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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宁夏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南部彭阳县姚河村，北部灵武市水洞沟文明，再现了人类早期的发展历史。
史书记载与近数十年地下的考古发掘，都一再证实了宁夏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宁夏地方政权建置较早，战国时期已设立县治，纳入秦国版图。
宁夏的地理位置所体现的特殊意义，一是六盘山、贺兰山屹立南北，成为关中北上西出的屏障；泾水
、清水河南北相连，黄河穿越宁夏平原，这种自然地理的格局，显示了其承载的特殊历史时空。
二是以丝绸之路为桥梁和纽带，在与西域、北方草原及其周边的连接层面上，所产生的交融汇聚的作
用。
从整体空间看，南与秦汉唐政治中枢长安相连，北与北方大草原为邻，西北进入河西走廊，与通往中
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大通道相衔接。
这种特殊的地域空间，为宁夏历史发展和多元文化的积淀繁荣提供了特殊的环境，创造了独有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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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湮没的神秘王国：西夏》以通俗的写作手法，运用图文并茂和穿插知识花絮的形式，向读者客
观地展示了那段历史，唤醒人们心中尘封已久的记忆，使我们与中国历史再次进行亲密接触，感受中
国历史与文化的魅力。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党项羌族曾经建立了一个地跨今宁夏大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
的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与辽、宋、金形成鼎足之势，存在时间长达190年，留下了丰富
多彩的西夏历史遗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湮没的神秘王国>>

书籍目录

序 张进海前言第一章 党项羌——西夏的主体民族一、党项羌的由来二、党项羌人三、叛服无常四、
举族大迁徙——党项羌发展的新契机五、始学农耕六、称雄一方七、曲折发展八、举旗反宋重建政权
第二章 党项建立西夏政权的过程一、攻取灵州二、迁都西平府骄恃送性命三、李德明巩固夏州割据政
权四、定都兴州五、李元昊其人六、阴谋反宋七、称帝立国八、以武立国九、祸起宫闱第三章 番汉文
化的碰撞与融合一、没藏氏掌权立幼主二、李谅祚夺权三、兴汉礼四、梁氏垂帘听政五、穷兵黩武六
、秉常被禁七、一门两后八、乾顺亲政九、儒文化统治地位的确立与西夏的兴盛十、任得敬分国十一
、汉人儒士与西夏政权第四章 民族立法的高峰与西夏法律一、两次立法高潮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发现及成书年代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主要特点四、《天盛改旧
新定律令》的学术与文献价值五、《贞观玉镜》与西夏军制六、《贞观玉镜》的特点与价值七、西夏
兵制的发生发展八、西夏的军种与兵种九、其他法律第五章 国灭民散一、纯佑秉政二、安全篡权三、
劲敌崛起四、内乱外患五、西夏的灭亡六、流散的西夏后裔第六章 农牧并盛的西夏经济一、封建生产
关系二、赋税、徭役三、传统的畜牧业与狩猎业四、发展的农业五、颇具特色的手工业六、商业与贸
易第七章 西夏文化——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一、神秘的西夏文二、发展的文学三、源远流长的音乐四
、石窟文化及绘画、雕塑五、佛教与多元宗教文化第八章 丰富的历史遗存一、西夏碑二、东方金字塔
——西夏王陵三、繁荣的塔寺文化四、印牌钱币文化第九章 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一、贺兰山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二、其他的活字印本三、
西夏的造纸业和印刷业第十章 文献发掘与神秘王国历史再现一、神秘黑水城二、西夏文献文物的发现
三、丰富多彩的出土文书四、撩开西夏的层层面纱帝王世袭表参考书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湮没的神秘王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党项羌——西夏的主体民族　　一、党项羌的由来　　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
项羌，是我国古代羌族中派生出的一支。
　“党项”一词，是中原汉族对这个少数民族的称谓，最早见于隋代的史书。
吐蕃族称党项为“弭药”，党项羌族也自称“弭药”或“弭人”，北方的突厥族则称他们为“唐古特
”　（Tangut）。
西夏辞书《文海杂类》中对“蕃”的解释为：“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
”有关“党项”一词的含义，学者们众说不一。
有的认为是“高寒平旷之地”，‘有的认为是“荒野”或“二水之交”，有的认为是“广太草原”“
野蛮人的原野”，也有的认为是“黑色的党项”之意。
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项羌族的起源。
　　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的西部地区。
早在汉代，羌族就已发展到150多个部落。
西羌曾大量内迁于河陇及关中等地，这一时期的羌族在吐谷浑的东边建立了两个小政权：宕昌和邓至
，但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权。
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有的被吐谷浑所征服，有的逃居于川蜀西部的深山野谷中，有的从青海进
入西藏。
党项羌应该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各部发展而来的，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家
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隋唐时期，党项羌族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至今青海河曲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中。
“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诸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
里”，说的就是这一时期党项羌族的力范围。
党项羌族在唐周边的少数民族中仍然是一个力量相对弱小的民族，一直受到唐朝的保护和支持，特别
是在唐朝与吐蕃势力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中，党项羌是唐朝着意争取和笼络的对象，是唐朝羁縻政策实
施较为成功的一例。
　　二、党项羌人　　以游牧为生的党项人皮肤黧黑，在黎黑皮肤的衬托下，牙齿显得雪白，他们眼
睛深陷，身材高大，剃秃发，戴耳环，穿戴毛毡、毛布和兽皮做成的衣服、皮靴，住的是毛毡帐篷，
这样的帐篷便于随时拆迁。
　　党项羌族是一个骁勇劲悍的民族，“好勇善猎，日以兵马为务”。
在党项羌族的文化习俗中崇尚武力，西夏流传的本民族谚语是这样赞美他们的尚武精神的：　　宁射
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
　　心怯也别趴下，箭尽也别投降。
　　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
　　美人穿上皮袄，也不会变丑。
　　勇士坐在人后，也不会变弱。
　　党项羌人的复仇心理也十分强烈，　“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
”。
实在没有能力复仇的人，就会请邻里帮忙完成复仇计划。
如果双方的仇怨得以和平解决，就要举行盟誓仪式，并发毒誓。
　　在婚姻方面，党项人保留了原始的收继婚制度和原始的性爱自由的习俗，即氏族内的妇女在丈夫
死后，允许被丈夫的兄弟或侄子娶为妻子。
“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
”爱到情深，两人可以身殉情，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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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一丧葬习俗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
　　“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是对早期党项羌族居住地的生动描述。
由于所居地气候恶劣、干燥，党项人过着不懂农耕，不种庄稼，逐水草而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
他们的生存状况较差，生产力水平低下。
他们养殖牦牛、马、驴、羊，以供食用；居住在随时可拆卸的帐篷中；没有文字；没历法，只依靠一
年一度的草木枯荣来计算年岁日月。
他们以姓氏或居住地作为部落的名称，　“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同姓部落又分为一些大
小不一、不相统一的部落。
在众多的部落中，主要有8个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部落，即“细封氏。
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他们就是后
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拓跋氏的先祖。
　　三、叛服无常　　回顾中国的历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总是具有强烈的不
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党项羌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走不出这种特定的模
式。
党项羌虽居于西北高寒之地，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内地的北周政权发生关系。
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乱而率兵平叛，这是史籍记载党项羌与内地
政权．发生关系的开始。
隋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令将率兵击败吐谷浑和党项，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服于隋朝。
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族已经迁移到了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
西夏文古诗《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
这里。
到了隋末，党项诸部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唐朝建立之初，仅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
吐谷浑和党项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不断侵扰西北各州。
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朝桥州，唐朝益州道行台轨与抚州刺史蒋善合联合抗击，党
项与吐谷浑兵败离去。
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
党项与吐谷浑占据山顶，箭如雨下，柴绍命人弹奏胡琵琶，让二女子翩翩伴舞，有意吸引敌人注意力
，然后秘遣精兵从后面进攻，党项与吐谷浑大败，弃兵甲逃走。
此后的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多
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
损。
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
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党项向唐遣使两次朝贡：一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党项与吐谷
浑一起遣使向唐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独自遣使朝贡。
他们向唐朝朝贡主要是为了通过与唐朝的贸易、互市来获取经济利益。
只有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互市，党项羌族才能用他们的牲畜和畜牧品换得日常生活用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
稳定下来，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
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
李世民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使这一时期
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
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地归附于唐朝。
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也归附于唐朝，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
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
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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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了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
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
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新增设州，任命归
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
党项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他就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
拓跋氏的先祖。
　　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
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
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四、举族大迁徙——党项羌发展的新契机　　在唐朝，党项羌族有过两次大的迁徙，这两次大规
模的内迁是唐同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失败的直接产物。
唐朝初年，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
海及西域的斗争，使这一地区的民关系复杂化。
唐政府想利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和吐谷浑来遏制吐蕃的北上，而吐蕃也借唐政府的策略找到了用兵的
借口，发兵攻击吐谷浑和党项羌所居地，尽收党项及诸羌之地。
吐蕃的强大攻势使唐政府屈服，党项羌正是在唐与吐蕃争夺丝路及西域失败的情况下，被迫内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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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湮没的神秘王国：西夏》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的献礼工程“宁夏历史地理文化”
丛书中的一本，此书可谓是“站在巨人的臂膀上而成”，书的内容在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揉
进了我自己的观点，力争从传统的史料研究中走来，把那些尘封的历史以通俗化、趣味化的方式呈现
在读者的面前。
我不敢有过高的奢求，但愿读者在读此书时有轻松、悦目之感，我就已颇感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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