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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

内容概要

《十二国》原书为西夏文刻本，共三卷，传世本仅存上、中两卷，下卷佚失。原件发现于今中国内蒙
古境内的黑水城，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索罗宁先生在其母校圣彼
得堡大学求学期间，对该书进行翻译、注释，俄文本《十二国》由圣彼得堡东方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
版。《十二国》书名取名源自原西夏文刻本版心所见“十二国”字样，该书内容译自某些汉文典籍，
是一部在中国早期史学传统影响下出现的西夏文训诫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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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索罗宁 译者:粟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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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

书籍目录

汉文本《十二国》的成书时间、原文出处及内容特点
译文
注释
《十二国》中汉文与西夏文人名对照表
西夏文本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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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

编辑推荐

索罗宁所著的《十二国（西夏研究丛书）》译自中原俗史书，原书不是一部纯历史著作，而是在中国
早期史学传统影响下出现的训诫故事集。辑录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前3世纪）的一
些故事，包括发生在晋国、齐国、后齐（田氏）、魏国、鲁国、赵国的史实。叙述史实按地理分布原
则：述及一个国家时分作若干章，却不管时间的先后，材料编排有些混乱。《十二国》中的历史故事
流传至今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演变的最完整作品，它们具有最系统化的形式和口传作品典型的格言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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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索老師的序寫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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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

精彩书评

1、思前想後，也未能給標題起一個直接明瞭的名字。或本文之主題，亦只可意會吧。有同感之人，
或能立即了知題目之深意，若有未明者，或亦可通過閱讀全文知曉我之心得。先簡單說索羅寧老師。
他是俄羅斯人，讀書的時候在聖彼得堡跟克恰諾夫教授學習西夏學，輾轉來到中國，後來又在台灣佛
光大學教書多年。去年秋天來到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所，現在開設西夏文明和西夏語兩門課。索羅寧
這個名字，對圈外人說來可能很陌生。對西夏學有大概了解之人，或許聽過我國幾位西夏學大牛如史
金波、吳天墀等人，但卻也不知索羅寧。然而，如果當真去問問研究西夏學的學者，索羅寧卻必定是
無人不曉。近年來，他發表了多篇有關西夏與漢藏佛教關係的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然而，
今天我不想去談他那些深刻的學術成就，只單談這本「名不見經傳」的小書《十二國》，其目的並不
是要討論學術問題，而是想分享一些個人的體會，以饗有志於學者。去年本科行將畢業之時，與沈衛
榮師討論論文題目。他幾乎不假思索地決定讓我翻譯美國藏學奇人Cyrus Stearns的代表作《Luminous
Lives：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bras Tradition in Tibet》里所錄的藏文傳記《Zhi mo rdo rje
》。我十分詫異，《Zhi mo rdo rje》一文在本書裡已經被Stearns全部譯過一次了，我再去譯，又有何
意義呢？老師答曰：一、人家譯了，你再譯，是讓你用漢文的思維和語言習慣譯藏文，不是叫你譯英
文；二、僅僅譯完不能作數，還要對其後的傳法史、教法體系等等做一定的探討和研究；三、人家譯
了英文，你在翻譯的時候去參考人家的來修正你自己錯誤的地方，何樂而不為？我似懂非懂聽罷，也
就去做了，奈何世間緊迫，只完成了第一部份。老師倒也欣然，沒有強求完成所有。這畢業論文交出
去，我也算畢了業。因此當時覺得雖說是差事一件，倒也值得。然而，有趣的是，自那以後，我的藏
文閱讀熟練程度忽然就上了一個等級，以往覺得讀三句就讀不下去的藏文，硬是可以慢慢通過查詞典
全部讀下來了；以往覺得完全不了解的詞彙與背景知識，也漸漸在我眼前熟悉起來。我於是開始了解
到沈師的用意與論文價值所在。今天，隨著文化復興，國際交流增多，似乎有越來越多的學人願意投
身於西域史語研究的領域，即使是並不從事西域學專業研究的學人，也會主動了解相關知識。就這情
況而言，我當然覺得再好不過，然而，西域學歷史上就素有「絕學」之稱，語言的不通，文化的隔膜
都造成了學界似乎心有餘二力不足的狀況。因此，大量的學人也只能望洋興歎或是止步于漢文的西域
史料研究，這樣一來，仍未可說是對整個西域學的研究有甚大助益。上學期來訪的漢堡大學研究印藏
佛教的Dorji Wangchuk教授時常講：要去研究一個國家、民族、文化，首要的是它們的語言。他還經
常拿自己怎麼也學不會漢語來開玩笑說這輩子也做不了漢學研究啦。雖然此言並不可一概而論，但若
要說深入本質的去了解一個地區的民族文化，不了解語言是絕然不可的。古代中國對西域研究最大的
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對以當地語言所寫就的文本的解讀能力。當然，這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漢中心地位和
少數民族漢化的客觀現實。不過，時至今日，如果還只能以站在漢籍角度上去研究西域的話，那恐怕
中國的學術就只能越來越落後於洋人，在政治上也只能失去更多的話語權。好在80年代以後，一大批
中國青年學者前往海外求學。尤其是在德國，他們學習了歐洲具有優良傳統的語言學（Philology）研
究方法，與國內老一批學者一同開創了這一領域的新局面。我們現在就姑且把這種結合語言、歷史與
文化去研究一個特定時空的學問稱作「歷史語言研究」吧。那麼，迴歸主題，如何趣入一門歷史語言
研究的學問？或說：如何具有研究世界一特定時空語言、歷史文化的能力？剛才所說的我畢業論文的
例子或許已有所啟發，再來說這本《十二國》。《十二國》原是西夏黑水城文獻中的小小的一篇，用
西夏文寫成。即使有其漢文原本，至今也不得見。現在這本書是索羅寧老師的對西夏文的翻譯和研究
。它的中文版若要翻開一看，感覺無非是一本地攤上隨處可見的戲曲小說，甚至連環畫之類的文字罷
了。裡面記載的無非是中原春秋十二國的一些奇聞異事，其史實絕大多數不可考，還摻雜了不少教說
仁義的語言。因此若論作為史料的價值，遠低於《春秋左傳》；若論研究其思想價值，則更不可比《
公羊》、《穀梁》；甚至就說其作為消遣小說的刺激程度，都根本無法和《東周列國志》相提並論。
如是，其價值到底在哪裡？按索老師自己所述撰寫本書的淵源，這本書最初也是作為畢業論文來構想
的。據他說，畢業論文選題之時，「老先生（指克恰諾夫）謂：爾何不作《十二國》之初步研究乎？
其可為爾學西夏語之入門也。此研畢，乃后作佛教之研究，可也。爾先應學其語言文字，以西夏文字
與中文資料核對而讀之，乃為學西夏語之便捷易道，然乎？於是，吾對陌生之西夏文，聽師諄言，對
曰：可。遂入手而習研之。」（《十二國．序言》）克恰諾夫此言，則包含了三個側重點：一、欲習
西夏佛教，須先習其文字；二、欲習其文字，可通過閱讀翻譯西夏文《十二國》入門；三、閱讀時，
採用中文資料對讀。因而對比沈師對我之要求：一、欲習藏傳佛教等等，須先習其藏文；二、欲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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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

文字，可通過閱讀藏文《Zhi mo rdo rje》入門；三、閱讀時，採用英文翻譯對讀。把克恰諾夫的教導
，推及到任一歷史語言研究則均可成立：要研究任一時空深刻的文化，必先習其語言文字；若要習語
言文字，則必從一較簡單的，偏記敘性的文獻開始，精讀并翻譯；在閱讀過程中，最好能使用現有的
相關文本進行「對讀」，增加理解與閱讀效率。因此，《十二國》本身的漢文譯文，讀起來雖並無快
意，但卻可作為有志於西夏學者「對讀」的極好範本。書後附有影印的西夏文《十二國》，再通過查
閱字典的方式逐字釋讀，並於漢文譯文對照，此當為最有效、最便利的方法。又因文本本身是完全基
於古典漢文化背景的，因此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學者來說，也絲毫不會有任何文化背景的障礙。與之
相比，索老師當年在僅有相關漢文資料的情況下，作為一個俄國人來解讀這一文本，卻實為不易，其
篳路藍縷之功，也當為後學所記才是。時至今日，儘管索老師之研究領域已海闊天空，仍不忘說明此
努力之價值：「西夏文《十二國》，為余初解西夏文入門之書也。」（《十二國．序》）上述趣入一
門歷史語言研究的方法於是可大抵以三個關鍵詞概括，即：「語言」、「文本」、「對讀」。其上已
就「語言」、「對讀」詳述，最後試以最近之心得再就「文本」贅言幾句。入門所選之文本，甚為重
要。現今一最大感觸即：文本須堅持閱讀一種，而切忌雜亂。回顧我初學藏文之時，心甚浮躁，只想
速成。於是今日讀讀《布頓教法史》，明日讀讀《土官宗派史》，後日又去讀些雜亂的論說，究竟甚
麼也沒堅持下來，往往是翻上幾頁，一陣頭痛，也就不再繼續。這可說是初學之時的一個大問題。最
後到畢業論文，到底也還是有學位的壓力，不得不忍著將其完成，然而其後效卻是始料未及的。可見
，堅持對同一文本的連貫閱讀是何其重要！一方面它能夠形成一種紀律，約束我們堅持閱讀；另一方
面，也能讓我們逐漸沉浸在那種語言所架構的環境中，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的語言的認知。事實上，
索老師碩士初畢時，只完成了《十二國》之第一卷（此書共三卷，最後一卷至今未曾得見於世）進入
博士班後，又醉心于佛教研究，老先生哈洽諾夫則戒之曰：「《十二國》研究不可棄也，事必有始有
終，務必完成其業。」（《十二國．序》）於是，索老師最終於1994年完成一、二卷的翻譯研究
，1995年俄文版獲出版，才有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本《十二國》。總而言之，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不容
易，基於文本的語文學研究則更是費時費力。學人必有執著之精神，刻苦之行動，必勝之信心，三年
五載，始可有小成。今日之言，多為私意，疏漏難免，惶恐不及，誠能絲毫有益於同輩之學人，則欣
慰甚矣！忘諸位同學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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