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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1 

史金波2 

 

摘要：西夏与同时代的宋、辽、金三个王朝一样，对中国表现出高度认同。从传统历史文献中证

实，西夏攀附元魏，追认唐朝，以宋、辽为宗主国，尊称宋朝为“大汉”，以唐尧、汉祖为榜样。

近代出土的西夏文献记录了西夏对中原王朝不同场合以民族、地域方位或朝代名称呼，都反映出

在中国内部各王朝共存的现实，同时显示出西夏对外自量、境内自尊的心态。西夏对古代中国帝

统的认可，证明自认为是中国历史的继承者之一。特别是西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方面的学习、

继承，更表现出对中国的高度认同：尊崇儒学，实行科举；继承中华法系，仿效中原官制；继承

德运传统，设置年号、尊号等；借鉴汉文创制西夏文，翻译中原典籍和佛经；学习中原文学艺术、

礼仪习惯；弘扬中原科学技术等。西夏淡化“华夷”界限，把党项族纳入“中华”范畴。辽夏金

对中国的认同加强了民族间的大融合，为元朝以中华正统身份承袭中国做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

准备，打下了高度认同中国的厚重基础。 

关键词：西夏；中国认同；文化认同；西夏文献   

 

西夏作为 11-13 世纪中国的一个王朝，处于中国多个王朝并立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西夏先

是与北宋、辽朝鼎立，后与南宋、金朝对峙，同时它又分别是宋、辽、金的属国。当时四个王朝

都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继承者。传统的汉文文献和近代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文物，

都可证实西夏对中国的认同。 

 

一、西夏对自身作为中国王朝的认同 

 

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于宋宝元元年（1038 年）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称帝立国，自称大夏

国。3个月以后，元昊即派使臣向宋朝上表：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于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

                                                        
1 本文刊载于《民族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03-115 页。 
2 作者为宁夏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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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缘境七

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夏主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

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衣冠既就，文字

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坦莫不称臣，张掖、交河咸甘稽首。称王则不喜，朝

帝则是从，辐辏是期，山呼齐举。伏愿一抔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再让靡遑，群集又举，

事不获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

大夏，建元天授。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

竭庸愚，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

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奶，奉表诣阙以闻。1 

此表章突出地显示出西夏与中原王朝的微妙关系。元昊开宗明义，首先提出自己的祖先是中

国古代王朝北魏的皇帝，自己的先祖还帮助唐朝，受封皇姓，以此来证明自己称帝的正当性与合

法性。然后要求宋朝割给西部土地，颁封自己为夏主，册为南面之君。表中谦称本国为“小蕃”，

尊称中原王朝为“大汉”。元昊虽已称帝，但因力量尚弱，只能委曲求全，仍称宋仁宗为“皇帝

陛下”，自己称“臣”，并谦卑地表示“仰俟帝俞”。表章中明确其国名为“大夏”，申明尊号、年

号，这样就改变了原来与宋朝的纯粹君臣关系，与宋朝变为“任传邻国之音”的邻国。元昊割裂

宋朝西部土地建国，希望在认可宋朝宗主国的前提下，得到首肯。表章中的文字在特殊的语境下

既有外交辞令的技巧，话里话外也有自尊与自量相混杂的心态表达。 

地处中原地区的宋朝自认为是中国的正统继承者，以“中国”自居。宋朝自然不会答应元昊

的要求，对元昊称帝反应强烈，对之削爵号，断往来，甚至悬赏追杀。后来宋、夏双方摩擦和战

争不断。宋康定元年(1040 年)宋与西夏战于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宋军大败，致使关辅

震动。宋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以加强防御力量。范仲淹采整顿军旅，提高

了宋军素质和作战能力。他认为对西夏应剿抚并重，主张与元昊讲和。而元昊也不想继续打仗，

于庆历元年（1041 年）遣人向宋求和。擅长笔墨的范仲淹复信元昊，以精彩的笔触苦口婆心地

劝元昊不要用兵、应臣服宋朝，同时又给元昊出了一个维系主从关系的主意：“如众多之情，三

让不获、前所谓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于本国语言为便，复不失其尊大。”
 

2 
同时提出“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的重要

主张。此书信暗示元昊若非当皇帝不可，可以用本民族语言立至尊至大之称，但要回避汉文“皇

帝”二字。这是范仲淹深谙西夏实力和和元昊称帝决心后，不得已出此既要羁縻西夏又认可元昊

曲线称帝之策。实际上元昊在继位之初自称“兀卒”就是耍的这套把戏。 

宋庆历三年（1043 年），双方结束兵戈抢攘，达成和解协议。翌年立誓盟，史称“庆历和盟”。

元昊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3“兀卒”是西夏语音，即“皇帝”意。元昊既要应

付宋朝，在自称中不出现汉字“皇帝”的字眼，又以西夏语暗藏皇帝名号，以文字把戏摆脱尴尬

地位。宋仁宗下诏回复，同意双方和解： 

朕临制四海，廓地万里，西夏之土，世以为胙。今乃纳忠悔咎，表于信誓，质之日月，

要之鬼神，及诸子孙，无有渝变。申复恳至，朕甚嘉之。俯阅来誓，一皆如约。
4
 

同时宋朝赐给西夏银、绢、茶皆数以数万计，并赐金涂银印“夏国主印”，约称臣，奉正朔，

许自置官属。尽管文字上依然显示出睥睨四方、君临万国的气势，但不得不承认元昊“帝其国中

自若”的实际状态。这样在中国境内，宋、辽、西夏三朝并立的局面便延续下来。 

在元昊称帝前，于首府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大兴土木，修建佛舍利塔，葬

                                                        
1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3995-13996 页。 

2 （宋）范仲淹：《答赵元昊书》，《范文正集》卷 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b-15a 页。 
3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第 13998 页。 
4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第 139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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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舍利。塔修成后镌刻《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以记其盛事。该碣石末记“大庆三年八月十日建”，

知为西夏正式建国（1038年）前两个月所立。碣铭中称颂元昊“我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

敏辨迈唐尧，英雄□汉祖，钦崇佛道，撰述蕃文。”
 1
 “英雄”之后一字已残泐缺，据文意推想

为“等”、“同”或“超”、“越”之类的字。“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是元昊的又一尊号，“撰述

蕃文”，即创制西夏文字。铭文为西夏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张涉奉制撰写。张陟为元昊开国时

的名臣之一，主谋议，他撰写的铭文在西夏具有权威性。由铭文可知，元昊向宋朝上表章前已在

境内公开被尊称皇帝。这里引人注意的是铭文将元昊比附中国古代帝王，与唐尧、汉祖比肩。唐

尧是中国传说中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被后列入“五帝”之中。汉祖指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

邦。这种比附证明西夏对中国历史上帝统的认同，把西夏作为中国历史朝代承续者，将自己认定

为中国正统王朝的一支。这是西夏对中国认同的明显体现。 

宋朝所占据的东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一带，自然条件优渥，成为中国的核心。宋代发展了以

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成了高度繁荣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实施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

当时尽管多个王朝分立，宋朝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掌握了全国

的政治、经济命脉，这也是辽、夏、金各朝都想入据中原的原因。西夏自知力量薄弱，虽有“直

捣中原”之志，但并无占领中原的实力。西夏在与宋朝来往中，往往称宋朝为中国。 

宋元丰五年（1082 年）宋夏发生永乐之战，宋军大败。后西夏西南都统嵬名济乃写信给宋

将刘昌祚： 

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

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兴甲兵，大穷侵讨，盖

天子与边臣之议，为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故去年有灵州之役，

今秋有永乐之战，然较其胜负，与前日之议，为何如哉！
2
 

此信指责宋朝违背盟约，对宋军出兵表示不满。但就在这封据理力争、言辞激烈的信中依然

多处称宋朝为中国，尊宋廷为朝廷，更显示出是西夏对宋朝为中国核心的认同。 

元昊祖父李继迁率党项族崛起时，投靠辽国，并请婚于辽，“愿婚大国，永做藩辅”，得到

辽朝应允。元昊父李德明被辽朝册封为大夏国王，辽将宗族女封公主下嫁元昊，并封元昊为夏国

王。元昊成为辽朝的驸马都尉。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夏发生河曲之战，辽先胜后败，

损失惨重，后西夏适时请和，仍维持原有关系。西夏崇宗乾顺又请婚于辽，辽天祚帝以族女南仙

封成安公主下嫁，双方维持良好关系。
3
西夏前期宋和辽互称“南朝”、“北朝”，而称西夏为

“西夏”。金灭辽后，西夏遵循对辽的臣属关系以事金。西夏后期宋和金也互称“南朝”、“北

朝”，而称西夏为“西夏”。西夏则在近两个世纪中保持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座位，又显示出地

域偏狭、实力较弱的配角席次。 

     

二、西夏文文献中对同时代中国各王朝的称呼 

 

西夏创制了主体民族党项族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

党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渐成为死文字。20 世纪初，在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

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绝大部分藏于俄国。此后又陆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献，

分别藏于中国、英国等地。这些文献往往是反映西夏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是西夏人自己的原

始记录。这些文献可以从西夏本身的角度,近距离地、更真实地认识西夏对中国的认同。其中有

                                                        
1
《嘉靖宁夏新志》卷 8，天一阁影印本。第 44—45 页。铭文尾题年款原误记为天庆三年，据牛达生考证应为大

庆三年，见牛达生：《〈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佚文》，《宁夏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2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第 14012-14013 页。 
3
《辽史》卷 115《西夏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5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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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当时对各王朝称呼的词语，对理解西夏认同中国是关键性资料。 

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是一部保存大体完整的西夏

文刻本法典。其中记载对宋朝、辽朝称呼时，不用朝代名，而是以民族名称。如《天盛律令》第

十九“供给驮门”中有关与宋朝、辽朝贸易时规定中有： 

皇城、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坐骑骆驼预先由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1 

西夏与宋、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边界开设榷场，还通过使团开展贸易。此条规定西夏的

皇城司和三司前往宋朝、辽朝贸易者，所用骆驼由群牧司分给。其中宋朝以其主体民族“汉”称

谓，辽朝以其主体民族“契丹”称谓。在西夏法典中凡指称宋、辽时皆以民族名称代替，不用王

朝国名。如用“汉使”指称宋朝使节，用“契丹使”指称辽朝使节。
2
在西夏法典中用民族名称

表达对其他王朝的称呼，而不用王朝名称是西夏统治者刻意而为，意图在境内尽力回避其他两个

大国的正式称呼，淡化其他王朝，突出本王朝的一种政治用心。在奉敕颁行的西夏王朝法典中，

对邻国的这种称呼方式具有权威性和示范作用。 

西夏本身也是多民族王朝，境内有很多汉族。在《西夏法典》中也以“汉”称呼境内的汉族。

如在《西夏法典》第十“司序行文门”中关于西夏不同民族官员位列排序的规定中有：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

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
3
 

上条所列番、汉、西番、回鹘皆指在西夏任职的各民族官员，“番”指党项族，“汉”指汉族，

“西番”指吐蕃人，回鹘即回鹘民族。尽管西夏将宋朝称为“汉”，将西夏境内的汉族也称为“汉”，

但因在各自不同的语境中，一般不会发生混淆。 

在其他一些西夏文文献中，有时以“东汉”指称宋朝。如坐落在甘肃武威著名的凉州感通塔

碑，两面分别镌刻内容大体相同的西夏文和汉文铭。其中叙述西夏大安八年（1081 年），宋夏发

生战争时，称呼宋朝为“东汉”，在“汉”之前加上了一个方位词。因西夏地处西陲，用“东汉”

称呼宋朝，既不悖西夏法典，又加上具体方位，避免了与本土汉族的混淆。而在该碑的汉文碑铭

中，相应部分却用“南国”称呼宋朝。4 这也表示出当时中国境内南为宋朝，北为辽朝，西为西

夏的格局。 

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中有“弥药勇健行，契丹步行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的

记载。
5
这里精练地概括出党项（弥药）、契丹、藏（羌）、汉四个民族的特性。在黑水城出土的

另一件西夏文文献《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的护封衬纸中称“东汉礼王国，西羌

法王国”。
6
西夏人认为东部的汉族王朝即宋朝是讲求礼仪的王国，西部藏族地区是信奉佛法的王

国。这些都反映出西夏对四周近邻民族和王朝特点的归纳，带有兄弟般友善的视角。 

西夏文中也有用朝代名称称呼宋朝的例证。宁夏银川西夏陵遗址出土了一批汉文和西夏文残

碑，其中有关于对宋朝的称呼。如182号陪葬墓汉文碑中有“宋”、“宋人”，西夏文碑中有“宋人”、

“宋将”。但也有时以“汉”代“宋”。如7号陵墓碑中就有“汉将”的称呼
7
。这里实际指的是宋

将。 

从这些反映当时各王朝关系的称呼中，可以看到西夏对宋朝不同场合的不同称呼，这些称呼

中无论是以民族来代表王朝，还是以地域方位指称王朝，或是直接用王朝的名称，都反映着当时

                                                        
1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76 页。 
2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 319-320 页。 
3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 37 页。 
4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2、248、251 页。 
5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6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Инв.No.292。 
7
 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9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9、155、

292、297、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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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中国内各多民族、多个王朝共存的现实，同时也透露出西夏统治者在境内抬高自己身价、

淡化其他王朝，跻身类似兄弟般平等地位的心态。 

 

三、西夏对古代中国的称呼 

 

“中国”一词在古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概念。“中国”一词在《诗经》中，实为“京城”意。

在战国诸子书中称“中国”，有的为“京城”意，有的为“国”意。做“国”意时，不同的历史

时期所指疆域不同，一般指中原地区，还往往与表示四周的蛮、夷、戎、狄四夷对称。后来“中

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四夷逐渐被边缘化，一般以文化或地理的角度来区分二者。从晚清时期起，

“中国”逐渐成全中国领土的称呼。西夏文文献中有不少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著作，其中即有对

“中国”一词的翻译。如在《孟子》“公孙丑下·第十章”中有“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

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这里“中国”

为都城意。西夏文译文中的“中国”用碟繕二字。
1
第一字是中间的“中”，第二字“国”意。

又在《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中，有三处提到中国。在西夏文译本中，一处“中国”二字

中有一字残失，另两处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禽兽繁

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2
这两处的“中国”实指中原地区。西夏文

也同样以碟繕二字翻译。这里以意译的方法将“中国”直译为“中间的国”，比较贴切。 

上述文字中“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其中“夏”和“夷”的翻译也很重要。西

夏文译文中的“夏”，字稍残，但还能识出为皣字，即夏天的“夏”。“夷”字的译文是硹，“夷”

意。此字在西夏文韵书《文海》中有字义注释：“夷者夷九姓回鹘、契丹等之谓”。
3
这里西夏

文《文海》的作者把夷定位为回鹘、契丹等，排除了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文海》有皇帝作御

制序，显示出该书的是官修书。其对“夷”的定义也代表了西夏官方的态度，认为本民族党项族

不在地位较低的“夷”类。 

在其他的西夏文文献中也有对“夷”的翻译，译文有的与上述《文海》不同。如在唐代编著

的类书《类林》的西夏文译本中，在卷四有“四夷篇”，将“四夷”译为淮胯，第一字为数词“四”，

第二字“部”、“类”意。即将四夷译为“四部”。而将“夷”、“戎”、“蛮”、“狄”都音

译为蔃、踏、緧、僵。
4
 

在西夏文《类林》中对“四夷”还有另外的译法。如在《类林》卷三“烈直篇”有“苏武”

条，其中有“武曰：‘堂堂汉使，安得屈于四夷？’”。西夏文将“四夷”译为繕谬，
5
即“小

国”意。又同卷“忠谏篇”“范蠡”条，中有“臣有惟生处夷狄，岂知大义？”，西夏文对应“夷

狄”的译文为籕埠砫谬，译为“小地寡姓”。
6
这里也未直接译为夷狄。可见在西夏文中一是不

把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划归夷狄之类，并在称呼“夷”或“夷狄”时，尽量避免贬义，而是将夷

狄谨以大小区分，归入小国之类。 

有的西夏文献中出现了有关西夏对中国古代和当时王朝的称呼，对理解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有

重要价值。 

                                                        
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 1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3 页上左。 
2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1 册。第 67 页上、67 页下。 
3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17、498 页。 
4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1 页。 
5
《类林研究》，第 44 页。 
6
《类林研究》，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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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一词，是中国文明社会之称谓。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有佛学著作《禅

源诸诠集都序》，系唐朝佛教大师宗密所作，在该序中有“达摩受法天竺，躬至中华”之语，叙

述天竺达摩大师来到中国。在西夏文文本译为：胇萇繝聻絧矖焦栏蝊繕維紴，意译为“达摩受西

天心法，来到东国”。1这里西夏译者将“中华”译为“东国”。 

此外，在此序之前有唐朝裴休为之所做述一篇，论述禅宗，有“故天竺、中夏其宗实繁”之

语，西夏文文本译为：蹦繝聻蝊繕蘦礌次胎，意译为“故西天、东国此宗实多”。2西夏译者将指

称中国的“中华”和“中夏”，皆译为“东国”具有深意。一方面西夏与宋朝交往时，按双方协

议称臣，将宋朝视为中国正统，但在国内将其称为“东汉”；另一方面将这种考量放大到宋朝以

前包括了西夏地区在内的大中华的中国古代王朝也译为“东国”，实际上是认为东部的大国代表

中华或中夏的主体。这样以方位称呼也淡化、模糊了夷、夏对立，表明西夏与中原是同一国度的

东、西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西夏不想被矮化、被归于相对落后的夷狄之属，欲与东部大国平起

平坐，维护自己王朝的尊严的扭捏情态。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叙述了佛教在中土流传和

译经过程：首记汉孝明帝因梦派蔡愔西寻佛法，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东来传教，至三国、晋、宋、

齐、梁、周、隋、唐八朝先后译经，五代至宋再译佛经，又在总结佛教兴衰之后，继而重点叙述

西夏译经、校经史。这样从佛教流传的历史视角把西夏认定是中国的一代王朝，是中国历史的继

承者之一，当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3
 

西夏信仰佛教，有死后转生的观念。在榆林窟第 15 窟前室东壁甬道口北壁上方有墨书西夏

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 年）汉文题记，内记阿育王寺赐紫僧惠聪弟子共七人在榆林窟住持四

十余日，最后记“愿惠聪等七人及供衣粮行婆真顺小名安和尚，婢行婆真善小名张你，婢行婆张

听小名朱善子，并四方施主普皆命终于后世，不颠倒兑离地狱，速转生于中国”。4这也直接表明

当时西夏人认为西夏属于中国。 

 

四、西夏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 

 

对国家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对国家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漫长时间锤炼、发

展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对中国人的思想、行动都有指导意义，是中华文明区分于其它文明

的标志。西夏继承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西夏对中国文化的充分认同，也证明其对中国

的高度认同。 

1、尊崇儒学，实行科举，尊孔子为文宣帝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学不断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西夏同样

把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理念。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时期已经“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
5
西夏立

国前后，儒学成为西夏社会和文化的主导思想。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首先翻译的文献主要是儒家

典籍： 

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6 

                                                        
1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2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2 页下。 
2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25 册，第 186 页上。 
3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 1 期。 
4
《西夏佛教史略》，304-305 页。 
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真宗咸平四年（1001 年）十二月丁卯条。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099-1100

页。 
6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第 139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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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是儒学九经之一。《尔雅》是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后世经学家常用以解释儒

家经义。西夏翻译这些重要儒学经典显然是为了在国内宣扬儒学。元昊时期自中原地区来投的张

元、吴昊都是饱受儒学教育的文人，后来他们都成为西夏早期有影响的重臣。 

第二代皇帝毅宗对儒学更是情有独钟，奲都五年（1061年）向宋朝求儒家书籍： 

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

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1 

西夏早期向宋朝求索《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西夏统治者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心悦诚服，

意图在境内张扬儒学。而作为有儒学传统、以儒学治国的中原王朝也乐得赐予，既不失为友好往

来，又可宣扬教化。 

第三代皇帝惠宗“每得汉人，辄访以中国制度，心窃好之”，可见其对中原王朝文化的崇信

之情。他于大安六年（1079 年）“乃下令国中悉去蕃议，复行汉礼”，2对其母梁太后偏好“蕃礼”

予以调正。秉常坚持与宋和好，被梁太后囚禁，后竟引起宋朝问责征讨。 

第四代皇帝崇宗时进一步发展儒学，建学校，设养贤务，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促进儒学

的具体措施。贞观元年（1101 年）西夏御史中丞薛元礼上书，建议重视汉学：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

教，崇尚 《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

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

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3 

崇宗采纳其重视汉学的提议，下令在当年于蕃学外特建国学： 

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4 

“国学”在中原王朝指国家最高学府，如太学、国子监，是政府弘扬儒学之所在。西夏也仿

效中原建立国学。 

崇宗时期还效法中原王朝在境内实行科举，选拔熟悉儒学并能以此治理国家的人才。
5
西夏

一些重要人物出身进士。如桓宗天庆十年（1203 年）西夏册进士，宗室子弟遵顼进士及第，唱

名第一，后来成为西夏第八代皇帝。官至吏部尚书的权鼎雄、西夏晚期学者高智耀等人皆进士及

第。 

第五代皇帝仁宗更加重视儒学，于人庆三年（1146 年）尊孔子为文宣帝。
6
在中国封建社会

中，孔子的地位不断攀升，但对其封谥的尊号最高是文宣王，唯有西夏仁宗时尊为文宣帝，这是

中国历史上对孔子空前绝后的尊号，充分证明西夏崇儒之盛。 

                                                        
1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第 14002 页。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上册，第 396 页。 
2（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24。清道光五年（1835 年）刊本，第 13 页。 
3
《西夏书事》卷 31，第 14 页。 
4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第 14019 页。 
5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斡公画像赞》，1911 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景泰本，卷 4，第 20-21 页。其

中记载西夏仁宗朝宰相斡道冲八岁时中童子举。他于天盛三年（1151 年）为蕃汉教授。其中童子举时当在西

夏在崇宗朝，证明当时科举制度已进入西夏。 
6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第 140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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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灭北宋后，西夏与南宋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西夏缺乏儒学和佛教书籍，便于天盛六年

（1154 年）派使臣到金国购买，得到金朝皇帝的允许。
1
 

仁宗朝有一批儒士在朝，代表人物是蕃汉教授、国相斡道冲。他精通五经，曾译《论语注》，

作《论语小义》20 卷，又作《周易卜筮断》，成为西夏儒学的一代宗师。他死后仁宗图画其像，

从祀于学宫。西夏灭亡后，斡道冲的后代在凉州还见到斡道冲的画像，请元代著名文人虞集为画

像作赞： 

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

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远，人鲜克知。2 

赞语颂扬斡道冲的业绩，同时描绘了西夏的崇儒之风，是对西夏尊孔崇儒的真实记录。 

    人名是风俗的重要表现，是着民族文化趣向的风标之一。从西夏人名字，特别是统治上层人

物的名字也可看出极力效法中原。如西夏历辈皇帝名字为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佑、

安全、遵顼、德旺、睍，由这些名字内涵可见西夏尊儒崇道之风不输中原王朝。 

西夏自始至终，皆以中国传统儒学作为社会和治国的指导思想，这是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根基。 

2、继承中华法系，提倡孝义，仿效中原王朝官制 

西夏国家法典《天盛律令》的基本内容借鉴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唐、宋法典，并在其基础

上有所创新发展。西夏法典与中国其他封建皇朝法典一样，极力保障统治阶级权利，保护王室的

权威，并大力推行孝义，以维护统治秩序。特别是其中的“十恶”、“八议”等主要内容，与中原

皇朝法典如出一辙，规定了皇室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宣示了上下有序的封建儒家思想。 

西夏与中原王朝一样，提倡以孝治天下。《天盛律令》把“失孝德礼”定为十恶之一。仁宗

时刊印的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第十四“子对父母孝顺名义”中说明 

孝有三种：上孝帝之行也，天下扬德名，地上集孝礼，孝德遍国内，此帝之孝也。次孝

臣僚，持以德忠礼，不出恶名，以帝之赏，孝侍父母，则臣之孝也。出力干活，孝侍父母，

国人孝也。
 3 

西夏把“孝”和对皇室的“忠”连在一起，这是当时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孝的旨趣所在。 

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 年）宋朝欲趁惠宗新立、年纪幼小之机，招诱西夏首领，封

授官爵，遭到西夏的反对，西夏派使者进言： 

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国之臣叛其君哉！”于是前议遂罢。4 

都罗重进以儒家的孝义精神驳斥宋朝的作为，使宋朝自知理屈而作罢。 

官制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一直受到西夏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早在李继迁占据灵州后，

就已经设置类似朝廷的职官。北宋朝臣上疏说： 

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额，有归明归顺之号，且耕且战之基。仍

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5 

所谓“中官”，即指朝廷官员，设置此类官员当然违反“羌夷之体”。李继迁及李德明时代所

                                                        
1
《金史》卷 60《交聘表》，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408 页。 
2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斡公画像赞》，1911 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景泰本，卷 4，第 20-21 页。 
3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75 页。笔者对译文有改动。 
4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第 14008 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真宗咸平四年（1001 年）十二月丁卯条，第 1099—1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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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职官并无系统记录。《宋史·夏国传》中有元昊于立国前建官制、分设文武班的记载，并录写

了中书、枢密以下 15 个职司的名称。特别是在西夏仁宗时编著的西夏文、汉文对照词语集《番

汉合时掌中珠》中记载了西夏自中书、枢密以下 23个职司。
1
《天盛律令》在卷第十中的“司序

行文门”系统地记载了西夏 5 等司职的一系列职官名称，多与中原王朝相同或相近。
2
通过汉文

和西夏文文献资料可知，西夏基本上采纳了中原皇朝职官制度和职官名称。 

3、继承中原王朝德运传统，设置年号、尊号 

中国长期以来讲究德运，历代王朝以木、火、土、金、水五德传承，是华夏正统观的重要体

现。辽、宋、金各朝自诩中国正统，德运分别为水、火、土，西夏也不例外，其德运为金。西夏

文《圣立义海》中，有“国属金”的记载。
3
可能西夏认为自己直接继承了唐朝土德而为金德。

当时各朝虽主体民族不同，但都讲究德运，认同中国的帝统，视本朝为其支脉，表明对中华民族

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共同认知，这对理解中国政权分立时期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

传统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有无年号往往成为是否一个王朝的标志。西夏在

正式立国前就仿照中原皇朝自建年号，在近两个世纪中西夏十代帝王先后使用了 32 个年号，始

终遵循着中国王朝设置年号的传统。 

西夏的皇帝都仿照中原王朝有尊号。元昊的尊号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惠

宗秉常和崇宗乾顺的尊号分别为“就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神功胜禄习德治庶仁净皇帝”。

仁宗的尊号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淳睦懿恭皇帝”。西夏皇太后也有尊号，在

西夏文佛经中有两个梁氏皇太后的尊号，分别是“天生全能禄番祐圣式法皇太后”和“胜智广禄

治民集礼德圣皇太后”。 

西夏还学习中原王朝给过世的皇帝上谥号和庙号。元昊称帝时就为祖继迁、父德明上谥号和

庙号。继迁的谥号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德明的谥号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西夏皇帝还有一

种特殊的尊号，为城号，如元昊是风角城皇帝，也称风城皇帝或风帝。惠宗有珍陵城皇帝之称，

仁宗称仁尊圣德珠城皇帝，他又有护城神德至懿皇帝的尊号，简称护城皇帝。城号也是对已去世

皇帝的尊称。 

西夏学习中原王朝的陵寝制度，在首府兴庆府西郊建有皇帝陵园，每位皇帝都有陵号。从太

祖继迁、太宗德明、景宗元昊至襄宗安全，陵号分别为裕陵、嘉陵、泰陵、安陵、献陵、显陵、

寿陵、庄陵、康陵。后三朝皇帝因处于西夏末期，无陵号。 

西夏遵循中国历朝五行相生传承德运，设置中国王朝的年号和皇帝的尊号、谥号、庙号和陵

号，彰显中国王朝特有的重要政治、文化特质，是认同中国的重要方面。 

4、模仿汉文，创制西夏文，翻译中原典籍和佛经 

在西夏的文化事业中，西夏文字的创制和推行具有突出的民族特点。西夏统治者为了与宋、

辽相匹敌，除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力量以外，还尽力使文化相对落后的党项族取得与汉族相应

的地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元昊在立国前创制“蕃书”，即后世所说的西夏文。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4 

所谓“八分”即汉字隶书的八分体。看来当时西夏文的形体被认为是类似汉字隶书的八分体。实

                                                        
1
（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6-58 页。  
2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 10“司序行文门”。第 362—364 页。 
3
《圣立义海研究》，第 55 页。参见王炯、彭向前《“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3 期。 
4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第 139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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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西夏文确实是在仿效汉字的基础上创制成的。西夏文的笔画采纳了汉字的横、竖、点、拐、

撇、捺等笔画，形体也仿照汉字的方块形状，所以乍看一篇西夏文字，好像是汉字，皆因两种文

字形体相近。西夏文的构字也借鉴了汉字六书方法，特别是绝大部分西夏文字使用了类似汉字会

意字和形声字的合成方法构成。西夏文的字体及其使用范围也效法汉字，楷书用于一般书写和刻

印，行书和草书用以快速书写，篆书用于金石篆刻。西夏文官印印文也采用与汉文官印同样的九

叠篆。1 

西夏用西夏文翻译了很多汉文文献，如经书《论语》《孟子》《孝经》，兵书《孙子兵法》《六

韬》《黄石公三略》《将苑》，类书《类林》等，此外还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经。西夏文不仅用来

直接记载西夏的社会生活，也是学习、借鉴中原地区文化有力工具。 

西夏自己编撰的文献中也多模仿中原的书籍，如重要韵书《文海》采纳了《说文解字》和《广

韵》两书的特点，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有《唐律》《宋刑统》的影子。再如西夏文蒙书《新集

碎金置掌文》，简称《碎金》，编者将 1000 个不重复的西夏字编成长达 200 句、100 联的五言诗，

其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顺序与梁周兴嗣撰著的汉文《千字文》相仿。只不过《千字文》每句四言，

而《碎金》是每句五言。
2
 

不难看出，在最能体现西夏民族特点的西夏文中，也深深打上中原文化的印痕，表现出文化

上相兼相融的特性，突显西夏文化中的中国元素。 

5、学习、发展中原地区文学艺术、风俗习惯 

在文学艺术方面，西夏以中原地区文化为榜样，认真采纳接受。从前文所引西夏的一些表章

和信札文字中，可以判断西夏效仿了中原王朝的行文风格。西夏的诗歌、谚语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但也模仿中原地区优秀诗歌传统。黑水城遗址出土西夏文文献中，有西夏文书仪，即旧时官员、

士大夫所用书札体式﹑典礼仪注的著作，系供写作书信时参考的文范。其中不仅尊称、谦称等形

式和内容与中原地区的书仪一脉相承，书仪最后部分的七言八句赞诗，平仄格律是比较典型的传

统七言律诗，可以看到中原传统文学对西夏的影响至深。3 

西夏在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河西石窟中，留下了大量的西夏壁画，比较全面地

反映出西夏绘画水平和特色。西夏早期壁画在题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技法等方面都

接受了前代的影响，其画风与五代归义军及宋初时期相衔接。中期以后，在学习宋代艺术成就和

吸收回鹘壁画风格的同时，逐渐形成本民族的特点，中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洞窟，藏式佛画

开始流行，将中国多民族艺术熔于一炉。
4
 

西夏在不同时期对蕃礼或汉礼的推崇，使汉族文化和党项族文化交相辉映，形成有西夏特点

的文化习俗。西夏在文化上的一些重要举措，往往都是蕃、汉并列，如西夏设蕃、汉二学院，后

又建有番学、汉学，创制了番文，又同时使用汉字等等。 

在宗教信仰方面，西夏从中原地区接受了佛教和道教。西夏六次从宋朝赎取大藏经，一方

面供养，一方面以其为底本译成西夏文大藏经。同时，又在境内刻印汉文佛经，以满足汉族信徒

的需要，形成了西夏佛教发展中蕃汉并举的格局。西夏皇帝还仿唐宗、宋帝，御制西夏文《新译

三藏圣教序》。
5
 特别是西夏统治者非常崇信中国的五台山寺（今山西省五台县境），李德明和元

                                                        
1
《西夏社会》，第 440-445 页。 
2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3
 史金波：《俄藏 No. 6990a 西夏书仪考》，《中华文史论丛》2018 年第 1 期。 
4
 刘玉权：《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刊》（西夏专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版，

176-179 页。 
5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附录一《西夏碑碣铭文、佛经序、跋、发愿文、石窟题记》，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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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都曾遣使到宋朝的五台山敬佛供僧。1后来西夏直接在境内贺兰山仿建五台山寺，称为北五台

山，以区别中原地区的五台山。在《西夏纪事本末》所载《西夏地形图》中，于贺兰山内记有“五

台山寺”。2西夏文文献中也多次出现西夏五台山的记载。这种认同中原地区著名寺庙并在境内仿

建的作法十分稀见，显示出中原地区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西夏继承了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如正旦节，即每年的大年初一。其他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九月九日登高节等。
3
宁夏贺兰山方塔出土汉文佚名“诗集”中有《冬至》、

《重阳》、《打春》、《元日》、《人日》、《上元》等节日的诗歌。4当然西夏也有自己特殊的节日，

如西夏以每一季的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礼佛。 

在隋唐之际，党项族婚俗还保留着带有原始社会末期群婚的残余：“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

子弟之妇，淫秽丞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
5
至西夏时期，因长期受到汉族的影响，婚

姻已纳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体系。《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 

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室女长大，嫁与他人。6 

《天盛律令》对西夏婚姻彩礼和陪嫁的规定，也反映出西夏婚姻与中原地区的趋同。
7
 

西夏境内因有不同的民族，其服饰也各有特色。但在总体上西夏也遵循中原王朝“贵贱有

级，服位有等”的原则。西夏在元昊即位之初，就效法中原地区的服饰制度，规定西夏文武官

员衣着，而“民庶青绿，以别贵贱。”8特别是中国将龙作为皇帝的象征的传统，被西夏完全继承。

在西夏法典中明文规定只有皇族才可用龙纹的服饰。
9
 在莫高窟中的西夏皇帝供养像就是穿着一

身团龙袍。这也是西夏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很典型的例证。
10
 在《圣立义海》中规定了皇太后、皇

帝、皇后、太子、嫔妃等皇室成员和官员的法服、朝服、常服、便服。
11
 

总之，在中华民族趋同性的作用下，西夏多方位地学习、借鉴中原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使

共性不断增加。 

    6、吸收发展中原地区科学技术 

西夏时期，中原地区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西夏大力吸收中原地区科学技术。 

宋朝作为西夏的宗主国，多次向西夏颁赐历书，以表明西夏奉正朔。西夏完全接受了中原王

朝的先进历法，前期所用历书为宋朝颁赐。南宋绍兴元年（1131 年）因宋夏失和，八月宋高宗

“诏以夏本敌国，毋复班（颁）历日。”
12
西夏也自编历书，设卜算院负责编纂。黑水城出土西夏

文献中有汉文历书、西夏文历书，还有西夏文和汉文合璧历书。其中有 ИНФ. 8214 号刻本西夏

文残历书一纸，存光定甲戌四年末尾和光定乙亥五年历日序，序第一行译文为：“大白高国光定

五年乙亥岁  御制皇光明万年注历□”。这是西夏皇家的御制历书，名为“光明万年历”。将此残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7，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十月庚申条，第 1502 页。卷 121，仁宗宝元元年（1038）

正月癸卯条，第 2849 页。《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第 13995 页。 
2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光绪十年（1884 年）江苏书局印版，卷首地图。  
3
《圣立义海研究》，第 52 页。 
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5－286 页。 
55
《旧唐书》卷 198《党项羌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291 页。 

6
《番汉合时掌中珠》，第 69－70 页。 
7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 8“为婚门”，第 311－312 页。 
8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第 13993 页。 
9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 7“敕禁门”，第 282 页；第 12《内宫待命等头项门》，第 432 页。 

10 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西夏学》第四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5-171 页。 
11《圣立义海研究》，第 48 页。 
12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第 140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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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书与同年南宋嘉定八年（1215 年）的历日相比较，其月份大小和朔日干支完全相同，证明西

夏所用历法与宋朝历法一致。 

西夏建筑受中原王朝影响十分明显。如都城建筑城池、门阙、宫殿、宗社等，从原则和系统

上皆以中原都城为成法。甚至一些西夏都城的具体建筑也模仿中原王朝都城，如城门上建城楼，

城门名称光化门与长安光化门同名，南薰门与开封府的南薰门同名。西夏陵寝建筑也多仿中原王

朝的帝陵建筑，有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组成。只是西夏陵

台呈砖木结构密檐式塔形建筑，形成自己特点。 

西夏的印刷术不仅继承了中原地区高超的雕版印刷，形成了大量西夏文、汉文、藏文刻本文

献，还接续中原地区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推行泥活字印刷，并成功实现木活字印刷，留存下

多种西夏文、汉文的活字印刷品，成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有力的实物证据。
1
宁夏贺兰山西夏方

塔出土的西夏文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中国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是早期木活字印刷体

量最大的珍贵文献，已被列入中国 64 件禁止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之一。2 

西夏的铸造业仿照中原地区先进工艺。西夏铸造的钱币形制、大小皆仿中原皇朝的年号钱，

有西夏文和汉文钱两种，并与宋朝一样，使用铜铁两种钱币。西夏还铸造印章、铜牌等实用品。

此外还铸造大型器物，如西夏陵出土的鎏金大铜牛采用中国传统外范内膜技术和外表鎏金技术，

现已成为国宝级文物。 

党项民族原无瓷器制作，西夏立国后的瓷器制作在中原地区成熟技术的影响下，很快有了相

当规模和很好的制作工艺。在宁夏、甘肃、内蒙古原西夏故地都发现了西夏瓷窑和大批西夏瓷器。
3
 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共发掘了 3 座西夏窑炉,8 座作坊，出土瓷器、工具、窑具等三千多件。4 其

窑炉大体上和宋、金的窑炉相似。所出瓷器没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其原因应是直接利用

了中原汉族地区先进的制瓷技术和汉族的制瓷匠人，使西夏制瓷业一步到位，达到当时最好水平。

西夏的制瓷业也表现出继承了中原手工业成熟技术。 

盘点西夏的科学技术，以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为指归，倾力移置中原王朝已有成熟经验，并

在此基础上改进、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做出贡献。北宋大臣富弼曾评论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

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
5
这里不仅指出辽夏两朝“得中国土地”，认为辽和西夏的版图皆为中国土地，还指出其政治制度、

文化习俗等方面全面学习、继承中国。可见当时宋初著名政治家已经看到在中国不同王朝都有着

相同的文化，对中国文化有着高度认同和继承。西夏是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接受中国主流文

化的一个典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绵延五千年的产物，在中国各民族间不断发展，不断交流，不

断融通，形成主流文化意识，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更高的层次和新的水平。宋辽夏金时期，中国传

统文化影响不断加大，共同的历史基因增强。各王朝出于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对博大精深的传

统文化自觉或自发地涵化、认同，其中包括物质方面、制度方面和深层次的精神方面。各王朝在

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构建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又各自有新的发展和弘扬，对中华民族文化做

出新的贡献。 

宋辽夏金时期，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逐渐改变传统的华夷观念，或倡导“华夷同风”，或

                                                        
1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54 页。 
2
 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文物》1994 年第 9 期。 
3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 1088 年版，图 272－321。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181-186 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0，仁宗庆历四年（1044 年）六月戊午条，第 36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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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本身为“夷”，或模糊“华夷”界限，或以民族、方位称呼王朝，都是在否定过去“贵中华、

贱夷狄”的观念，探索新的华夷观和正统观，开始把本民族及其他非主体民族纳入“中华”的范

畴之内，使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在内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向着华夷一体、增强中国意识，向着多

民族中国认同的方向前进。这是自南北朝时期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魏王朝大力学习中华文化以

后，几个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又一次更强烈地吹起华风，争芳斗艳，交相辉映，彰显浓重的中

华意识，加强了民族间的大融合，为此后的元世祖忽必烈以中华正统皇帝的身份发布即位诏书这

样完全认同中国的重大举措做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打下了高度认同中国的厚重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论述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时，还

特别提到：“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
1
，

高度概括了中国两个王朝分立、对峙的时代各王朝对中国的认同。 

 

 

 
 
 
 
 
 
【网络文章】 

维吾尔族认同从何而来 

微信公众号：开花屯的声音（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 

https://www.douban.com/note/714013918/（2020-12-9） 

 

维吾尔——这一沉寂了数百年的名词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初复活进而成为新疆定居型突厥语

穆斯林的族名？这是吸引众多新疆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但要解决它却并非易事，需要研究者

起码能阅读汉文、察合台文、现代维吾尔文以及俄文文献。能同时精通以上语言文字的学者屈指

可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博大卫（David Brophy）博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 2016

年出版的新书《维吾尔族：俄中边境上的改革和革命》(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便成功利用语言上的天赋来解决了该问题。博大

卫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他并非专注于新疆本土的定居型穆斯林，而是选择从移居俄国中亚的穆

斯林入手，通过探索身处两大帝国之间的这些群体如何应对历史变迁来展示现代维吾尔民族认同

的诞生过程。 

为了搞清楚维吾尔族认同从何而来，博大卫先从研究塔兰奇人（Taranchi）和喀什噶尔人

（Kashgari）这两个穆斯林族群在俄国中亚的形成入手。从族源上来说，这两个群体是高度同质

化的，均属南疆的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不过，在准格尔汗国时期，准格尔人为了促进自己统治

核心地带——阿尔泰和伊犁的农业发展，迁徙了部分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到北疆从事农业生产，

迁徙到北疆的穆斯林被称为塔兰奇人（农民），该政策甚至延续到大清征服南疆之后。十九世纪

中晚期，沙俄趁着新疆发生叛乱的机会占领了塔兰奇人主要聚居地——伊犁河谷。随着归还伊犁

的 1881 年中俄条约签订，大约有一万户塔兰奇人移居到俄国中亚的七河地区（Semireche）（第

68 页）。在南疆，那里的定居型突厥语穆斯林被西方人称为喀什噶尔人，因为喀什噶尔对西方

                                                        
1 《 人民日报 》 2019 年 0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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