养子，继承了他叔父执法转运的职位，即掌管哈拉浩特地区各种类型的转运工作。我们暂

且不管西夏的正式收养法是如何规定的，只想说明一点，就是无子女的叔父收养父系侄子是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因为他们的姓氏相同。
15 

总之，我们尚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文书中提到 N�������。但文书中明确提到，在

Źwẹі-·oŹ氏̣族中允许亲侄继承其叔伯的职位。 

继承者的俸禄多少根据职位而定。文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官员所得的俸禄通常都是

实物，法典中没有资料记载土地曾作为俸禄发放给官员”。
16
显然，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在

12 世纪的下半叶，我们从已刊布发表的文书中可以看出，俸禄是从部分耕地收入中分离出

来的，也可以解释为是从国有土地收入中分离出来的部分收入(依照西夏的国民比例）。薪俸

的意思用西夏词语表达就是“薪水养 

活”。
17
饲养的牲畜全部来自公家，并且不限制饲养。

18
俸禄以货币形式来支付。 

在西夏时期，一斛粮食相当于 5.94 升，宋时一斛粮食相当于 6.64 升。我们无法准确地

说明在西夏历史过程中哪段时间使用的是西夏自己的度量衡，哪段时间使用的是宋朝的度量

衡。所有在职者每人得 28 斛粮食。然而粮食也有等级之别，分大米、小麦和小米。不同级

别的人领取不同等级的粮食，遗憾的是关于此项内容没有详细的记载。关于粮食的发放周期

也不清楚，不确定是一个月还是一年。如果按照唐朝的度量标准，世袭者会获得 166.52 升

的粮食作为俸禄，按照宋朝的度量标准是 185.92 升，即大概是半公担的粮食。 

发放薪俸由指定人员完成，他们是奴仆还是其他受支配地位的人？与土地有何关联？

他们的俸禄从何处支出？文书中都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得而知。可能他们是无偿服务。当时

有篇专门的文章写道：“公民是西夏的财产。”
19
在西夏，包括被剥夺人身自由者在内的所有

人都属于国家。那么，公职人员应该算是国家的公有财产。从名字不能判断人的民族属性，

有可能是党项人，也有可能是汉人，也有可能是回鹘人。对五岁和三岁的孩子没有明确的界

定。五岁孩子的名字转译过来是：“十五—乐”，三岁孩子的名字转译过来是“十五—狗”。

在西夏，“狗”这个称呼不带有任何贬义色彩，文献中提到的一名正军的名字中就带有“狗”

这个词。 

在第 16 行有一个看不清楚的字——“大(老)？”。如果试着把它看成是“苯”(译为“做、

工作”)，笔者觉得未免有些牵强。第一个名字可能是一个女名，因为它翻译过来是“善良

的女人”、“好的雌性”、“好的母狗”的意思。第二个名字也是这种形式，只是第二个字不知

道是什么意思。第三个名字很难翻译，第一个字或可译成汉字“三”，第二个字译成“字”，

连起来是“三字”。 

西夏人把牲畜分为四类：1.骆驼，2.马，3.公牛和母牛，4.绵羊和山羊。同时把牲畜又

详细归类到战争、运输和畜牧中。其中包括骆驼、马、骡、驴、公牛和母牛、绵羊羔、山羊

羔、猪仔。西夏民众主要生活在丘陵地区，那里多养牦牛。根据部分数据显示，一匹骆驼或

                                                              
15 

Е.И.Кычанов,Измененныйизановоутвержденныйкодексдевизацарствованиянебесноепроцветание(1149-116
9),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1989,кн.3,Гл.8~12.cтp. 313~314. 

16 同上，cтp.336. 
17 НовыезаконыгодаСвиньи[1212]Танг. фонд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дтениеИнститутавостокаведенияАнссср. 

[натангяз].  Гл9, cтp.46. 
18 

Е.И.Кычанов,Измененныйизановоутвержденныйкодексдевизацарствованиянебесноепроцветание(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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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的价值相当于五头公牛或母牛和二十头山羊和绵羊。在继承人所得实物的清单中，标有

骆驼三头、牛十头、羊八十只，马不包含在清单中，这说明户主很富有。根据法律规定，有

二百只羊、二十头牛者则当私寻批、甲、马三种，作为军备和战马使用。有百只羊和十头牛

者当寻马一及披、甲之一种。
20
有五十只羊、五头牛者则当烙印一马。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所刊文书中提到的 Źwẹі-·oŹ和̣ N������� 两大氏族就

生活在哈拉浩特或是哈拉浩特附近(额济纳，黑水城)地区。大概他们的富裕程度属于中等或

中等偏上。可以通过在哈拉浩特发现的佛经材料来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在文献中提到的正

军 Źwẹі-·oN������在朝廷担任前内侍一职。正像我们前文提到的那样，当时他的主要

任务可能是宫内“待诏”，或是为地方政府效劳。在文书中还提到了其他官职，“行监指挥”

和“军事向导”。行监指挥在军队中属于中等或下等阶层，交通运输管理的工作是负责收税和

邮递信件，主要在京都以外设立办事地点。总之，这一系列的职务和与其相关联的人只有在

哈拉浩特这样的省级城市、二级城市中才有。所有在文书中提及的人物和职官都与在哈拉浩

特发现的佛经有关联，
21
因而我们有根据证明文书与哈拉浩特城有关，而且上面注明的日期

可能是 12 世纪下半叶到 13 世纪初。 

在文书中没有明白地解释西夏世袭制的作用。其中只是简单地提到过，侄子继承叔叔的

职位，或是说，侄子成为叔叔的养子，叔叔成为其养父，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继承形式在

N������� 氏 族 中 是 否 保 留 。 上 文 中 提 到 过 ， Źwẹі-·oŹḲhın-vi�a 和

N�������N������� 原 为 一 “ 抄 ”， 后 来 ， 可 能 由 于 继 承 程 序 的 要 求 ，

N�������N�������又和他同氏族的人组成一抄。从西夏的法律汇编和刊登的文书中，

我们发现西夏实行的世袭制度很复杂。可能在西夏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继承条件和继承顺序

是存在差异的，而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社会氏族制结构和国家秩序、国家运行是并存的。

我们认为西夏的世袭制度与中原不同，在南宋是由一整套的官僚制度逐步演变成为国家科举

制度。西夏时期中原模式的国家科举制度在当时是公开的，在法典中没有提到科举制度。 

在刊布的文书中有两个字我们无法辨认——第 7 行最后一个和第 16 行上数第六个。另

外，在文献结尾第 22 行中提到职位继承者每人派发两件兵器，而这种军备的类型我们不得

而知。查阅词典后得知，它是一种制约武器的工具，它的第一个字的意思是“割开”，第二

个字的意思是“打斗”。显然这是一种兵器或是用来防御的武器。而为何要每人派发两件？

在刊布的文书中一时还找不到相应的答案。 

笔者对文书进行了认真的翻译和解读，使得文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样，所有出

自哈拉浩特的西夏文文书，对研究过去的西夏王朝，以至于对研究整个中亚甚至是中原都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译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  北京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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