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 
 

保存我国优秀古代典籍，培育中华文化的传人，使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发挥继续教育和社会教

育的功能，是国家图书馆神圣而重要的使命。早在国家图书馆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时代，我馆就致力于

大众教育与服务，曾在近二十个地点广设借阅处，为最多数的民众提供学习的渠道和机会；而全球信息

化时代的来临，更促使我们加快知识有效传播、积累和评论的进程。为此，我馆善本特藏部暨经典文化

推广中心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全国高校古委会的积极支持下，举办“中国典籍与文化”星期日系列讲座。

本讲座利用我馆善本特藏部与学术界的广泛联系，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莅馆开讲，深入浅出地讲授

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与此相配合，我馆经典文化推广中心将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努力拓展宣传渠道，

开发相关文化产品，树立精良的文化品牌。 

目前，“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两讲，分别为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李福清主讲《李福

清汉学研究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金波主讲《西夏文献探秘》，生动的讲演，精彩的展品，

使听众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希望大家密切关注， 并随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88545593 萨仁高娃 

 

 

汉学研究五十年 
    李福清（R.RIFTIN）先生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他的讲座回顾并总

结了自己五十年来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之路。 

李福清先生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期间就对中国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与其他西方汉学家不

同的是，李福清先生对于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远赴甘肃、陕西的民间采风

来自于俄罗斯乡间的中国移民，从操着山西地方口音的艺人讲唱中，李福清先生领略到了中国民间文学

的伟大魅力。在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生涯中，他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特征、文学手法、叙事结构及

其与其它民间文学形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后与蒙古学者及说唱

艺人合作，比较研究蒙古民间说唱艺术和中国民间文学的关系。近年又与台湾研究机构合作，整理、研

究了台湾土著居民的语言资料和民间传说，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李福清先生多年来辗转俄国和欧洲各图书馆，寻找稀见中国善本古籍，他发现的列藏本《石头记》、

清刻《聊斋志异图》、清嘉庆间刻《红楼梦图》等都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 



近年，他又转而研究海外收藏的中国年画，发掘其中的中国民间故事素材。李福清先生的多种著作

已翻译成中文，如《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尹锡康、田大畏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海

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汉文古小说论衡》（陈周昌译，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2 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

他还编选了《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1990 年，佟景韩译，人民美术出版

社）。 

 

 

西夏文献探秘 
为迎接世界印刷大会，国家图书馆经典文化推广中心特邀请西夏文献专家史金波先生做专题报告，

并展示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珍品。 

史金波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顾问、博士生导师。

参加《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工作，担任主编。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物》

（合作）、《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等 15 种，论文 120 余篇。 

西夏是十一世纪初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

主体民族是党项羌。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赵元昊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辖今宁

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地区。西夏共历十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先后与宋辽、

宋金鼎立，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 

西夏王朝文化发达，立国前夕创立自己的文字，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西夏注重自己的传统民族文

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族和藏族文化。境内汉文、西夏文、藏文并行。西夏统治

者既提倡儒学，又弘扬佛教。独具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是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灿烂辉煌的一章。 

公元 1127 年，西夏陷落于蒙古的铁骑之下，为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进行了血腥的屠

杀，大批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毁损。元、明时期，党项羌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而消亡，西夏文也因不再

使用，而成为死文字。 

十九世纪初，中国学者张澍首先在武威清应寺发现西夏文、汉文合壁的凉州感通塔碑，拉开了西夏

学研究的序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列强环视，当时的一些外国 “探险家”、

“考察队”、“探险队”纷至沓来，中国大批珍贵文物文献相继流失海外，保存西夏文明的黑水城也未能

幸免。 

黑水城是西夏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十四世纪因黑水河改道北流，黑水城被沙漠吞噬，成为无人居

住的死城。早在十九世纪，有着神秘传说的黑水城即引起外国探险家的注视。1909 年俄国的科兹洛夫探



险队在一座佛塔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物、文献，捆载而归，文献资料存放在当时的圣彼得堡亚洲民族

博物馆，即今天的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文物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914 年，英国

探险家斯坦因步科兹洛夫的后尘，在黑水城收获不少，所掠文献现收藏在大英图书馆。1927 年，瑞典著

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途径此地时，黄文弼发掘出一批文书。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多次考察，发掘出不少文物、文献。 

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汉文次之，不足百分之十，也有零星的藏

文、蒙古文、回鹘文文献。西夏文文献就其内容可分为五类： 

    （一）语言文字类：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西夏文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

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对研究

西夏文无疑是至为珍贵的资料。 

     （二）历史法律类：西夏王朝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然而汉文史料失于记载，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却

保存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最为著名的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原为 20 卷，今存 19 卷，1300

多页，是我国古代继印行《宋刑统》后又一部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

行的法典。它吸收了唐、宋律的精华，并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形成自己的特点，非常接近现代法

律条文形式。 

（三）文学类：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的写本和刻本，保存数十首诗

歌，反映西夏诗歌的艺术成就。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保存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醇

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羌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 

（四）古籍译文类：西夏统治者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

《孙子兵法》、《孝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特别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类书《类林》，失传已久，敦煌文献

中只存零篇断简，而西夏文刻本则保存完整，通过翻译整理补充，能使这一失传千载的古籍重现原貌。 

（五）佛教经典类：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法，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译、抄

刻佛经。这些佛教经典有的译自汉文大藏经，有的译自藏文大藏经，也有自己编撰的文献，是研究西夏

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西夏王朝重视刻印事业，政府机构专门设置刻字司，黑水城文献中即有刻字司的作品。西夏文佛经

前的版画，刀法娴熟，印制精美，场面恢弘，风格独特。西夏文文献版式多种多样，规格不一，大的盈

尺，小的仅寸余。其装帧方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从中可以揭示中国书籍装

帧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