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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
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在10至13世纪期间，先后与宋、辽、金鼎立，统治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曾经组织领导其境內的以党
项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展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
流，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文化，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它的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是一面镜子。
学习研究西夏史，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去了解、掌握我国古代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的改
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对西夏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从1981年开始的。
这一年的8月，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参加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聆听了有关专家的高论
，参观了西夏皇陵和宁夏博物馆珍藏的西夏文物，从而对西夏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我一面学习西夏文，搜集有关史料，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西夏史和辽宋西夏金元史史料学，
一面对西夏史的一些问题展开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发表了20余篇文章，而且还编出了西夏
史讲义。
可谓教研相长，相得益彰。
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吸收有关专家的一些科研成果编撰而成的。
　　如众所知，由于元人修辽、宋、西夏、金史时，不给西夏写分量可观的纪传体专史，致使西夏公
私史料湮灭亡佚，现存的足资佐证的关键性的史料，不仅贫乏而且分散，从而给撰写该朝历史带来一
定的困难，加之本人地处西北边陲，学术情报闭塞，功力不深，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在撰写的过程中，为了使我能够比较全面了解国內外研究西夏学的概况，甘肃省图书馆高士荣同
志在百忙中按照图书分类法编了《西夏史文献目录》；孟凡秀、蔡华等同志及时手抄写了书稿；人民
出版社张秀平同志提出过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校系有关领导给予不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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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夏是由党项羌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由于元人修前代史时没有编撰一部西夏纪传体正史，致使西夏公私史料在元以后湮没殆尽。
西夏王朝便成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消失了的神秘王国。
西夏学也成了“绝学”。
20世纪以来，随着西夏文物的大量出土，西夏学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显学”。
李蔚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钩沉索引，考镜源流，另起炉灶撰写了这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西夏
史专著。
　　本书对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西夏历史的发展阶段、西夏历史的特点、西夏历史的地位及西夏在
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对外存在的依赖性、民族矛盾激烈处于主导地位与对
外战争频繁、文化上的多元与儒学佛教的兴盛等西夏历史的四大特点，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重大观点
。
作者还摒弃了以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板块结构叙述断代历史的传统，而是以西
夏立国以后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建国、巩固、繁荣、衰亡四个发展阶段分章立目，将西夏300余年的历
史置于运动的轨迹之中，从而勾勒了西夏历史从立国到衰亡的全过程，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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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一、12世纪前后的中国概况　　12世纪前后的中国境内，与西夏同时并存的民
族政权，在其东南地区有宋，北部地区有蒙古诸部，东北地区有辽，西部地区有高昌等小国，其南部
地区有吐蕃和大理。
　　下面就这些民族政权林立的概况作一简要地叙述。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夺取了后周政权。
接着，在后周初步统一的基础〔柴荣去世前，已夺取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市）、凤（今陕西凤县东
北）、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和南唐的14州60县〕之上，采用“先南后北”的
战略方针，在将近20年（960—979年）的时间里，先后于960年平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李筠和扬州李
重进，962年（建隆三年）平荆南（南平），964年（乾德二年）平后蜀，971年（开宝四年）平南汉
，975年（开宝八年）平南唐，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从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完成了统一，
结束了自中唐以来的方镇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
　　北宋时期的统治地盘，“东南际海，西尽巴焚，北极三关（指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东西
〔宽〕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长〕万一千六百二十里”。
有关专家据此推算，北宋疆域大体上为250万平方公里。
　　北宋在相当范围内进行统一后，随即强化了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
措施，从而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之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方面，宋代垦田数量大体上在700万顷至750万顷之间，为汉唐的2倍。
手工业方面，唐代矿冶有186所，北宋增至271处，同时产量也有提高，唐中叶，铜的产量为60万斤，
宋仁宗、英宗时增加为697万斤，比唐增加了近12倍。
商业方面，唐代旧的城市厢坊制度（居民居住区与贸易区严格分开）已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厢坊制
度，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地经营，标志着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
日益积累尖锐起来。
北宋仁宗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赋税不均，大量能自耕农破产，从而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小规模的
农民起义“处处蜂起”，“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
仁宗时，元昊称帝建国，与辽结成联盟，不断侵宋，使宋在军事上连续失利。
加上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国库空虚，积贫积弱之势，日趋严重。
所谓“民力殚竭，国用乏匮”，“中夏之弱，自古未有”，正是这种积贫积弱形势的写照。
　　北宋统治者在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国家处于国用乏匮，“西北交侵，寇盗充斥”的情况下，虽然
先后推行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种局势，发展至徽、钦之时，随着统治者的腐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王朝犹如一
幢将倾的大厦，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终于在女真兵马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辽是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国家，其统治地盘，“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
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辽自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三传至穆宗耶律述律（951—969年），明显开始了封建化，至道宗耶律
洪基（1055—1 101年）统治时期，大体上完成了封建化。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从生产关系看，社会上存在着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立。
一方面，农民的土地被封建地主所占有；另方面，农民逐渐变为农奴，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
从政治制度看，统治者采用汉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各种封建的典章制度日益完备。
从社会经济看，畜牧业逐渐衰落，农业逐渐取得支配地位。
统治者完全采用封建的剥削方式，凭借着政治权力强迫各族劳动人民，按照耕地交纳租税，交纳布帛
、房钱、农器钱以及其他杂税，并从事各种无偿劳役；而从事畜牧业者则要给统治者供应军马，交纳
丁口和牲口税。
这一封建化过程的完成，是契丹族发展史上的界碑，对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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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速和促进的作用，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辽王朝的封建化和国力的增强，宋辽之间也多次发生了激烈的较量。
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圣宗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移人民视线，以及掠夺
更多财富以巩固其统治，主动挥师南下侵宋，结果宋胜辽败。
在宋军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按照和约规定，宋每年要给辽赠纳绢10万匹，银10万两。
这对改善辽国的财政状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关系形成了暂时的稳定局面。
辽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比较重视采纳中原地区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从而加速了
农业和文化的发展，缩小了宋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差距。
　　但到12世纪初期，随着辽封建化的加深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统治者也日趋腐朽。
他们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如垄断土地，检括户口，等等），阶级矛盾、民族矛
盾日益激化，民族起义不断，加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使辽王朝的统治迅速
走向崩溃的深渊。
至天祚帝时，终于经不住内忧（民族起义）、外患（宋金联合攻辽）的夹击而灭亡了。
　　高昌在回鹘（今维族）人迁去之前，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农业基础较好。
回鹘人迁去之后，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农业，开始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由回鹘人所建立的高昌，其最高统治者称亦都护，又称阿萨兰（意为幸福之王），推行封建中央
集权统治，首都喀喇和卓（今新疆吐鲁番东），其极盛时的统治地盘，“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
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
境内有汉、回鹘、南突厥、北突厥、大众慰、小众慰等民族。
有的经营农业，有的经营畜牧业。
无论农业、畜牧业均颇发达。
农业方面，盛产五谷、棉花、葡萄、蚕桑等等。
水利灌溉也颇发达，“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灌田园，作水磴”。
畜牧业方面，其“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
知其数”。
手工业有冶金、琢玉、丝棉纺织及酿酒技术，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自10世纪至12世纪期问，高昌的使节和商人，络绎往来于辽、宋之问。
他们用马匹、药物、香料，交换宋、辽的金银和各种产品。
辽在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设有“回鹘营”，作为回鹘人的住宿区。
宋在秦凤路设“市易司”，专门管理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贸易，市易司的收入，每年达2000
万贯以上。
　　高昌地处东西陆路交通要冲，当时波斯、印度、阿拉伯及东罗马商品，通过高昌转输到中原地区
，从而促进了中原王朝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中转站的积极作用。
　　吐蕃于唐咸平年间（869—877年）所爆发的奴隶和各族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吐蕃统治阶级，结
束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并进人了封建农奴制时期。
　　12世纪的吐蕃，虽然已经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但其发展极为缓慢，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
封建主割据一方，称王称霸。
吐蕃本部有拉萨阿里、亚泽及雅龙觉阿四个王系对立。
在今青海东部至今甘肃甘南一带的汉藏地区，还建立了唃厮罗地方割据政权。
　　唃厮罗（996—1065年），出身于吐蕃赞普之后，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所控制的地区，据零星
史料记载，大约东至秦州，北临夏国，西过青海，南界蛮夷。
用沈括的话来说：“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两千余里。
”。
具体地说，大致包括宋代的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洮州（今甘肃临潭）、
岷州（今甘肃岷县）、湟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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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甘肃宕昌县）和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
其政治中心则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市）。
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板屋”，兼营畜牧，“以毡为幕”。
盛行佛教，如青唐城，广建佛祠，“城中之屋，佛舍居半”。
　　在唃厮罗统治期间，无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
经由青唐城北的湟水两岸，土壤肥沃，水利灌溉发达，生产粮食较多，如青唐城一处的粮食积蓄，就
可萼供1万军队十年之用，反映了河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畜牧业。
出产马：牦牛、羊等，其中以马的产量最多。
宋每年需马量最高时为．4万余匹，最低时为2万余匹。
这些马匹几乎全部都依赖吐蕃各部落供给。
　　手工业。
境内有专门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行业，如铁甲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银器制造业和采盐业，等等。
这些手工业除了能生产一般农牧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能制造质量较高的贡品，如铁甲、铜印、银
枪、银装椅等。
　　商业。
唃厮罗统治时期商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唃厮罗政权的首府——青唐城里，就居住
着“四方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
“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
　　除青唐之外，邈川、喀哕（今青海乐都东北）、嘉木卓（今青海乐都东北）等地，也都有一定规
模的商业城市。
　　10至12世纪，吐蕃与宋、回鹘的关系十分友好。
吐蕃与宋的朝贡贸易十分突出。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唃厮罗一次送给北宋马达582匹。
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至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91年中，唃厮罗共向宋进贡39次。
进贡的物品有马、金、银、珍珠、玉石、象牙、犏牛、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等
十余种，但其中主要贡品为马匹。
s同时，吐蕃与回鹘贸易也很频繁，回鹘商人到青唐、鄯州（今青海乐都）贸易的很多。
　　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继南诏之后所建立的大理国，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封建国家。
其统治地盘以洱海四周地区为中心，统治着八府、四郡、三十七部。
统治者段思平，虽然继承了南诏的一切制度，但同南诏相比，其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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