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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通志》 

编写大纲讨论会在宁夏大学召开 

 

2016年 11月 4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通志》（项目编号：15ZDB031）

编写大纲讨论会在宁夏大学怀远校区西夏学研究院成功召开，会议由项目首席专

家杜建录教授主持。子课题负责人彭向前研究员、杨浣副研究员、段玉泉副研究

员、佟建荣副教授、潘洁副研究员以及全体课题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西夏通志》编写体例的基本原则，项目首席专家杜建录教授指

出《通志》在编纂过程中学术语言既要通俗，也要有据可依；可以引文，但切勿

具体论证。课题组对《通志》的引文、注释体例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要遵守学

术规范，避免走弯路，体例上可参考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 

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项目的编写大纲向课题组进行了汇报。 

杜建录研究员从生态环境、户籍人口、游牧狩猎、官营畜牧、农田水利、耕

作技术、作物品种、土地制度、赋税徭役、冶炼铸造、采盐酿酒、造纸印刷、皮

毛加工、棉麻纺织、通货流通、典当借贷、互市贸易、财政收支、交通运输及衣

食居室等方面介绍了《西夏经济志》的编写大纲。 

彭向前研究员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西夏文献志》的编写提纲。一是传统典籍

中的西夏文献，包括了诸如正史、编年、本末、政书、方志、类书、文集、笔记

及小说等汉文史籍和蒙藏回鹘史籍。二是出土西夏文献，包括西夏文文献、西夏

汉文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三类，其中西夏文文献包括了佛教文献、西夏译汉



文典籍、西夏字典、辞书、法典、官府文书、私人文书、医方、卜辞、历书、蒙

书、史书、诗文集、碑文、题记、印章、牌符及钱币等，西夏汉文文献则包括了

佛教文献、流传西夏的汉文典籍、字典、官府文书、私人文书、医方、卜辞、历

书、诗文集、碑文、题记、印章、牌符及钱币等，其他民族文字文献有藏文、回

鹘文及蒙古文等。 

杨浣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西夏地理志》中的历史概说、疆域变迁、山川河

流、道路关隘、政军区划、都城、州县、堡寨、监军司及治所不详无考之地等内

容，然后又对都城以下政区的内容进行了说明，认为其中有建制沿革、部落居民、

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农牧物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自然灾异、遗址遗迹等。 

段玉泉副研究员从类型学、音韵、词汇、词类、形态、句法及文字七个方面

介绍了《西夏语言志》的撰写内容，认为西夏语音韵包括辅音、元音、声调、音

节结构、音韵转换五类，词汇来源有构词、同源词及借词等，词类则包括了名词

组、谓词组及封闭词等。 

佟建荣副教授从西夏部族、宋夏边界部族及夏辽边界部族三个方面谈了《西

夏部族志》的编写大纲，其中西夏部族包括了拓跋、野利、破丑、没藏、米母、

仁多、都啰、山讹、保细、灭臧、吴移、万遇等，宋夏边界部族有乜臼族、万子

族、万山族、万刘族、小胡族、乞平家、藏才族等，夏辽边界部族有上府王乜族、

下府王乜族、女乜族、女女族、女女忙族、三门族等。 

    潘洁副研究员《西夏人物志》主要包括了帝王、后妃、宗室、外戚、诸臣、

僧侣、方技、市井、夏州政权人物、蕃部人物及遗民等。 

    尤桦博士介绍了《西夏军事志》的主要内容，认为可以从兵役制度、军事机

构、兵器战具、用兵方略、指挥通讯、战争战例、军事人物、军事著作、兵要地

理、军事后勤、国家边防、军事法规、军事谋略、军旅文学、军事工程、军事测

绘和军事训练等。 

    高仁博士从中书、枢密、三司、御史、殿前司、正统司、统军司、磨勘司、

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道士功德司及其他中央诸

司，府、郡、州、军、县、寨、堡、经略司、监军司、转运使、刺史及其他地方

诸司，职、官、军、选举、袭官、考课、叙迁、奖惩、俸禄及致仕等官职三个方



面谈了《西夏职官志》编写大纲。 

    课题组经过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西夏文献志》中书籍、文书并存，

内容繁杂，编写过程中要做到化繁为简，既要提供给大家西夏文化的全貌，又要

避免流于汇编形式。《西夏语言志》行文中要注意引文、注释的简化，保证其真

实性、权威性。《西夏地理志》要图文对照，将堡寨设置到监军司里，理清楚其

建置沿革。《西夏军事志》可从兵役、兵种、兵器、兵法、兵书入手，在夏译汉

籍中的军事典籍研究中寻求突破点。《西夏部族志》要涵盖早期党项部落迁移、

前期政权状况，梳理好部落发展演变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