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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再认识 
 

吴峰天 
 
摘  要：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自清代张澍发现二百余年以来，西夏学从无到有，

再到今天的兴起，都离不开对西夏碑的基础性研究。为学界提供真实的资料和信息，是文博

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关键词：西夏碑座；卯楔；裂隙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又称“西夏碑”（以下简称），是西夏王朝第四个君主崇宗李乾顺

在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距今已整 916年。此碑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由著名金石学家，

武威人张澍发现于原凉州清应寺。
①
碑身高 260厘米，宽 100厘米，厚 30厘米，碑座高 59厘米，宽

80 厘米，底沿宽 98 厘米，厚 98 厘米，通高 319 厘米。该碑是讫今被发现的西夏文和汉文相对应字

数最多，具有对应参阅功能的西夏文化遗存。1961 年 3 月 4 日成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

藏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夏博物馆中央展厅，为该馆镇馆之宝。 

2004年至 2006年笔者受命负责复仿制“西夏碑”的技术工作，在复仿制过程中，对版式、相关

文字和图饰做了较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中有以下新的发现及内容： 

1、西夏碑碑头正面飞天图案是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人物造型，左侧风格与敦煌壁画，唐晚期人

物画风相近，显然是吸收了唐代的画风，柳叶眉，大眼睛，樱桃嘴，双重下巴，显得体态丰满婀娜多

姿。而右侧人物具有明显的西域人物特征，高鼻梁，脸部骨骼隆起，体态健壮，动感强。单从两个人

物形象，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2、该碑碑面花边纹样，是以不规则菊花叶瓣做二方连续图案，从左下方起，茎叶向上顺时针作

环绕状，至右下方结束，围一周呈一个“ ”形，具有如传统纹饰“万”字、“寿”字不断之寓意。 

3、西夏碑正反两面碑头有高低或大小之分。以背面（汉文）碑头横向花叶纹样为参照，正面（西

夏文）碑头横向花叶纹样要低 12cm，也就是说正面碑头要大于背面。 

4、西夏碑正背两面文字排列行数和字数统计 

 

行

数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字

数 
62 60 60 61 62 54 58 55 55 55 21 63 54 55 58 57 64 63 60 63 64 63 59 58 57 58 57 14 

正

面

西

夏

文

字 
题

头 
西夏文篆字 8个  正文（西夏文字）1570   共计 1578字 

                                                        
①（清）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三秦出版社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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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数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字

数 
32 69 68 69 59 48 52 52 52 52 49 67 66 66 68 65 68 67 66 67 67 65 52 43 27 

背

面

汉

字 题
头 

篆书 12个字  正文 1456字  共计 1468字 

 

5、西夏碑原碑背面（汉文）正文有 15处空格，均在“佛”“二圣”前，从碑面整体所处位置看，

在碑面的三分之一以上。正面（西夏文）情况基本相同。这主要表示对佛和美好事物的敬仰，讲究忌

讳，明显是受汉民族传统礼教文化影响的结果。 

6、早在九百多年前就出现的简体字：万为“万”；继为“继”；  图为“ ”。这要比翰承所著《汉

字百问》
①
一书中所认定的，关于我国最早的考古简化字，重庆万盛墓碑（宋）（1174）和陕西省澄城

县金国明昌二年（1191）铁钟之说分别还要早 80年到 97年。 

7、汉字笔划的特殊书写形式：“  ”（外）；“  ”（材）；“ ”（再）；“ ”（代）；“ ”（武）；

“ ”（砂）；“ ”（诚）；“ ”（感）；“ ”（戌）；“ ”（后）；“ ”（人力）；“ ”（行）。 

8、在背面（汉文）右数第 2行下端有一个 4mm大小的大写“七”字，从前后字词关系看即：“自

周至七晋千有余载”。从文字编排上，并没有占一个字的空间，只是在至和晋字中间加了一小“七”

字，不知是何故所留。 

9、通过对西夏王陵碑石与武威西夏碑规格尺寸相比较，证明西夏时期碑刻是有着严格等级的。

西夏王陵 7号陵寿陵残碑根据测算是一座宽 5米，高约 2.8米，通高 4.2米，厚约 0.5米的由 4座碑

座托起的国内外罕见的大体量卧碑。它由碑首、碑额、碑文、碑托、碑座 5部分组成，碑面敷朱色，

文图鎏金，分阴阳两面镌刻，碑额篆书，碑文行书，碑图以 98 条龙饰图案为主，是我国唯一面世的

“百龙碑”。而西夏碑明显小于此。分别由碑额、碑身、碑座 3 大部分组成，两面镌刻，碑额篆书，

碑文楷书，图案为飞天、花叶纹、狮子、飞马、麒麟、莲花等。无论从碑体尺寸或是纹饰图案及色彩

处理上均无法与西夏王陵碑刻等同。其前者是最高等级的，处处显示出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西

夏碑为佛教寺院所竖碑刻，同样具有无尚的尊崇，但是凉州护国寺必定是西夏国的辅君之地，所以从

这一意义上讲，西夏碑无论是规格或尺寸上均不可能超越前者。 

10、西夏碑西夏文的书写工具是毛笔，这一点从西夏碑碑额篆书毫无疑问。碑额书法飘逸、流畅、

舒展。笔划启笔、收锋、转折均有“顿”、“挫”之式。笔划粗细变化也合乎毛笔灵活、自然之 属性。

两行八字意为“敕感通塔之碑文”是目前发现的最为全释的八个西夏文篆书字，对研究西夏文及书法

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文洋洋 1570 个西夏文字，足占了已知全部西夏文字的四分之一，其书法更能体现方块字的结

构美，编排形式美。正文为楷书，启笔和收笔一般不藏锋，书法结构自然得体，不机械、呆板，是难

得的西夏文书法范例。根据武威出土的西夏木版画等，证明西夏时期绘画书写工具就是毛笔。毛笔也

是党项民族贯用的工具，理由：1、创立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出于对实用工具的依赖惯性，他首先

会选择自己习惯的书写手段及其工具。2、西夏党项民族的掘起，虽然在历史上曾称雄一方，但于其

并存的大宋王朝，仍为整个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更何况汉民族文化延绵数千年，传承不断，无论是

政治、文化艺术均深深的影响着其他的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进程。 

11、西夏碑碑座被发现。1927 年，武威因发生大地震，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将西夏碑从发现地

清应寺搬迁到武威文庙保护。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不知道此碑还有碑座埋于地下，从此碑座与世隔

绝，成为西夏碑的一个不解之谜。 

                                                        
① 翰承《汉字百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第 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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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6—7月间，西夏碑从武威市博物馆（文庙）石刻陈列室，顺利搬迁到西夏博物馆新址。

在搬迁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埋在地下的碑座。当时当施工人员剥开碑体周围表皮土层后，下面连接

物越挖越大，现场工作人员显得既兴奋，又紧张。在挖到确认是块碑座，这才感到这个坑足有 6到 7

个平方米大小，尤其是在石刻展室内，更显得土方工程把展室都占满了的感觉。对这出现的新情况，

组织者又召集各方人员，并请来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西夏碑土表以上进行过加固工程的施工技

术人员，以及一些长期在文庙工作过的老同志。对这一突发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及时调整

了预案。为了慎之又慎，所有起重设备，根据计算参数都配以双倍的承载能力，反复进行了检查，核

对。考虑到施工是在室内进行，大型起重设备无法施展。现场首先要将碑体与碑座进行分离，在启吊

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按照起吊承载能力，理应是碑身与碑座分离，可连接冒楔处碑身只上升了约 2

厘米后，又纹细不动。透过被提升空隙发现冒楔处凹槽内有块状填充物，经一番周折，提取物均为约

宽 5cm，长 8cm，厚 1cm不等的呈不规则铁块，竟十多块之多。再将直立碑身向前倾斜约 30度左右，

进行起吊，使碑身脱离碑座。而后将碑座吊出坑道，人们都被上面的纹饰或图案所震惊（见《中国文

物报》2005年 5月 4日六版），经过仔细观察、分析和考证有三点理由，证明该碑座就是西夏碑的原

配： 

（1）西夏碑碑身与碑座石料相一致，均为武威西营山区一带的易风化砂石； 

（2）纹饰、图案所表现的内容与碑体文字所反映的主题思想相一致。加上碑座石刻中双狮、飞

马圆雕技法和风格完全与宁夏王陵三号墓前发现的人像石座手法同处一撤，具有典型的西夏时期艺术

风格； 

（3）稀奇的石碑冒楔连接形成。该碑石一改传统的凹凸连接形成，而是在此基础上把凹形改为

“””形式公母冒，更具隐蔽性和牢固性。实践证明当这种冒楔经过严格的计算后，在连接的空隙中

放入适合的楔子，因受碑身自身重力的挤压，其牢固程度比传统方式更

强。假若在装卸中不采用倾斜角度，直进直出是无法取出或插入，除非

破坏原有的结构形式，这也正是前面所讲石碑起吊后无法与碑座脱离的

主要原因所在，体现出西夏人标新立异，过人的聪明和智慧。同时也证

明冒楔上下关系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该碑座的发现结束了人们长期就

西夏碑有碑无座的争论。然而同时也引伸出关于西夏碑碑座为何被淹埋

在地下，又是何时被淹埋等一系列问题。根据时间推算，西夏碑是 1963

年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此碑在被移动到武威

文庙石刻展室，肯定要早于 1963年之前，否则审报文保单位时人们不会

只看见碑身而看不到碑座，并且有意将二者分离开。就此等相关事宜本人曾拜访过上世纪六、七十年

在武威文管会主持工作的党寿山等前辈，均表示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关于西夏碑碑座的有关文献或口述

的资料，因此这些问题也只能有待今后补缺了。 

12、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西夏碑碑头呈半圆型，其实不然。2004 年当西夏碑搬迁工作结束后，

发现石碑正面（西夏文）碑头右上方有一载 18cm长花叶纹饰，边线为直线呈斜角，另一载 48cm长同

样纹饰在正上方顶端呈水平状，依照两处纹饰的前后关系，将其连接，再将两面作对称关系处理，其

形状自然呈 ，根据测量上角为 130度，下角为 140度。 

13、西夏碑自人们认识以来，都知道在碑石正面上端有一条自左至右呈倾斜的裂纹，这也正是自

上世纪曾数次阻碍人们想搬迁她，均未敢移动的缘故。2004 年搬迁最后证实。该裂纹是石料中原有

的裂隙，在表皮以下 2—3cm之间，呈不规则锯齿状。宽约 1cm不等。这次搬迁未发现有任何异常。 

14、西夏碑规格尺寸存在黄金比。在实际接触中我们发现西夏碑碑身大概是一张半六尺宣纸大小，

而侧面厚度又正是六尺宣纸顺长三开的宽度，长度也是一张半。由于石碑存世仅千年，碑体残损和自

然风化使现有规格尺寸无法考证到最精确的数字，无论是哪家提供的数据，上下都有一定的差异。然

而大的和基本的形式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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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03 年年底本人因工作需要，有机会在文物保管部门查阅到一份早期西夏碑背面（汉文）

拓片残片。虽残破，但通过它证实了一点，早期拓片残片上印迹与今天碑石的残损情况基本相一致，

通过对比并未发现西夏碑缺损部位加重等迹象。这一点也可通过张澍著《凉州府志备考》所录碑文中

关于对摸糊字的空缺或误判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  73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