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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城所出 1224年的西夏文书 
 

克恰诺夫 著   王培培 译 

 
摘  要：本文对出土于内蒙古哈喇浩特的一件编号为 инв. No. 2736的西夏文文书进行全文

翻译，指出此文书为一名黑水城守将给西夏皇帝的奏表，请求还归故里。文章结合相关历史背景

和西夏法典中的内容，对文书作者的写作目的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西夏，文书，黑水城，《天盛律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有 122种西夏特藏文书。近来的研究表明，它们与如

今的哈拉浩特故城有直接联系，不仅是研究这一地区，也是研究西夏王国（983-1227）的珍贵文献资
料。此前，除了一篇小论文外

①
，还没有科研成果是针对科兹洛夫于哈拉浩特发掘出土的西夏文文书

以及汉文和蒙文文书进行论述的。如今，孟耶奇科夫和乌里曼对汉文文书的阐释，以及孟古耶夫对蒙

文文书的研究将要发表。 
西夏文献研究很有难度。它们数量巨大，况且它们都是用我们不熟知的西夏语写成的。尽管如此，

对一些较规整的手写本进行初步释读是非常重要的。其中 No. 2736号文献保存较好，是哈拉浩特城守
将婆年仁勇给朝廷的上书，作于 1224年夏。 

文书 58.3×41.3厘米，18行，行 32-38字。行 1、7、16、17、18均残，行 2、6、8、12、14中
在君王或其名号前均有空格。行 1介绍作者姓名和官职，起于文献中部，行 7则因为下文出现了君王
名号，止于文献四分之三处。行 16也仅有四分之三长，因为下文是作者对君王的请求。行 17由于上
书的完结也较短。行 18 起于文献下方，记有时间和签名。文书背面恰好位于落款下方有一个花押，
这在西夏文书中很常见。一些观点认为，文书中的花押是常见西夏字的一部分。而本文讨论的花押正

是文书作者姓名中的“睺”（婆）的变体。这件写在厚白纸上的文书由于时间的侵蚀，如今已经发黄，

变潮，布满污点。即便如此，这种纸张用于书写文书并不常见，却多用于刻写佛经（至少列宁格勒所

藏经卷是如此情况），而一般的文书用纸大都纸质轻薄。这一方面显示出文书作者的显赫身份，另一

方面也显示出对皇帝的尊重。文书用标准手写体一气呵成，除了第七行的第七个字涂黑之外，其他字

迹清晰，所以我们容易将它翻译成文。其文结构平易，不像同时代的文书那样写有地址。目前我们也

无法对一组或一系列复杂文书进行比较，因此无法给出西夏文书特有的固定格式。 
以下对文书进行翻译释文：

② 
 
繰梆保蔰擂筞属腞沦脴 ③莀晦缅料抚踩祭 ④盛茬稅汉炽： 

                                                        
① A. I. Ivanov,  Dokumenty iz Chara-Choto, I, Kitajskoe častnoe pisjmo XIV veka, Izvestija Imperatorskoj Akademii 

nauk, 1913, pp. 811-816. 
② 汉译参考陈炳应的译文，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 29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年。 
③ 据知目前还没有出现银牌的实物，仅仅在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有铜牌，其上有“敕然马牌”四字。 
④ 这可能是作者的官衔或级别称谓，在之前的其他材料中未见类似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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罏稅汉命篫楞 ①聶翛癝皺耳紻，睫瞺盝簶縇箷綀怖。籒絘眯筞埠菞塘莀，缅矟磏、②窲

羋緋、洁成、繰梆弛淮緋 ③焦丝，膡翆毋癏，罏維缞翆簧。蒤灯蒤簧皽胞矂蔎笘礮镣息經

緛，④罏竀胞縂耳編絅，籫礗登蔎息槽縇棍耳絼，焊毋癏商秬篟癿，酞酞泛刀瞭，纝纝倦

虎蓭蕸，皽胞纝薸蕏蟈簧悟坝妒袭。穔砂翛饲宁纚砂羘纚虣腞遍塘汕蔎商唐，絧艤筯缾

瞭，聴癝挡笍，⑤睫瞺緋饲篟笜泛刀胎翆耳纚丑。焊毋癏虣，緵禣属籃哗。菋蘾羬妄索拓

腟焦省，融揉縊绢始挡属，见嘻絘悟籃哗瞭，稅汉沦脴莀繰梆保蔰擂筞属腞沏簧。罏繕

距泛箍，较綃緳两菋縦汕蚀皽谍阶萚息粄怖。埠聶驳魏癐蟗肈沏膁，篙萚皏碟焦栏。稅

汉保蔰筞秊皺繰梆維紴毋癏，唉帖癥嫉皺蝳，焊筞焊非属，嘻保蔰窱穋、社厅菋簘 ⑥命縦

氦灯泪絓、淮秬蚗菞禥莀 ⑦牡、闪蟕诵箿佬际翓竀吞祕，篟笒往緛搓滴禣，翤胅焦笒丑。

嘻繰梆癏洁成局蕵蟏弛婚冉綠赴版禑稟牡灯缞絓 ⑧籮，魏眯腵沏擂蜶。稅汉睫瞺緋饲篟

笜盝簶縇箷您緐穋勺，蟏蟍綀操哗，盬翗播窃蛁稱毋瞭伯，魏繰梆眯沦蟄礮耫礌五工，

矖莀汕谍缾嘻蝭属，窾息聚浦袭舉闭 ⑨蛁城卢笍吞纓。焊废桔，蚚笆笍籃沏篟緛，罏窾窃

穋息菤属，费辈蟗籃卢簧。而綀稅汉噬皽弛唐稌癏篙谴属，嘻保蔰筞皺惯矺膌疽 ⑩羢冈⑪

恒卵⑫蕔⑬悟落怖萇，籒絘臷篔搓瞭，睫荒緈疽⑭菋窲羋緋縦袭壶谩息綀蔎筞镣嘻悟，稅

汉皽笓蕏蟈緋綕薸筞埠菞皺簧悟絧膌擂筞属。佬篟佬，息槽藱楚縦汕蚀皽稌丑絎坝。 
淖縊唆翆蒤聚   稅汉。 

黑水城守城管勾持银牌赐都平宫走马婆年仁勇 禀 

今儒臣仁勇，出身学途，原籍鸣沙地方人氏。先后官任大小执事、肃州黑水城[尚那朔]监军司及

其他四司。始于鼠年，今已九年。有七十七岁老母在堂守畜产，今母病重，妻儿子女向居故里，天各

一方，迄不得见，故迭次呈请转任，乞放归老母近处。彼时因在学，学友或任职故里，或提拔为千官，

而（仁勇）未蒙见重，况原籍司院亦不获准，遂致离家多年。此后亦未见呈报。如今圣上继位，边界

仍未安定，急需一员干将，替任黑水城守城管勾持银牌一职。今国基已正，圣上之德暨诸大人父母之

功已显，卑职亦得脱死难，当铭记恩德。仁勇自任黑水城守城管勾一职，日夜观守城中局势，军粮、

战戟、大小五十六砲及四面大鼓、执更守卫、兵甲、翰林义士等物需置，然则不足不全，所需急用以

备守城。肃州地狭，坚守部信告知：传言十九驿修缮完毕。仁勇远任不同司院，衣食仰赖鸣沙主人之

称谓。（朝官）远而民贫，惟恃食禄各一缗，黑水官员银粮财物向来寡少，依律法一月当二斛，如今

少而无得，所不足当得之粮无着，今食粮将断，恐致羸瘦而死，仁勇不辞冒犯，以怜念萱堂等，乞加

恩免除守城事，别遣将军、生化、回鹘、铁来此，其职责本同，皆地属副将及大监军司。仁勇则请遣

                                                        
① “楞”指“才、士、儒”，参见：N. A. Nevskij, Tangutskaja filologija, Moscow, IVL, 1960, vol. 2, p.38. 
② “缅矟磏”，音译为[尚那朔]，是肃州黑水城的一个军事机构。 
③ 在西夏的行政区划中未见这几个地名，可以确定他们属于肃州，相关资料表明。至少在西夏灭亡前，哈拉浩特

辖属肃州。参见：E. I. Kyčanov, Očerk istorii tangutskogo gosudarstva, Moscow, Nauka, 1968, pp.115-132.  
④ 因为缺少语法标记，这里并不确定七十七是作者还是其母的年龄，在我看来应该属于后者更合理。 
⑤ 倘若理解无误，作者在抱怨自己没能像同窗一样任职故土（鸣沙），并获得一个好职位。他远离亲人，远离王

廷，无法如同窗一样晋升官职。“千”可能是学成后直接授予的一个职位，并且与作者的官职有着某种直接联系，也就

是说作者完成学业后便被封为“千”。对类似内容的翻译是有难度的，也可能作他译。 
⑥ “簘”，其意不明，汉译为“砲”。这可能是一个汉语借词。 
⑦ “禥”意为“更”。“禥莀”指更夫、守卫。 
⑧ “絋”本意为“（篱）笆、柱”，这里译为驿站。 
⑨ “闭”意为“斛”，最大的谷物计量单位。1斛等于 5斗，等于 50升，相当于现在的 30升。参见：Isaka Hideo, 

Shina mindzoku seika shi, Tokyo 1943, p.141. 
⑩ “膌疽”对译为 “行将”，与老将的数量有关。较早的文献《贞观御镜统》中对应的词为“膌羋”。 

⑪ “羢冈”为官职，对译为“生化”，音译为[口移 讹]。 
⑫ “恒卵”是西夏对回鹘的称谓。此词同样出现于《新集锦辞合道理》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⑬ “蕔”意为铁，音译为[尚]。 
⑭ “緈疽”军衔，意为“副将”。据《贞观御镜将》，军将与副将的职责有差别。在此表示西夏军队中老者的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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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老母近处司（院）任大小职事，当尽心供职。专此祈请议司大人慈鉴。 

乾定申年七月 仁勇 

 

这是一封未寄出的文书草稿或者复本，
①
是 1216年上任的哈拉浩特守将婆年任勇写给西夏皇帝德

旺的文书。1223 年底，遵頊在蒙古和金的进攻下让位于次子德旺。倾向抗蒙的德旺采取举措以增强
国家的抵御能力。1224年春，西夏使节被派往北方和西北方的近邻修好，以抗击远在西方的蒙古。②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将在西征归来后攻打西夏。就在德旺即位之时，他回到蒙古积极备战，这一消息

于 1224年被西夏得知。如此看来，文书作者婆年仁勇是怀着极端复杂的心情写下奏章的。 

西夏属地鸣沙就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正如文书中反映出来的，这位鸣沙籍干将远离家

乡，在西夏北部边陲任职九年。当时，西夏和北边鞑靼蒙古
③
的关系结束了 12世纪后期形成的战争状

态，进入了较长的和平期。
④
哈拉浩特，即黑水城，成为抵抗强大外敌的前哨。尽管如今科兹洛夫使

它声名鹊起，然而在当时它只是西夏一个普通的辖区。此地最高防御将领婆年仁勇的职责是艰巨的，

而他上书的目的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孝子他渴望守在老母身边任职，渴望从北方边疆调往较为安全的

南方。因为孝亲在中原汉地和西夏都被看成美德。据西夏文《圣立义海》讲：“世间一切孝行中，孝

顺父母之品行乃最上”。
⑤
这是婆年仁勇想要调职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并且在文书的首和末两次声明自

己的意愿，同时也陈述了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包括加强边地防御和多年的守边生活。他还提到身已

染病，精力几近耗尽，想以残生侍养老母。
⑥
身为儒家弟子的孝子婆年仁勇强调了侍亲的愿望，以求

博得皇上的恩愍。这很可能因为德旺执政之时，其父遵頊依然在世，其太上皇的名号重于当朝君王。

西夏君王侍亲的情况是否正是婆年仁勇效仿的榜样呢？ 

此外，西夏和中原汉地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类似的上书在汉地也出现过，最有名的是李密给晋

武帝的上书，他为了侍奉养育他的老母亲请求皇上不要让他转任他所。此书言语恳切，作为范文收录

于《文选》。
⑦
 

婆年仁勇同样阐述了调任的其他理由。德旺正在备战蒙古，婆年仁勇叙述了他的尽忠职守，为加

强边城防御采取的举措，并且对黑水城附近的边界地区时刻进行严密的看守。他是称职的，但处境却

是艰难的。西夏陷入与蒙古和金长达 20 年的战争，当时的困境是显然的，远道而来的朝廷俸禄已不
敷使用，甚至他还曾由鸣沙的家中接济。如今朝俸已消耗殆尽，缺乏后援，他的身体不济，也许还面

临与亲人永远别离的惨剧，会被迫失去侍亲的责任。只有一个方法能让他改变现状，那就是离开黑水

城。他向朝廷提出这样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说到这里，我们还无法确定手头这件文书真正想表

达什么意图，一个孝子对老母亲的担忧？还是作为一个了解战势的将领想以侍亲为借口逃脱战争的险

境？事实上，成吉思汗于 1225年 2月紧接着回到蒙古，次年春便带军占领了黑水城。 

以上就是我们很难发现婆年仁勇上书的真正意图的原因。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资料证实，我们仍然

无法得知他上书的目的是出于孝心还是为自己的避险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我们知道，文书完成于一个

非常时期，一个对于西夏生死攸关的时期，这些情况虽然无法帮助我们了解上书的目的，却反应了当

时的情况。如此，这封文书无疑是一份活生生的历史资料，也就弥足珍贵。 

除了文书反应的一系列有关西夏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信息外，如官爵、职掌、军事区划和武器

                                                        
① 手头的这件文书是份草稿或者复印件，因为作为一份正式的官府官文，如果黑城守将有权使用官印，则不会使

用花押的形式。再者，文书第七行中第七个字有涂抹痕迹。 
②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正《〈西夏书事〉校正》卷 42，北京，1935年，第 492页。 
③ “鹅鹅”tata, 来自索夫罗诺夫的拟音。鞑靼，首见《改旧新定律令》卷 4，科学出版社 1994年，第 107页。 
④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4，科学出版社 1994年，第 107页。 
⑤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72页。 
⑥ 《圣立义海》：“子乃父之白骨，母之红肉和合。子身已成，应孝顺爱身，父母骨肉莫敢毁伤也。”克恰诺夫，

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71页。 
⑦ 《文选》Wen Hsüan,《陈情表》Ch’en Ching-piao，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 Übersetzungen aus dem Wen Hsüan,II: 

Harvard-Yenching Insstitute studies,XVIII, 1958, pp. 67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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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等等（见西夏文译文注释），一些已经发表论著中的间接信息对于研究西夏历史也是值得参考的。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婆年仁勇的官爵职掌，还能帮助我们解释文书中提到的名词。 

行 2和 12中，文书作者两次提到他在鸣沙拥有的房屋，行 3提到他拥有畜产和一所母亲居住的
房屋。“縇”指“屋”、“家”，“經”指“屋”、“舍”。通常的，婆年仁勇是一家之主，家庭不仅包括

他和妻儿，还包括与其子共同拥有房屋和畜产的母亲。“镣”意为“共”、“同”，频繁见于西夏法典，

它涉及不同辈分和不同程度的家庭关系，如大家族中的妻、儿、孙、曾孙、祖父、祖母、兄弟、姐妹、

叔舅、姨姑、侄儿、外甥等等都共有财产。因此，在西夏的大家庭中，任一成员一旦犯法，家庭成员

也会受到处罚，即连坐。连坐体系的特征是：重型犯的家属必须连坐，对象取决于与犯人的亲疏程度，

特别是“同居”（镣經）者，而不牵扯家庭中的其他亲人，这在西夏法典中都有所体现。①
同样，婆

年仁勇在其父辞世之后，便成为其家族的一家之主，他与母亲一同掌握整个家族资产。即便上书之时

他已经离家九年，却仍然为一家之主，享用家族资产，因为朝廷不论以银钱还是实物支付给他的薪俸，

都不足以维持他的生活，甚至这些仅有的朝廷恩赏在那个特殊年代都难于到达他的手中。 

相关的西夏法律还表明，多个家庭形成宗族或“迁家”（滚縇）②
，其主有权利对违反律法的一

家之主治罪，如《天盛律令》：“边境地迁家，牲畜主当在各自所定地界中牧、耕、住家，不许超过。

若违律往地界之外住家、牧、耕，敌人入寇者来，入他人手者，迁溜、校检、边管依前述法判断。”
③
 

我们没有资料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无论如何，一些已刊论著阐明了西夏法典的一些情况。尽管本

文存在许多不足，我仍然希望它对于现在或者将来的相关文书的研究有所帮助，这些文书的确是了解

西夏历史的珍贵资料。 

 
（译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 ）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1，科学出版社 1994年，第 22页。 
② “滚”意为“迁”、“移”。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4，第 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