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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通志》 

样稿审稿会在宁夏大学召开 

 

2017年 7月 29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通志》（项目编号：15ZDB031）

样稿审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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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浣研究员、段玉泉副研究员、佟

建荣副教授、潘洁副研究员，子课题第二负责人尤桦、高仁以及全体课题组成员

参加了会议。 

项目首席专家杜建录教授介绍了《西夏通志》进展情况，认为目前研究资料

已基本就绪，如史金波的西夏社会文书研究，杜建录等党项西夏地名、人名、族

名、职官索引以及西夏文献文物资料数据库建设，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还有一些没有公布的材料，比如俄罗斯藏的西夏地图、文物资料等将于 8

月 19日赴俄罗斯搜集。 

子课题主持人分别就各志的样稿写作向课题组进行了汇报。 

彭向前研究员汇报了《文献志》样稿，包括每件文献的定名、版式、存佚情

况、出土地点、收藏地点、基本内容和价值，每一类文献前有序言。 

杨浣研究员汇报了《地理志》样稿，以京师界中兴府为例，确定了以《天盛

律令·司序行文门》中天盛年代为标准，理清建制沿革，既注重自然地理，又关

照人文地理。 

潘洁副研究员汇报了的《人物志》样稿，按照时间顺序撰写，人名以《宋史》



为准，增加不同异译的说明，如乙吴麻，清人改译叶乌麻。 

佟建荣副教授汇报了《部族志》样稿，以《宋史》《宋会要》为词目来源，

按照时间顺序撰写，并注意部族的地理分布。 

段玉泉副研究员汇报了《语言志》样稿，以语法中名词的格助词、专有名词

标记、名词后缀为例，主要参考《羌语志》的写作方法。杜建录教授认为语言志

一是要有概况，对语言的特征等进行客观总结；二是广泛吸收目前研究成果，不

是个人学术观点的阐述；三是存有歧义的作注处理。 

尤桦博士汇报了《军事志》样稿，从部落兵制的发展，讨论西夏建国前的部

落首领军事联盟，建国后的兵种、兵员与兵制。课题组认为军事志应避免过多资

料的大段引用。 

高仁博士汇报了《职官志》样稿，主要是按照古代百官志，结合政治制度通

史的写作方法。杜建录教授认为，职官志应该在一个机构下把所有相关职官写清

楚，如中书、枢密，首先要梳理清楚长官、副长官及职能。其次，按照品级写明

下属职能，一直写到案头司吏。最后，适当增加人物案例，如张元曾任中书令等。 

杜建录教授汇报了《经济志》样稿，每个标题下都有一段概述，然后再具体

叙述，行文避免了繁琐的引文，典型的原材料，作为注文处理。 

课题组对行文中公元纪年、西夏、宋、辽、金纪年进行了讨论，最终一致认

为，建国前使用唐宋等朝代纪年，建国后以西夏纪年为准，涉及到夏宋、夏辽、

夏金交涉等，两个王朝的年号都加上。 

    最后，杜建录教授作了总结，指出各子课题进展顺利，都拿出了初稿，好的

开头等于成功了一半，他强调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严格按照编纂体例和大纲撰写，

把这次审稿会发现的问题编辑成册，发给各子课题；二是请各子课题抓紧时间，

10月份再次召开审稿会，邀请国内著名专家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