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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公文程式初探∗ 
 

赵彦龙  李晶 
 

    摘  要：西夏公文的程式就是公文的格式。公文的程式不仅表现于外在的形式特征，也表现

于内部结构的程式化特征上，这是公文区别于其他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试图从传世的西夏

汉文史籍中记载保留下来的公文以及西夏故地出土的最为原始的西夏汉、夏文公文实物来分析西

夏公文的构成要素以及公文的术语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而比较全面的探讨西夏公文的程式，以求

教于方家。 

    关键词：西夏；公文；程式 

 

公文程式即公文格式，公文从形成之初，就踏上了程式化进程。“殷商时期的甲骨公文，其文辞

有的已经具有一定的结构。例如一篇完整的占卜公文大致可分为表明占卜原因的‘前辞’、表明祝告

内容的‘命辞’、表明神告征兆的‘占辞’和表明验证结果的‘验辞’四个部分。……西周时期王命

公文的结构就比较复杂，并且已经初步程式化了。例如，由王亲自宣布的公文，开头用‘王亲令’、

‘王令曰某’、‘今王即命曰’，由史官代为宣布的公文，开头用‘王若曰’，以后各节再用‘王曰’”
①
。

与先秦时期相比，秦汉时期的公文更加的程式化，某些文种的首尾辞语已经基本固定，更显出程式化

的特征。关于古代公文的程式化，在徐望之所撰的商务印书馆 1931年再版的《公牍通论》，姜之篪、

朱淳良著、群众出版社 1986年出版的《公文写作概论》，潘嘉著、档案出版社 1985年出版的《中国

公文史工作纲要》等著作中都有一些论述。有关古代公文程式的具体规定，现在所能够见到的比较完

整的是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所载的宋代公文程式和《明会典》所载的

明代公文程式。 

公文的程式不仅表现于外观，其内部结构，也表现出一定的程式化特征。公文的程式化，是其区

别于其他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本文试图从公文的构成要素以及术语两个方面对西夏公文的程

式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西夏公文程式的构成要素 
 

由于西夏“其制多与宋同”
②
，故公文程式也受到了唐宋公文程式的深刻影响。公文程式的构成

要素主要包括公文的外部程式和公文的内部逻辑结构。 

（一）西夏公文的外部程式 

通过对汉文西夏史籍中收录的西夏公文和西夏故地出土的汉夏文西夏公文的外部程式分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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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西夏公文的外部程式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部分内容。 

一是行文对象。西夏外交公文的行文对象大多为同一历史时期的国家或王朝，由于西夏与宋、辽、

金三国的交往关系较为复杂，且历史资料中也多是西夏与这三国的对外交往公文的记载，尽管西夏与

辽的交往公文有目无文，但仍可以发现西夏外交公文的行文对象多是宋、辽、金三国。而且，大部分

外交公文一看标题就可以明确地知道是西夏与哪一国的外交公文，譬如，《乞宋敦谕边臣遵诏约表》
①
，

从标题来看，该公文的行文对象是宋朝。西夏国内公文的行文对象一如唐宋，既有皇帝，譬如，《上

元昊请建元表》
②
；又有官府，譬如《Инв．Nо．354 南边榷场使呈状》

③
；也有大臣，譬如，《黑水

副将上书》
④
。 

二是行文事由。公文是为了解决或处理某一事项并能够使这一公文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产

生，因此，任何公文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充分的事由，否则，就是废纸一张。譬如，西夏第三

代皇帝秉常的遣使《如宋进马赎大藏经表》
⑤
的事由则是“乞收赎释典一《大藏》并签帙复帕前后新

旧翻译经文，惟凯宸慈”。由此，验证了西夏自皇帝到平民百姓崇尚佛教这一事实。当然，通过阅读

史书以及出土西夏汉夏文佛教公文得知，西夏历朝统治者为了更加方便于统治，都极力倡导佛教。因

此，佛教在西夏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立国于祖国西北的西夏王朝，建国伊始，便同早已流行于

这一地区的佛教发生了关系，作为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的党项族人（特别是它的统治阶层的人物），

很快就信仰了佛教。而在西夏统治者扶持、推崇政策的影响之下，在西夏王朝的辖区之内，佛教很快

也就得到了发展和传播。在王室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不但广修庙宇，广度僧人，而且还刻印了汉文大

藏经；特别是，他们还花了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译成了多达三千六百多卷的西夏文大藏经，从而使佛

教成为西夏文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西夏文大藏经，也就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

一分珍贵遗产。”
⑥
再譬如，没年仁勇撰写《黑水守将告近禀帖》

⑦
的事由也是十分的充分和有力：“先

后任大小官职，历宦尚那皆、监军司、肃州、黑水四司，自子年开始，至今九载。与七十七岁老母同

居共财，今母实年老病重，与妻眷儿女一并留居家舍，其后不相见面，各自分离。”其事由概括为两

点：一是在外任职时间太久，与家人长期分离；二是母亲年老多病，无人照顾，需要儿子在近前行孝

照顾。 

三是行文方向。行文方向可分为西夏外交公文和国内公文两部分。行文方向体现了行文者的地位

和角色。从西夏外交公文来看，由于西夏实质上多处于臣子地位，故其外交公文行文方向主要以上行

文为主，多使用表文，譬如，元昊的《於宋请称帝改元表》
⑧
等；也间有少量的奏文，譬如，李仁孝

的《使诣金贺万春节附奏》
⑨
。此外，西夏也有与宋朝地方政府之间的平行公文“移书”、“檄书”等

的使用。“‘移（遗）书’是各国之间或官吏之间用于公务往来的一种公文，属于平行公文。”
⑩
“唐制，

诸司自相责问曰“移”，宋以后因之。”⑪由于西夏与宋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其制多与宋同” ⑫，故

将“移书”这一平行文种也使用到公文写作之中。譬如，西夏第四代皇帝乾顺的《破宋金明砦遗宋经

                                                        
①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2004年，第 2022页。 

②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 11，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第 134页。 

③ 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286页。 

④ 西夏文见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 132页，汉译文见聂鸿音《关于

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 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137页。 

⑤《宋大诏令集》卷 235，中华书局 1962年，第 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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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西夏文见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 103页，汉译文见聂鸿音《关于

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 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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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使书》
①
、西夏大臣昴星嵬名济《西南都统遗卢秉书》

②
等便是典型。从西夏国内来看，既有下行文，

公文种类主要有制、敕、诏、榜、露布等，譬如，李仁孝《告黑水河诸神敕》
③
等；又有上行文，公

文种类有表、上书、禀帖、疏、呈状等，譬如，嵬名地暴等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
④
、《南边

榷场使呈状》
⑤
等；也有平行文，公文种类有牒、书信等，譬如，《光定午年告牒残页》

⑥
、《ИнB.NO.1237 

书信》
⑦
等。 

四是行文时间。古代公文大多都是经过后人整理而成为文集或辑录入相关的史籍之中。后人在整

理之时，大部分只保留了公文的主体部分，对公文的首称（即作者、套语、收文对象）和后书（即时

间和动作）基本上都省略了，所以，现在学者们在阅读古代公文时，很难看到这两部分内容。实质上，

不管是古代公文还是现代公文，这两部分内容都是特别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公文十分有利。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古代公文的后书来看，汉代公文的后书在公文的结尾处，譬如，许冲《上书进说文》

的后书便在结尾处：“建光元年（公元 121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⑧
。唐宋金公文的行文时间

却不在后书处，而在公文的首称位置，包括行文时间、作者和动作及行文对象四方面内容，譬如，宋

代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劄子》
⑨
的行文时间在首称处，即“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 兼

翰林侍读学士 左朝奉郎 守礼部尚书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劄子奏”；
金代公文《回赐誓书》

⑩
的首称：“维天辅七年，岁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书於

大宋皇帝阙下”。西夏公文的行文时间却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西夏外交公文的行文时间和宋金一

样都在首称处，譬如，夏大安八年，西夏西南都统星昴嵬名济乃致书宋环庆路安抚经略使卢秉的《西

南都统遗卢秉书》⑪的首称：“十一月八日，夏国南都统星昂嵬名济乃谨裁书致於安抚经略麾下”。为

什么西夏致宋、辽、金公文的行文时间与宋金一致呢？我们以为，这与宋、辽、金不承认西夏的独立

地位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西夏是隶属于宋、辽、金的地方割据政权，西夏呈送宋、辽、金的公文必

须符合宋、金公文程式，否则，宋、辽、金不予接受。关于此，史籍有所记载，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

（1043）四月，元昊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至宋延州纳款，上表中说：“故本国遣从勖上书。缘
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⑫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八
月，梁氏又得到宋朝的岁赐，于是遣使上表入谢。可是，“夏国进表不依旧式，但谢恩而不设誓，又

不言诸路商量地界事。”⑬夏福圣承道元年（1053）九月，西夏进降表于契丹，因为“表不如式，契丹
主使南面林牙高家奴持诏谕意。”⑭从这些零星的史籍记载可知，西夏致宋、辽、金公文的程式不符合

宋、辽、金公文程式规定，致使宋、辽、金朝很不满意，特别是辽朝还遣使持诏责问。由此可看出，

西夏致宋、辽、金公文程式应该与宋、辽、金朝公文程式完全一致；第二种是西夏国内公文的行文时

间与宋、辽、金却不一样，即西夏国内公文的行文时间在公文的后书部分。譬如，没年仁勇撰写的西

夏文公文《黑水守将告近禀帖》⑮的行文时间在后书处，即“乾定申年七月 仁勇”、浮屠铁撰写的西

                                                        
①《宋史》卷 486，中华书局 1974年，第 14017页。 

②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31，中华书局 2004年，第 7979页。 

③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 1期。 

④ 史金波等《天盛律令》卷首，法律出版社 2000年，第 107页。 

⑤ 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286页。 

⑥ 史金波、陈育宁等《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 260页。 

⑦ 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61页。 

⑧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后汉文》卷 49，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第 45页。 

⑨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 36，中华书局 1986年，第 1012页。 

⑩ 佚名编，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中华书局 2001年，第 81页。 

⑪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 14，中华书局 1989年，第 275页。 

⑫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9，中华书局 2004年，第 3344页。 

⑬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7，中华书局 2004年，第 5760页。 

⑭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卷 19，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第 224页。 

⑮ 西夏文见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 103页；汉译文见聂鸿音《关于

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 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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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公文《黑水副将上书》
①
的行文时间也在后书处，即“乾定酉年二月 浮屠铁”。西夏国内公文的

行文时间在后书处，与汉代公文的行文时间一致。这可能就是西夏对中原公文程式的改革之处，其目

的是与宋、辽、金鼎峙而立。 

五是公文用印和签押。按照古代公文用印和签押的规律，一般情况下，在公文的结尾之后要加盖

官府印章并签押撰写公文官员的姓名，以保证公文的时效和权威性。但是，由于后人在整理公文的过

程中，没有保留下公文的原始面貌，以至于破坏了公文的书写形式以及文后的签押盖章等表层程式，

这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古代公文的瓶颈，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此，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只能

从其他历史资料及各代法典的规定中加以分析推理，譬如，西夏印章及用印的情况，在西夏综合性法

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10 中，有关于印章种类、保管、公文用印等的一些规定，这在赵彦龙的

《西夏公文用印制度》一文中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得出，西夏公文都要用印，且用印的位

置大体上都在公文的正文尾部画押之上
②
。至于西夏公文的签押，在西夏法典中也有比较明晰的规定，

并且有学者已经进行过探讨，认为，公文签押是对公文表示负责，更是官员行使权力的象征。因此，

西夏规定，公文撰写、校对、审核等程序都要签字画押，而且签字画押的形式是在公文末尾位置，时

间在前，姓名或职衔在后，时间与姓名或职衔之间空一字
③
。若为集体撰写、审核、校对的公文，也

规定了签名、画押的顺序及位置，即“得封王号者须是皇族嵬名氏，在番汉官的排列上，官位相同时，

番官在前，汉官在后。”还有文武官员、资格高深等的一些规定。这些规定都要求在西夏公文撰写、

校对、审核等环节上认真遵守执行，否则要受到处罚
④
。有关公文用印和签押的实物公文在《中国藏

西夏文献》中有收录，譬如，G21·023[15542]汉文印本“布告残页”中残留西夏文官印一方，且官

印加盖在官员签押姓名“刘”之上；G31·005[6730]西夏文写本“乾定酉年公文”中也残留西夏文官

印一方，仍然加盖在官员画押之上
⑤
。这些规定对维护西夏皇权、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都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二）西夏公文的内部逻辑结构 

西夏公文的程式除了有一定的、明显的外部形式外，还有内部的逻辑结构程式，即有严密的、顺

畅的写作思路。古代没有系统的标点符号，文意的起承转合，除了靠一些转折词之外，主要是依靠公

文的内在逻辑结构，故对西夏公文程式的研究，不能脱离公文的写作规范。近人徐望之《公牍通论》

将公文的结构总结为三段论，“公文之结构，自其实质而言，除一二特殊性质之公文，如任免令、任

命状等文之外，虽名称各异，详简互殊，总不外依据，引申，归结三段结构而成。”
⑥
这段话中，徐望

之将公文的内部逻辑结构总结为“依据、引申、归结”等三个方面，我们通过大量的古代公文内部逻

辑结构的分析，认为这一内部逻辑结构不仅符合古代公文撰写的要求，也符合现当代公文写作的规律。

西夏公文的撰写仍然沿袭了中原王朝公文撰写的内部逻辑结构规律。 

一是依据，就是公文写作的根据或起因。行文有理有据，有事实可循，没有依据的行文是没有意

义的。当然，依据包括相关的约定、对方官府的来文、已成定局的先例等等。 

二是引申，即在依据基础上的说理、议论，引申要充分、可靠，言简意赅。“以依据为张本，从

而推论新事实之应如何处理，引申种种确切不可颠覆之理由。故依据尚属正确，引申本无困难，惟依

据性质，述而不作。引申之文，言出自我。必须吐辞扼要，层次井然。”
⑦
从依据出发来论证发文的可

行之处。 

                                                        
① 西夏文见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 132页；汉译文见聂鸿音《关于

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 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137页。 

② 赵彦龙《西夏文书用印制度》，《秘书》1999年第 12期。 

③ 赵彦龙《西夏文书档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第 150页。 

④ 赵彦龙《西夏文书档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第 78页。 

⑤ 史金波、陈育宁等《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 271页、390

页。 

⑥ 徐望之著《公牍通论》，档案出版社 1988年，第 127页。 

⑦ 徐望之著《公牍通论》，档案出版社 1988年，第 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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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归结，即在依据和引申的基础上得出处理问题的方案，或者是提出建议、申请、商议的事项

等，这是公文的核心所在。 

为了论证西夏公文的内部逻辑结构，下面以西夏太宗李德明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致宋的《乞

宋敦谕边臣遵诏约表》为例加以说明。附表文如下： 

伏以蕃陲部落，戎寇杂居，劫掠是常，逋亡不一。臣自景德中进纳誓表，朝廷亦降诏书，

应两地逃民，缘边杂掠，不令停舍，皆俾交还。自兹谨守翰垣，颇成伦理。自向敏中归阙，

张崇贵云亡，后来边臣，罕守旧制。天庭遐远，徼塞阻修，各务邀功，不虞生事，遂至绥、

延等界，泾、原以来，擅举甲兵，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生财，去者百千，返无十数。

臣之边吏，亦无蔽藏，俱失奏论，渐乖盟约。臣今欲索所部应有南界背来蕃族人户，乞朝廷

差到使臣，就界上交付。所有臣本道亦自进纳誓表后走投南界蕃户，望下逐处发遣归回，未

赐俞允。即望敦谕边臣悉遵诏约，肃静往来之奸寇，止绝南北之逋逃。俾臣得以内守国藩，

外请戎落。岂敢为盟负约，有始无终，虚享爵封，取诮天下。但恐朝廷，不委兹事，诏上未

查本心，须至剖陈，上干听览。
①
 

这篇公文的内部逻辑结构不仅俱全，而且十分井然。发文原因在于宋边臣没有遵守两国约定，即

“自向敏中归阙，张崇贵云亡，后来边臣，罕守旧制”，引发边界劫掠及又生兵戈，且宋朝多收留西

夏叛逃蕃人，导致西夏国内人心不稳。故李德明上表希望宋廷能够约束边臣，且将西夏叛逃蕃户归还

于夏，以后夏宋边臣都要“悉遵诏约”。 

在这篇公文开头，首先写明公文的发文依据，“伏以蕃陲部落，戎寇杂居，劫掠是常，逋亡不一。

臣自景德中进纳誓表，朝廷亦降诏书，应两地逃民，缘边杂掠，不令停舍，皆俾交还。……”即西夏

曾经“进纳誓表”，宋朝“亦降诏书”，双方互不收留对方出逃人户；其次是公文的引申。公文以铁证

如山的事实证明两国边境出现的一系列违规事项，宋朝方面是“罕守旧制”，不仅“擅举甲兵，入臣

境土”，还收纳西夏蕃户而生财；西夏方面“亦务蔽藏，俱失奏论，渐乖盟约”。即说明夏宋双方都有

违背旧约的行为；最后是公文的归结。李德明针对两国边界出现的混乱局面，在公文中提出了三条处

理意见：第一条是宋朝应该归还西夏走投宋朝的蕃户，“所有臣本道亦自进纳誓表后走投南界蕃户，

望下逐处发遣归回”；第二条是要求宋朝敦谕边臣“悉遵诏约”；第三条则是对西夏提出的要求，即李

德明也为了让自己的建议更有说服力，在公文结尾处言辞恳切地将西夏遵守盟约的利弊晓以说明，以

表明对宋朝的忠心。 

为了能更有力的说明西夏公文的内部逻辑结构程式，我们举一例西夏国内的公文来分析一下这一

问题。譬如，浮屠铁撰写的西夏文《黑水副将上书》
②
，从公文开头的“兹本月十一日，接肃州执金

牌……”到“令准备粮草”止，为浮屠铁撰写该篇公文的依据；从“接谕文时，浮屠铁亲自火速先行

启程前来……”到“其时浮屠铁亦火速前往”止，为该公文的引申内容。引申内容十分的具体、细致、

周到；从“可否”始到结尾，为该公文的归结，即提出了让执金牌大人计议该项事情并赐谕文的请求。

可见，西夏国内的上行公文依然符合公文撰写的内部逻辑结构程式，即依据、引申、归结。 

从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撰写的《告黑水河诸神敕》
③
分析可知，西夏下行公文的撰写基本上

也沿袭了这一内部逻辑结构程式，只是语气不同而已。 

综上，西夏公文的内部逻辑结构程式大体上仍然包括依据、引申、结论三个部分。 

 

 
                                                        
①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8，中华书局 2004年，第 2022页。 

② 西夏文见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 132页；汉译文见聂鸿音《关于

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 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 137页。 

③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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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夏公文的程式术语 
 

我们知道，要想全方位地研究西夏公文，不能不了解它的特定术语，这些特定术语是西夏公文形

式的重要方面。虽然说公文的术语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但限于文章的篇幅，本文对古代公文特定术

语的演变情况不作具体研究，只就西夏公文中出现的特定程式术语进行概括和总结。关于公文的特定

术语，学界已有相应的研究，譬如，王铭主编的《公文选读》中就将公文特定术语分为三类，即程式

套语，称谓代词、层次结构术语
①
。本文结合西夏公文撰写的实际情况，并参照王铭先生的分类法，

对西夏公文中的称谓术语、层次结构术语、习惯套语等三个方面的术语略举其要进行研究。 

（一）称谓术语 

大：表示尊称。西夏公文中称谓长官或中原宋朝、金朝等时多用“大”，以示对其的尊重。譬如，

“大宋”
②
、“大朝”

③
等。 

南：在西夏公文中多指称宋朝。这是西夏试图想在称呼上与宋朝取得平等地位的一种心理，喻示

西夏也占领了一面之地。譬如，在西夏公文中多次称谓“南朝”
④
、“南界”和“南兵”

⑤
。除此之外，

西夏还称谓宋朝为“中国”
⑥
、“朝廷”

⑦
等；对宋朝皇帝也称“圣主”和“天子”及“皇帝陛下”

⑧
等。 

小：表示谦称。西夏在对外交往中常常把自己称作“小蕃”
⑨
、“小宗”

⑩
、“小邦” ⑪等；此外，

西夏还用“下”和“敝”来谦称自己，譬如，“下国”⑫、“敝国”⑬。当然，西夏为了提高自身在中

原和周边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也自称为“夏国”⑭、“本国”⑮。 

臣：从目前所见西夏公文来看，称“臣”者为臣僚上呈皇帝或呈送中原宋朝或金朝的公文。西夏

虽然是独立政权，其实质上是同时臣服于宋、辽、金三国，虽然在称谓上有所变化和发展，但仍改变

不了臣子的地位，故西夏多称自己为“臣”⑯、“孤臣”⑰等，将西夏与宋朝的关系形容为“天子”与

“边臣” ⑱的关系；西夏臣僚上奏的公文也称“臣”⑲，也有的自谦称为“微臣”⑳。 

（二）层次结构术语 

窃（夫）：“窃”（夫）字在公文中并无实际意义，只起到陈述发语和区分结构层次之作用，多用

于上行文。在西夏上行公文中，尤其是呈送宋朝的公文中常以“窃念”、“窃以”、“切念”、“夫”诸词

发语，后接西夏对夏宋友好所作出的各种贡献，亦或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以引起宋朝的同情，为下

文与宋朝达成共同协议提供依据。譬如，仁孝的《西夏回刘锜等檄书》中“……窃以恩宣大国滥及小

                                                        
① 王铭《公文选读》，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 4页。 

② 李继迁《遣使於宋乞夏州表》，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卷 5，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第 63页。 

③ 李仁孝《既诛任得敬诣金上谢表》，《金史》卷 134，中华书局 1975年，第 2870页。 

④ 李秉常《贡宋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0，中华书局 2004年，第 8384页。 

⑤ 李元昊《使贺九年赍宋嫚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5，中华书局 2004年，第 2949页。 

⑥ 杨守素《上元昊请建元表》，《西夏书事校证》卷 11，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第 134页。 

⑦ 李德明《乞宋敦谕边臣遵诏约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8，中华书局 2004年，第 2022页。 

⑧ 李继迁《遣使请让恩命表》，《西夏书事校证》卷 6，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第 72页。 

⑨ 李元昊《於宋请称帝改元表》，《宋史》卷 485，中华书局 1977年，第 13995页。 

⑩ 李继迁《遣使於宋乞夏州表》，《西夏书事校证》卷 5，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第 63页。 

⑪ 李仁孝《报吴璘遣使檄夏国书》，《西夏书事校证》卷 36，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第 425页。 

⑫ 李仁孝《使诣金贺万春节附奏》，《金史》卷 134，中华书局 1975年，第 2868页。 

⑬ 昴星嵬名济《西南都统遗卢秉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31，中华书局 2004年，第 7979页。 

⑭ 李乾顺《破宋金明寨遗经略使书》，《宋史》卷 486，中华书局 1977年，第 14017页。 

⑮ 李元昊《遣使如宋上誓表》，《宋大诏令集》卷 233，中华书局 1962年，第 908页。 

⑯ 李谅祚《与宋乞用汉仪表》，《宋大诏令集》卷 234，中华书局 1962年，第 911页；西夏·李乾顺《遣使诣金

上誓表》，《金史》卷 134，中华书局 1975年，第 2866页。 

⑰ 李乾顺《遣使诣宋谢罪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15，中华书局 2004年，第 12234页。 

⑱ 昴星嵬名济《西南都统遗卢秉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31，中华书局 2004年，第 7979页。 

⑲ 嵬名地暴等《颁律表》，《天盛律令》卷首，法律出版社 2000年，第 107页。 

⑳ 没年仁勇《黑水守将告近禀帖》，西夏文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 103页；

汉译文见聂鸿音《关于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 63辑，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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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远尔交欢……”
①
、秉常的《贡宋表》中“……切念臣自历世以来，贡奉朝廷……”

②
以及昴星嵬

名济《西南都统遗卢秉书》中“……夫中国者，礼仪之所从出……”
③
等就是典型实例。 

伏：表示谦逊、恭敬的词，也起到区分结构层次的作用，与“窃”的功用有相同之处，都是为了

叙述自身遭遇、功过得失，以引起他人的怜悯、同情等，尤其在西夏与中原宋朝或金朝的公文往来中

更是如此，通过这种谦逊的语气和恭敬的态度等与中原王朝进行交往，从而实现西夏进行交往的最终

目的，这也是西夏高超外交手段的一种凭借，常常以“伏念”、 “伏以”等词语出现。譬如，乾顺的

《遣使诣宋谢罪表》的开头“伏念臣国起祸之基，由祖母之世……”
④
，李德明的《乞宋敦谕边臣遵

诏约表》开头“伏以蕃陲部落，戎寇杂居……”
⑤
等，凡冠以上述词语的句子，都是西夏公文撰写进

入下一个结构层次的引领词。 

蒙：是发文者在受到他人恩惠时，用以承转发文者感谢他人恩惠或解释有关事项时的态度和行为

的词语，也仍然能起到公文区分结构层次的作用。譬如，乾顺遣大臣把礼公亮等于夏元德六年（1124）

向金朝上表《遣使诣金上誓表》中，因受到金朝“蒙降德音以宽前罪，仍赐土地用广蕃篱”之恩惠，

倍加感动，于是才有后文的“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
⑥
，即西夏

向金朝承诺，两国通好，互派使节朝贺，若辽主到自己境内，自当抓获以呈献于金。 

（三）习惯套语 

习惯套语是古今中外公文撰写的固定模式，当然也是公文撰写的必备要素。西夏公文的习惯套语

主要有以下几种，现作一简单的归纳和研究。 

一是乞请征询用语。这类习惯套语主要有以下几种。 

乞：谦恭地祈求。这一词语用在公文中，表示臣僚对上司或皇帝有所祈求，恭顺地表达愿望的词

语。常常以“乞”、“望”、“愿”、“伏望”、“伏祈”、“乞祈”等形式出现。譬如，谅祚上奏宋朝的公文

《与宋乞赎大藏经表》中就有“……至时，乞给赐藏经”
⑦
；夏御史中丞梁德懿的《言得失疏》中，

作者为了让遵顼能听谏言，在公文中用了“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
⑧
夏御史大夫谋宁

克任为了乾顺既隆文治，尤修武备而撰写的《陈得失疏》的结尾就用了“臣愿主上……”
⑨
，元昊在

即位之时为了得到宋朝的承认，向宋朝撰写了《於宋请称帝改元表》，表中用了“伏望皇帝陛下，睿

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侧为南面之君”
⑩
，李继迁为了得到西夏故地夏州，向宋朝呈送

的《遣使於宋乞夏州表》最后一段的开头“伏祈圣主宽仁，远降哀求之诏……”⑪，没年仁勇为了告

近家乡成功，向宰相大人呈送的《黑水守将告近禀帖》的结尾就写道：“可否，一并乞祈宰相大人父

母慈鉴。”⑫ 

二是表态用语。西夏公文中的表态用语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典型的语句，一般情况下，为了表明

自己的愿望和态度，常常带有诅咒性质的词语来撰写，特别是西夏与宋、金的公文往来中显得更为明

显。譬如，元昊获罪契丹之后，想与宋朝和好，以保其国家，于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呈送《遣

使如宋上誓表》，其中有云：“盖欲世世遵承，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

                                                        
① 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 23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第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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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子孙受诛”
①
，这篇公文中作者用宗祀、子孙后代作恶赌而向宋表态；再如，辽朝即将消亡，而

西夏又受金朝赐地，于是，乾顺依靠了金朝。为了得到金朝的承认，于夏元德六年（1124）遣大臣把

礼公亮等向金朝上表《遣使诣金上誓表》，公文中说道：“……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

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
②
表文中，西夏仍然以国家前途和子孙后代

的幸福作为违背誓盟的惩罚，以彰显自己遵守诺言的忠心和勇气。夏天祚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元

昊致宋的《使贺九年赍宋嫚书》：“伏冀再览菲言，深详微恳，回赐通和之礼，荐行结好之恩”
③
，元

昊在公文中申明愿与宋朝继续通好这样的立场。 

三是谦敬用语。西夏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公文撰写中也主动吸取了中原王朝公文撰写的谦

敬用语，主要有以下几种。 

恭维：亦作“恭惟”，有时在公文中单用一个“惟”字，其后连接公文陈述或赞誉的对象。譬如，

李德明的《奉继迁遗言表》中就有这种缺乏真情实感的歌功颂德的话语：“恭维皇帝陛下，德超邃古，

道建大中。”
④
乾顺的《贺金正旦表》中就有：“恭惟化流中外，德被迩遐”

⑤
，这都是是一些虚于应付、

表示恭敬的溢美之词而已，并无实际的价值。再譬如，昴星嵬名济的《西南都统遗卢秉书》的结尾就

有：“则非惟敝国蒙幸，实天下之大惠也”
⑥
也是一种赞誉之词。 

惶悚恐惧：表示内心十分的胆怯和害怕。譬如，李继迁的《遣使於宋乞夏州表》的结尾处就用了

该谦敬用语：“伏祈圣主宽仁，远降哀全之诏，曲成靡既，再造莫酬，臣不胜惶悚恐惧。”
⑦
 

悚惶待罪：表示仿佛犯罪一样，等待判决那样的极端害怕。譬如，李继迁的《遣使请让恩命表》

的结尾即是如此：“臣不胜悚惶待罪之至。”
⑧
 

私心惶惧，敢悉所由：表示心中十分害怕，但还希望得到对方的指点或解释说明。这类语句用于

公文的末尾，多用于表示对陈述对象的敬畏，是一种公文撰写的技巧。譬如，乾顺的《请定疆至表》

的结尾：“私心惶惧，敢悉所由。”
⑨
 

四是归结语。这一公文习惯套语主要要用在西夏公文撰写的某一层意思完毕之后，对某一层内容

进行总结，或用在公文末尾作致达语。主要有“须至”、“至诚”等。譬如，李德明的《乞宋敦谕边臣

遵诏约表》的结尾：“须至剖陈，上干听览。”
⑩
元昊的《於宋请称帝改元表》的结尾也如此：“至诚沥

恳，仰俟帝俞。”⑪综上所述，通过以上所论，我们知道，西夏公文的程式术语一方面是十分繁杂的，

也是特别讲究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西夏公文的程式术语仍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中

国古代公文程式术语的一些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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