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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西夏，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王朝，据《新唐书党项传》载：“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之微甚，

周灭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也。”从族源上考察，吐蕃、党项均属西羌，地区上，均属青藏高

原，当属同类。 

    党项，又称弥药，藏文文献里党以mi—nyag称之。党项则是汉文文献的记载，疑为董部落(1dong)

一名之音译。弥药与吐蕃的关系极为亲 

密，据《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有五个王妃，其中茹雍妃莫尊(ru—yongs—bzah—rgal—iTIO—

btsun)即弥药王之“公主”。 

    弥药与吐蕃同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由于气候恶劣，高寒缺氧，锻炼了一个民族的坚强性格．她们

吃苦耐劳，勇于进取。一旦遇着适应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她们便会自强不息，不断进取，扩展自

己的势力范围。公元7世纪时．当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奴隶制政权，动用数以万计的民工修建

布达拉宫时，弥药人不堪其统治，请求内徙。公元9世纪时，弥药人已在今陕北地区建立起夏州政权。

“虽未称国而王其土”。11世纪时，其势力已扩展到今陕、甘、宁地区。公元1028年，开始控制著名的

丝绸之路。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二万余里”。最强盛时，她

的势力扩张到今青海的西宁，新疆的哈密一带。于公元1038年建国，国号大夏、白高国、大白高国、白

高大夏国等。传十主(元吴一谅祚、秉常、乾顺、仁孝一纯佑一安全一遵琐一德旺一未主目见)，历时

190年(1038—1227)，如按拓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历史347(881—1227)，这要比北宋和南宋加

起来320年还多27年。与她先后鼎立的，辽建国只有2lO年(916一1125)；金建国只有120年(115一

1234)。但在二十四史里，辽有《辽史》。金有《金史》，宋有卷帙浩繁的《宋史》，唯独没有西夏

史。使她成为丝绸路上的神秘王国。 

    西夏，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黑水城出土数以千计的西夏方面和鲜艳夺目的佛教艺术

“唐卡”，其风格均与西藏的唐卡一脉相承，令人叹为观止。1992年宁夏贺兰方塔出土的《吉祥普至合

口本续》的西夏文经，则是从藏文译出，是木活字印本。如此高的印刷技术，比汉文记载的木活字印刷

术早一个朝代。文化如此发达的民族怎不令人刮目相看。这正是今天世人如此重视藏系一支——西夏的

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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