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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残卷考 
 

Е. И.克恰诺夫 著   彭向前 译 
 

摘  要：本文首次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进行

了初步研究，核对出现存诸叶所属的章节，探讨了译本的翻译特点，并对原文作了部分解读。 

        关键词：唐古特文 汉文典籍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堪称贞观年间的施政纲领。据波波娃（И. Ф. Попова）介绍，该书作者为吴兢（公

元 670—749 年），成书于公元 705 年，所记基本上是唐太宗（公元 627—649 年在位）与臣下关于施

政问题的对话。①此书在东亚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包括唐古特文，此外还有白话本。迄今尚未见欧

洲国家的文字译本，在上引波波娃所著书中，该文献中的大段被译成了俄文。 

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残卷，初次著录见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亚细亚博物馆西夏文书籍

目录》，载 1932 年出版的《北平图书馆馆刊》。② 

聂历山在自己的文章中曾两次提到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一次称：译自唐代吴兢的《贞观政

要》，记录了唐太宗在贞观年间与大臣们的谈话，这在汉籍唐古特译本中是颇值得一提的。③在《唐古

特文字及其总数》一文中，他再次称：“除了军事知识外，西夏人还汲取汉族儒家思想……在我们的

藏品中可以指出的同类书籍有……（4）木刻本残卷《贞观政要》，唐代吴兢著，辑录贞观年间唐太宗

与近臣的谈话而成”。④ 

在聂历山的档案中存有 5 页手稿，系唐古特文与汉文对译抄本。⑤ 

当前在我们的典藏中，有 30 面为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木刻本。它们登入西夏典藏资产清册

的编号为 Инв.No.122，123，2556，2557。其中 No.122，123 是聂历山的登记编号，No.2556，2557

则是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的登记编号。有 3 面上钤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印戳和编号： 

卷 4 第 12 叶 a 面，上钤“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远东典藏。唐古特文。编号 Д.No.108”

（Инв.No.122）。 

卷 5 第 40 叶 b 面，上钤“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远东典藏。唐古特文。编号 C.No.951。卷……

册……”（Инв.No.2556）。 

卷 5 第 44 叶 a 面，上钤“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远东典藏。唐古特文。编号 C.No.345（？）。

册……”（Инв.No.123）。 

由于种种情况要给某些唐古特文手写本和木刻本钤盖登记印戳，所以我们还不清楚，亚洲博物馆

                                                        
① И. Ф.Поп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 и идеология раннетанского Китая. М., 1999. 
② 聂历山《亚细亚博物馆西夏文书籍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4 卷第 3 号《西夏文专号》，北平，1932

年，页 387。 
③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кн. 1, c. 31. 
④ 同上，с. 85—86. 
⑤ 东方所档案，СПб. Ф.69. Оп.1. Ед.x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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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否曾经编造过西夏典藏资产清册。在钤盖博物馆印戳时，手写本和木刻本似乎并未很严格地按

照尺寸进行分类。 

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木刻本，纸质优良，厚且白。页面 22.5×14.5 厘米，版框 17.5×14 厘

米。有边栏、界行。左右双边。每页 8 行，行 15 字，雕刻、印刷十分精美（少数例外）。字迹上的区

别不大，大概是同一批工匠所为。版口上端题书名简称和卷次：“贞观四”、“贞观五”，下端记页码，

皆用唐古特文。尽管有些页面边缘受潮破损，但残卷在总体上保存完好。从外部特征判断，该书应该

刊刻于 12 世纪中叶与 13 世纪初叶之间。 

残卷经过修复。遗憾的是，修复时常常需要把旧的装订拆散，书页顺序可能就被打乱了。于是，

卷 4 的第 12 页 a 面与第 10 页 b 面粘连在一起，而卷 5 的第 23 页 a 面与卷 4 的第 14 页 b 面粘连在一

起。为了确定卷 4 的第 14 页 b 面在汉文原本中的位置，笔者花费了不少力气。 

那么，唐古特译本中保留了原作的哪几部分呢？这里姑且把《四库备要》所收的版本用作汉文底

本。这套书为洋装大开本，篇幅紧凑且有文本标记。 

第 10 叶 b 面 1—3 行，为《贞观政要》卷 4“贞观 18 年”条下结尾部分。 

第 10 叶 b 面，11 叶 a 面，11 叶 b 面，12 叶 a 面，为“贞观 7 年”条下前半部分。 

第 14 叶 b 面，为“贞观 10 年”条下内容。 

第 15 叶 a 面 2—8 行，15 叶 b 面 1—5 行，为“贞观 10 年”条下内容。 

第 15 叶 b 面 7—8 行，16 叶 a 面 1—5 行，为“贞观 11 年”条下全部内容。 

第 16 叶 a 面 7—8 行，16 叶 b 面，17 叶 a 面，17 叶 b 面 1—2 行，为“贞观年间”条下内容。 

第 17 叶 b 面 3 行，为下一章的题目，即《规谏太子第十二》。 

以下脱漏一大段原文，为“贞观五年”条下内容。 

第 17 叶 b 面 4—8 行，18 叶 a 面 1—5 行，为“贞观年间”条下内容。 

第 18 叶 a 面 6—8 行，18 叶 b 面，19 叶 a 面，19 叶 b 面，20 叶 a 面，为“贞观 13 年”条下内

容。 

第 20 叶 a 面 6—8 行，20 叶 b 面，21 叶 a 面，21 叶 b 面，22 叶 a 面 1—5 行，为“贞观 14 年”

条下内容。 

第 22 叶 a 面 5 行，题“贞观政要第四卷”（上一卷结尾）。 

第 22 叶 a 面 6 行，空白。 

第 22 叶 a 面 7 行，题“贞观政要第五卷”（下一卷开头）。 

第 22 叶 a 面 8 行，为卷 5 前三篇的名称。 

第 22 叶 b 面 1 行，为卷 5 后两篇的名称。 

第 22 叶 b 面 2 行，为卷 5 第 1 篇的名称。 

从第 22 叶 b 面 3 行到 23 叶 a 面，为卷 5 的开头部分，系于“贞观元年”条下，本条后缺。 

第 40 叶 b 面，41 叶 a 面，41 叶 b 面，42 叶 a 面，42 叶 b 面，43 叶 a 面，43 叶 b 面，44 叶 a 面

1 行，为《诚信第十七》的内容，系于“贞观十年”条下。 

第 44 叶 a 面 2—8 行，为“贞观 17 年条”下内容。 

由上述可见，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仅存原书极少的一部分——卷 4 和卷 5 的残卷。如果这部

著作被全文翻译为唐古特文，那么译本就可能要分成好几册，因为从常理来看，唐古特人和汉人一样，

不会把如此宏大的作品装订成一册。 

以笔者对西夏语和汉语的通晓程度，从整体上评价该译文，可以断定，它是符合要求的，基本传

达了原著的内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汉文原本：“且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 

唐古特译文：“竭縌埠綀落絢泛绢簁，蔲界秊膌窾竭縌疥簧，履秊仕窾埠綀怖。”意思

是“君子小人本无常，若行善事则为君子，做恶事则为小人。” 

但对残卷的研究表明，唐古特译文在整体上并非逐字逐句的完整翻译，译者脱漏了不少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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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完整的作品，有时是一段文字，有时则为单独的句子。例如，译文中不见李百药所作《赞道赋》。

这是一篇以诗歌形式写成的史论，当唐太宗还是太子时就读过。有可能是译文难以做到在内涵和艺术

表现形式上与原文完全相符，只好一删了之。毋庸讳言，我们目前还不了解用唐古特文翻译汉文经典

诗赋的情况。 

卷 4 中最后一段也删略了，原文在“贞观十四年”条下，内容为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上书谏太子承

乾广造宫室，奢侈过度，耽好声乐。删略的原因如上所述。 

在卷 5 末尾删略了“太宗尝谓长孙无忌”部分。 

在“贞观年间”条所载谏议大夫褚遂良所上疏中，删略好几句文字。内容大致为汉代（公元前

202—公元 220 年）采用郡国并行制，而唐朝初年实行秦朝（公元前 221—207 年）创立的郡县制。很

多职官名称在唐古特文中被略去不译。显然是因为许多西夏读者不了解这些职官，即便翻译为唐古特

文，他们也不知所云。译文中出现大量解释性的翻译，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个别字词也有遗漏，也

许，译者并不认为这些字词对了解原著的内容十分重要，而有时则是无法翻译。 

在个别情况下，译文简直就是对原文意思的转述。例如： 

汉文原本：“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岂不以王之骨肉，镇扞四方，圣人造制，道高前古？臣

愚见有小未尽。何者？刺史师帅，人仰以安。” 

唐古特译文：“箺蘄萌什拒艕禑：‘罏索蘦礠竛弛蔩谬皺悟淮粮保羋属丑落，吞八始蒜。

矺漓妒？窾索絧號马谍竛弛淮粮膎勿妒萯蒜落怖。菋怖纓，饲保羋落，烁坯紹伯臀怖。’”

意思是“今帝遣年幼诸子为四方城主者，实未尽也。何者？则帝心下谓朕之子当镇扞四方也。虽然，

夫刺史者，百姓庇护处也”。 

请看对下句的简化译法： 

汉文原本：“玄素叩閤请见，极言切谏。” 

唐古特译文：“磝帘棍科碽扦，菢睎谍糷糷焦艕。”意思是“玄素前往宫中，力谏太子”。 

我们看到，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太子”，只是在文义中涉及他，但在唐古特译文中却提到了。有

时在译文中还用注释的形式作一些小的补充。例如，汉文原本中提到傅说，唐古特译文中则指出“膊

坤菞聶缽嚷（殷代大官傅说）”，使读者更明白傅说的身份。汉文原本“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

惟良二千石乎！’”，句中的“二千石”本为官秩名称，秦汉中央的九卿和地方守、相等官秩为“二

千石”，这里为汉代郡国守、相的通称。唐古特译文直接译为“保羋”，字面义为“城主”，与“刺史”

对译，这是因为唐时期刺史成了一州的行政长官，与汉代的太守相当。汉文原本“昔项羽既入咸阳（秦

朝的都城）”一句，唐古特文译作“瞣紽腲磊繕磌箌属”，意思是“昔项王取秦”，译文显然带有注

释的色彩。不知道为什么译文一律删略“陛下”二字，而代之以“索（帝）”，例如原文中的“陛下承

其余弊”，译作“索焊秊栏”，意思是“帝承其事”。还有就是，译文有时把“国”字改为“索（君）”

字， 有时又把“君”字改为“繕（国）”字。 

显而易见，那些被替换部分，都是因为在文字表达上实在找不到与之相符之处。例如原文中的“未

逾六旬”，译作“舉聚篟父（两月未逾）”，有可能唐古特文中就没有“旬”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

有：“昔”译作“拌瞣（久远）”；“逆耳”译作“絧蔎篟瞭（心与不顺）”，即“与心不顺”；“情不

上通”译作“緳秊索群篟維（好事帝耳不至）”，等等。 

当然，以上只是简单的描述，并不能反映这个唐古特译本所有的特点和细微之处。我们并不热中

于翻译理论和东、西方古代及中世纪译者们的翻译概念，只想指出，各种汉籍唐古特译本为研究其于

11—13 世纪在远东的传播提供了有趣的材料。令人感兴趣的如：译文对文本的选择（这里暂不涉及佛

经文献），对版本的选择（抄本，刊本），译文的精确程度，译者的政治动机和道德观念，译文的词藻

以及该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等。 

历经 200 年发展的西夏文化，是一种以本民族语言、传统文化和新创制的唐古特（党项、缅药）

文字为依托而形成的多民族文化。西夏文化的成素是不均衡的，它以唐古特文化为主体，还包括汉族

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少量回鹘文化。在西夏文献中，汉籍唐古特译本占据主导地位。西夏国家制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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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是在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法制精神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西夏军队在保持唐古特民族特长的

基础上，大力汲取汉族传统的军事理论思想。 

通过研究有幸流传至今的这些作品，我们也许能弄清楚汉籍唐古特译本的大致情况，包括为什么

要翻译这些珍品、什么内容和如何翻译的。 

在 10—13 世纪，契丹和女真相继统治中国的北方。我们知道这一时期出现过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对此仍一无所知，尽管从纯理论上来讲，在出土的写本和刊本中不排除有契丹

文和女真文的可能。通过对译本和汉文原本的比较，研究各种译本和西夏遗留下来的信息，可以获得

中原政权和周边民族这一时期在文化上互动的有趣史实。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如果说在此之前

（比如唐朝），周边邻国皆直接借用汉字（日本、朝鲜、越南），许多情况下其实不需要译文，它们直

接借用汉文书籍，并借用汉族日常文化；那么后来，从辽开始，周边民族政权则开始纷纷创建自己的

文字，并运用本土语言进行书籍翻译。当然这种划分有些武断，如所周知，少量非佛经汉籍的藏文和

回鹘文译本早就出现了。 

 

 

附录 
 

第 17 叶 b 面 3 行往下，规谏太子（节译自汉文原本“贞观五年”条）： 

緳蜌翆科，菢睎罶臤落庭篔嘛蛽，磀渡瞭属。聶缉碞筗茬《艕臷》舉灯梭碽属吸焦。

艕祇睎百筹胇菢睎秬篟吸矺浮艕禑铜。菢睎谍睎误筹胇谍禑妒：“菢睎息砓，蘦堡磃秬

哗禑糷妒萯落搓充？”筹胇框禑：“索唐碙篙胎栏，苖魏篟艕吞北籋妒。”焊篎粮蚚拐糷

糷艕镜。罶臤《糼蒾谍佬记牡蜐》碽肒萯妒。筹胇焊记蒾袭艕禑胎缾耳苙。焊瞭礖凭焊

舉綀谍氦舅司蛁蒝菋柏蒂息躇蛁碙沏帝。 

 

译文： 

贞观中，太子承乾数亏礼度（本句脱“数”字），侈纵日甚，大臣（夏译文“大臣”的具体

名称是“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以讽（“讽”下原文有“之”字，夏译文略）。

是时夫子（“夫子”对译官名“太子右庶子”）孔颖达每犯颜进谏。太子乳母（原文为“承乾乳母”）

谓颖达曰：“太子长成，何宜屡得面折？”对曰：“蒙君（原文为“国”）厚恩，死无所恨。”

谏诤愈切。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又因文见意，愈广规谏之道（原文下有“太宗并嘉纳之”，

译文缺）。 太宗以此赐二人各帛五百匹、黄金一斤。 

 

緳蜌灯淮翆科，礖凭磝穧絢菢睎唐纚筼筼焦艕牡砽，烤息聴属。玛菢睎絢棍科蚗哺，

競絸篎蕽。磝帘棍科碽扦，菢睎谍糷糷焦艕。菢睎焊蚗磌箌，磝帘谍冉箙沏虄属。肣肣

旺莀腞谍残亲，聚藧矂莀丑，磝帘睘葌城揉紴，焊旺莀腞庭属碽哈芧沏苖。玛焊菢睎篎

榴荶睈仕丑测踩蘺聀，拓礮胎緖疾紺，磝帘篎魏什拒艕禑：“聶聂蛆菋怖。眯瞭碙篙繰

翶堡碽栏，聶落眯谍薎矽城儿紋籃哗，焊瞭矺浮艕禑妒籋。菢睎属落，秊埠菋簁。翍菞

緳庭哗，窾腲腟矺漓谜萯。索菢睎蔎噬蚀怖，魏焊废耳盫落哗。礮落磀瞭适蝭。舉聚篟

父，蒤礝蟨祡礮沏适蝭，篟镀緖疾蘦废父哗。棍榴號，菋睈綀撮纚；菢睎緵皖，箎綀篟

癿。糼槽妒菋，窫非窿瑚窾吞穔蓇籋；瞭槽妒，菋蚀皽残城禑萝吞北；庭胋毋腕，窾籒

摆蒾佬翛籃哗；膖紻蔓，窾妹瞭蟗镀萯蒜。緳箎聶缉蟍纚，耓筪矟綀耳脭。稧籃落竲哗，

涤碃綈礮撮薀，藶府寥睈谍碙礮胎帝。絸皺簁落穔祡癿商，棍科倒秊铜臀綕充？菢睎棍

旺科析穾焦堡。坚唉耫唱，疥履焦藉。枢穲皯落，蒾烤庭膌，緳箎綀怖。聶絢焊聴落，

菢睎睪谍宁薞，籒摆禑菬祬吸箎膳宁蛙煞籋。菢睎聮属，聶篟镀商聴纓妒。矺浮界瞭膌，

魏卢戴宫妒；艕禑篟萝，窾耳绢店煎蔎癛。籒摆綀禑：‘肂舩縂谍儿，祤履綀谍紋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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翗镁蛙皺伦秊截，吸坚坚筒籃！”菢睎蒾技耳蔓，息殆，肣肣綀悟磝帘谍苖丑底城，订

薠耳哺，磤台沏眰。 

 

译文：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知玄素频频向太子进谏，特拔擢玄素(官职名称在译文中省去) 。时

太子尝于宫中击鼓，[鼓]声闻于[宫]外，玄素前往宫中（原文为“叩閤请见”）， 力谏[太子]。

太子拿出鼓，当玄素面毁之。暗令户奴于早朝①时持月斧（原文为“马檛”）走近玄素。该户奴痛

打玄素殆至于死。是时太子迷恋于造塔，[在修建上]耗费过度。玄素以此复上书谏曰：“臣愚蔽

（下脱“窃位两宫”），受帝之恩赏多如雨水（原文为“江海”），然臣于帝（原文为“国”）却无

秋毫之益，是用必冒昧进谏（下脱 “思尽臣节者也” 一句）。身为太子，责任非小。如积德不

弘，[其]何以继承王位？皇上与太子乃父与子，关系之亲，莫过于此。太子的费用随意支出。未

逾两月（原文为“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无逾于此。宫殿（原文为“龙楼”）之下，

惟聚工匠；太子周围，不睹贤良。今言孝敬，则不见侍从问安；语恭顺，则不从父母之命；求声

誉，则不学古人文义；观举措，则依法当死②。贤能大臣远离，奸邪之人在侧。所爱者无益，唯

寻游伎杂财，图画雕镂之徒，赏赐多给。在外可见如许过失，宫内秘事何可说乎！太子宫内如同

市场，朝入暮出，恶声渐远。赵弘智经明行修，德贤人也（原文为“当今善士”）。 臣每举彼者，

望太子召彼，谈论古人之言，以广智慧也。太子疑之，谓臣妄相推引。行必从善，尚恐有误；谏

言不听，必遇凶厄。古人云：‘苦药利病，苦口利行。’唯愿居安思危，日日勉之。”太子读完奏

疏，大怒，欲密遣刺客杀害玄素，俄己罪暴露，死之。 

 

第 44 叶 a 面： 

緳蜌灯蒤翆科，礖凭盫聶谍禑妒：“《蔂舏蒾》袭铜‘綀落撬惯臀綕，们通臀哗妒。’

缽魏禑：‘綀们哗，窾綀簁簧妒。’瞣紽腲磊繕磌箌属，篎粮猜號癐皮。蔲挑索焦堡稅们

膌阶，窾焊繕瞸箌属浮？”芥就蔏禑：“稅、佬、篔、箎、们谍氦絢妒，蔲笒累膌阶，窾

胎竲紋笍。拌瞣拖索氦絢篟膌瞭，成叉索……”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论语》③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

项王（原文为“项羽”）取秦（原文为“入咸阳”）， 已制天下，若如汉王（原文无“如汉王”三

字）能行仁信，则孰能夺其国？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下脱“废一不

可”）。若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昔纣王不行五常，周武王……”  

 
（译自 Е. И. Кыч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Факультет филологии и искусст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o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 c. 486—492） 

 

（作者工作单位：Е. И.克恰诺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彭向前，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

究院，银川,750021） 

 

 

 
                                                        

① 译者注：俄译文脱漏“早朝”的“朝”字。 
② 译者注：“观举措，则依法当死”，此句夏译文理解有误。汉文原本为“观举措，则有因缘诛戮之罪”，意思是

观察太子的所作所为，则有“凭借权势杀人的罪行”，而非“妹瞭蟗镀（依法当死）”。 
③ 论语，西夏文作“蔂舏”。俄译文把“蔂”字拼写为 Лу，未作解释。译者案：“蔂”字之所以用来音译“论”，

是因为在宋代汉语西北方言中该字的鼻音尾脱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