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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通史》

前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史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160多个民族的名
称。现在的56个民族，是由古代众多的民族发展而来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各
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许多少数民族曾建立过政权，如秦汉之际的匈奴政权，两晋南北朝时期的
“五胡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唐代的渤海、南诏、吐蕃，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周，以
及以后的辽、西夏、金、大理、元、清等等，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这些民族政权中，有的曾统一
全国，有的与其他政权并立，有的偏居于边疆。他们统治的范围或大或小，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有
时候相互间还进行争战、兼并，但总体上分裂割据是暂时的，而发展的趋势和主流是统一。这些民族
政权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各个少数民族
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因此，研究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对于全面阐述中国历史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夏是11～13世纪党项羌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曾先后与宋、辽、金鼎足而立
，为时190年（1038～1227年）。如果按《宋史》所载“虽未立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党项西
夏政权历时长达347年，其最盛时，疆域包括今宁夏大部和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的部分地
区。然而，西夏灭亡后，元朝在为前朝所修的专史中，有宋、辽、金诸史，唯独没有西夏专史。其中
原因是，蒙古灭夏时，将其文书档案全部化为灰烬，致使元人修史时无资料可寻；另一方面是由于西
夏为党项族所建，被封建史学家视为异端而不予列入“正史”之列，从而使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
神秘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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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通史》

作者简介

主编者李范文系宁夏社会科学院教授，参与编纂者也都是国内西夏学、民族学、历史学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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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是党项羌拓跋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1）西夏统治者自认为是元魏鲜卑拓跋氏的后
裔，主要是想证明西夏立国的合法性。在宋宝元二年（1039年）元昊上宋朝书中说：“况元昊为众所
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①宋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答元昊书中也说：
“⋯⋯大王又以拓跋旧姓之后⋯⋯若大王之国，有强族称单于，鲜卑之后，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
？”②这两段话表明西夏统治者高攀元魏拓跋氏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血统高贵，借此抬高身价而已。
（2）《元和姓纂》一书早已亡佚，现存此书是孙星衍、洪莹从《永乐大典》和其他文献中钩沉补辑
而成，舛误甚多；且“拓跋”之名并非鲜卑族所独有，在唐代初期，今西藏地区就居住着自称“达布
”的民族。（3）文献称党项为“东北番”、“胡人”，系因党项后迁至今甘肃、宁夏及陕北一带，
与西北少数民族（胡人）杂居数百年之久，深染胡风，况且“番”一名，在唐、宋文献中，不过是内
地汉族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有时指党项本身，有时指吐蕃，有时泛指羌。至于宋琪称“俗谓平夏
拓跋，盖蕃姓也”，“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仅是作者用词不相雷同而有所差异，绝非是
将两者视为不同民族的概念。唐宣宗《洗雪平夏党项德音》开首就说“平夏、南山虽云有异，源流风
俗本贯不殊”就是明证。（4）西夏统治者将自己与其统治的羌人（包括其他党项羌人）对立起来，
这并非民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西夏统治者自称元魏拓跋
氏之后，在其颁布的诏书或使用的语言上，将统治区域内包括党项羌在内的部落，与自认为的“皇族
后裔”对立起来，完全是正常的。（5）《辽史》《金史》中关于西夏源于元魏拓跋氏的记载，是由
于辽、金统治者“相信”了西夏统治者自己的说法。他们与西夏统治者一样，建立的是以非汉族为主
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出于同样的心理，他们宁愿相信西夏统治者追溯的祖先，承认这种政权的合法性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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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通史》

编辑推荐

　　公元11～13世纪，中国的北方，群雄并立，民族融合。　　一个神奇的民族——党项人，崛起于
中国的西北。在血与火的争战中生存、发展、进退。　　公元1038年，一代枭雄李元吴建立了大夏国
，史称西夏。　　西夏立国近200年(1038～1227)，先后与宋、辽、金、蒙抗争、并立。西夏极盛时疆
域达80多万平方公里。　　党项人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族文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神秘的西
夏文字，寒光闪闪的西夏剑⋯⋯　　公元1227年，西夏国在强悍的蒙古军队的攻击下灭亡。从此，西
夏被历史的烟尘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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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通史》

精彩短评

1、感觉本书就是西夏简史的扩充本，同理西夏简史是本书的缩减本。用马列主义视角、“方法论”
来完整叙述西夏这个政权的来龙去脉，并且号称填补“二十四史”无西夏史的“遗憾”，明显的夸张
了。
2、从写作论述而言，四星，但由于完成之不易，且为国内通晓西夏文的专家集全力，可以给五星的
著作了，非常难得
3、非常不错的书了
4、封面没有了，巨著呀，可以
看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E8%B4%BA%E5%85%B0%E9%9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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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通史》

精彩书评

1、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西夏这样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的王朝的历史，首先需要搞清楚相关的文献
资料。近几十年出版的西夏历史著作大致如下：西夏史稿，吴天墀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98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   西夏通史，李范文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西夏简史，
钟侃等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西夏志略校证，胡玉冰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西夏纪事
本末，（清）张鉴撰；龚世俊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简明西夏史，李蔚著，人民出版社
，1997。 西夏书事校证，吴广成等，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西夏史，林瑞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4。西夏记，戴锡章，台湾华文书局，1969。其中，有一些是整理清人的著作，还有西夏史的论
文集。在寥寥几本真正由今人撰写的西夏历史中，这本《西夏通史》显得格外突出。事实上，它是第
一部按照现代史学体例撰写的大型西夏断代史。这部书集众人合力完成，每一章节都是由相关领域的
专家撰成，吸收了近几十年来对西夏文文献的研究成果，虽然本书还有少许瑕疵，但是不掩其在西夏
史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读这本书，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三处：西夏王朝崛起之谜；西夏亡国的原因
；党项族后裔的下落。1.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在相对中原和东北都可谓是贫瘠的西北高原，党项人如
何得以崛起，并竟然搞得宋辽两个大国都焦头烂额？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自立
门户，先后与宋辽、宋金鼎足而三、分庭抗礼，并发展出一个璀璨的西夏文明。这一切如何可以做到
的呢？读完本书，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切，关键得归功于李继迁和李元昊的雄才伟略，而这种雄
才伟略具体地说就是坚定的意志、明确的方向和灵活的策略，其核心就是战略思维能力。下面我就一
边概述党项崛起的历史，一边简析一下党项崛起中的战略问题吧：党项拓跋部最早兴起应该从拓跋思
恭在唐末黄巢起义时助兵勤王算起。这一次助兵勤王为党项拓跋部挣得了崛起的政治资本，成为名正
言顺的唐朝所封的一方藩镇，奠定了拓跋部在党项族人中的优势地位，为后来经营西北、统一党项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到李继迁这一代，拓跋部已经经营夏州地区长达五代之久。可是，尽管这时党项拓
跋部已经精心经营了百年，但由于夏州地处偏僻、土地浇薄，和中原王朝相比，其实力仍然难以与之
抗衡。拓跋部在此之前能够割据百年的原因，在于他们有效地利用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的内乱与各地
军阀的相互牵制，外加一点好运气。所以等到中原内乱结束的此时，宋朝挟刚刚统一的国势，利用党
项内争，便一举收服党项，削平了这股分裂势力。事情发展到这里，还没有脱离地区性割据势力的宿
命。然而，李继迁却打破了这一宿命——李继迁在党项已经基本为宋朝廷收服的情况下，几乎是孤身
一人站出来发动了他的割据战争。而纵观宋朝在李继迁时期的应对，我们发现，宋朝犯了几个致命的
战略性错误：一、隳毁夏州城，显示了朝廷并无经营西北边疆的雄心，给李继迁提供了战略活动空间
；二、实行青白盐禁令，不仅没有达到在经济上困死李继迁的目的，反而为渊驱鱼，使得原本臣服于
宋朝的党项人纷纷叛归李继迁，大大加强了党项的民族凝聚力；三、宋朝廷一直对李继迁抱有不切实
际的幻想，寄希望于招抚，应战均为被迫，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四、对灵州这一战略
要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放弃和坚守两种选择面前举棋不定，浪费了很多良机；五、军事上缺乏人
才，屡屡犯下兵家大忌，例如分兵冒进这一错误，在此时与之后的宋夏战争史上反复出现，令人惊诧
。而这些战略错误背后的根源就在于——宋朝自宋太宗收复幽云十六州失败以来，就失去了经营边疆
的兴趣。放弃那些劳民伤财、看上去毫无经济利益的边疆重镇成为朝野的普遍呼声，最终导致绥靖主
义成为宋朝处理边疆事务的宗旨。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注意辽朝此时对李继迁的支持。辽朝出于牵制
宋朝的目的，大力支持李继迁，这是李继迁对抗宋朝的靠山。——历史反复地证明了这么一个规律：
小国如果能成功对抗大国，其背后一定有其他大国的支持。党项崛起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党项
割据政权经李德明一代的休养生息，已经具备了立国的基础。到了李继迁之孙、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时
，终于打出夏的旗号，独立建国。李元昊的建国措施有：建立完整的政治制度、大力发展经济与文化
教育事业、改革军事制度。这些措施，使西夏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在这期间，李元昊命野
利仁荣发明西夏文字，是西夏文明脱离华夏文明主体独立发展的关键性事件，换句话说，西夏文明自
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如果没有发生女真和蒙古南下入侵的事件，宋、辽
、西夏、大理等会不会像后来的朝鲜与越南那样各自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
题。）李元昊要独立，宋朝是头号敌人，辽朝是二号敌人。李元昊柿子捡软的欺，先拿战争意志薄弱
的宋朝开刀。历经三川口、好水川、麟府丰、定川寨四大战役，除麟府丰一战失利外，其余的西夏都
获得了胜利。然而，伤人者亦自伤，西夏国力不足，就算军事上连连胜利，也不能解决与宋绝交带来
的经济困难，因此李元昊转而求和。宋朝自然求之不得。议和的结果是宋朝事实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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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就整个过程来看，李元昊达到了最初发动战争的目的，宋朝损兵折将也未能压服李元昊，因此
就战争目的看宋朝实际上是失败了。而宋朝在这场战争中暴露出了巨大的问题，这已不仅仅是缺乏战
争意志、缺少战略思维的问题了，而是涉及整个国家运行体制的问题。宋夏战争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
，正是激起庆历革新以至王安石变法的根由。至于夏辽战争，情况则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辽朝军队
的战斗力更强，没让李元昊占到太多便宜罢了。要言之，西夏能够崛起，不是天意，而是人事；不是
必然，而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宋朝缺乏汉唐那种经营边疆的兴趣。尽管宋朝国力
远强于西夏，可是对西夏却不断地绥靖和妥协，终于给了西夏成功立国的可能。2.西夏亡国的原因，
书中有专节讨论，我觉得探讨得还比较靠谱，录之于下：一、西夏社会晚期内部矛盾的激化，为蒙古
灭夏提供了契机。从蒙夏战争爆发至夏国灭亡的二十多年里，西夏先后更换了五位皇帝。（按，安全
阴谋篡位、遵顼宫廷政变、德旺受禅即位、末主非子承袭，都是非正常权力转移，反映出党项统治集
团内部斗争的剧烈程度。统治集团不团结，使蒙古入侵的阻力大大减小。）二、安全、遵顼两代对金
的长期战争，极大地削弱了西夏的国力。三、西夏在受到蒙古大军的第一次打击之前，没有充分的战
争准备，社会承平已久，上层儒风流习，将帅人才匮乏，军队戒备松懈，兵不习战，军事素质下降。
四、大战略上犯下严重错误，错误吸取了金朝南侵时附金攻宋而得到好处的经验，附蒙攻金，不仅失
去了外援和潜在的同盟，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严重消耗了财力、军力，最终饮恨亡国。（按，就是
当了蒙古的打手，结果不仅没得好处，反而受了重伤。夏金战争削弱了双方的实力，让蒙古坐收渔人
之利。战略之蠢，莫过于此。相较后来南宋犯下的类似错误，西夏的战略失误更遭人诟病。因为南宋
与金世仇，在情感的力量面前难以理智，还能为人谅解；而西夏纯粹只是想借蒙古侵金之际捞一把而
已。）五、军事战略上也犯下严重错误，以城为营，分散兵力，闭关自守，不能互救，失去了战争主
动权，给蒙古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按，从历史经验来看，蒙古骑兵善于平地野战，而不擅长攻城，
对付蒙古采取守城战术是正确的，但是不应该消极防守，更不应该每城必守、分散兵力。）3.至于一
般人感兴趣的西夏遗民的去向问题，书中第八章作了专门讨论：西夏亡国以后，其国民惨遭蒙古屠戮
，所剩无几，但还是有少数逃过了这场灭顶之灾。西夏遗民少数留在原地，分别融入汉族、藏族、蒙
古族、回族、维族等民族中；有的移居内地，基本融入汉族；有的逃往青藏高原，来到后藏的昂仁或
者康藏地区，被称之为木雅人，基本融入了藏族中；有的逃往中亚，与当地民族融合。唯一保持相对
独立的族群是逃往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成为藏族的一个独立的支系。（按，唐宋时期的许多少数民族
建立的地区性王朝，在王朝灭亡后其主体民族都消亡了，例如渤海、辽、金、西夏等等均是如此。这
是为什么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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