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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藏西夏文古籍回顾 

全桂花 

2015 年 5月, 国家图书馆从宁夏私人手中购藏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古籍文

献，包括西夏文纸本文献 18 包，其中 8 册较为完整，其余残片亦有数百叶，另

有 37 个“擦擦”，以及五佛冠等装饰物 6件。这是近些年来发现的数量最大、内

容最丰富、版本与装帧类型最多的西夏文古籍文献。 

这批七八百年前的西夏文古籍包含西夏和元朝两个时期，有很多刻本，也有

不少写本，分卷轴装、经折装、包背装、缝缋装等多种装帧形式，内容涉及宗教、

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为国内西夏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西夏王朝历史资料稀缺。这批新的西夏文资料的入藏，丰富了西夏的历史文化遗

产，有助于对西夏的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研究员对这批文献

进行了鉴定和初步分析，确定该批文

献均系真品，有很多珍稀善本，具有

重要的文献及文物价值。其中，就保

存较为完整的抄本《碎金》而言，国

内罕见，仅有敦煌研究院藏有 20 世

纪 90 年代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 28 纸残叶；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则属国内

首见。值得一提的是，1909 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经发现两种《碎

金》抄本和一种《新集锦合辞》，可惜均被俄国探险队劫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

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因此，此次入藏的《碎金》与《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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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合辞》，填补了国内的典藏空白。另有写本《三才杂字》，亦十分珍贵。此次入

藏品中有很多西夏文佛经，品类很多，也十分珍贵。有汉传佛教经典，也有藏传

佛教经典。其中有的佛经发愿文涉及西夏的帝师、国师以及元代初期印刷西夏文、

藏文、汉文三千部佛经事,至关重要。 

另外，西夏文字的解读经过了艰难的历程，半个多世纪，发现并利用西夏文

-汉文双解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翻译和研究解释西夏文形、音、义的

《文海宝韵》，使西夏文的释读取得重大进展。我馆入藏这批珍贵文献，将为填

补国内西夏学研究的空白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 

国家图书馆历来

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

字古籍的搜集、保护

与研究，对西夏文古

籍文献的保护与整理

工作起步更早。早在 早年入藏西夏文献 

1929 年，本馆即以重金购入一批西夏文古籍文献，由此一举成为国内收藏西夏

文古籍最多的公藏单位。百年后的今天，国家图书馆再次高瞻远瞩，不惜重金购

藏这批西夏文古籍，给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西夏文古籍

藏品数量和品类都有了很大提升。这不仅体现了国图人不遗余力的搜采精神与孜

孜以求的守护精神,更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新的贡献。  

亟待修复的西夏文献 

然而，这批新入藏的西夏文献在

我们眼前呈现的是，大部分纸张严重

糟朽、絮化、粘连、原装帧结构破损；

表面有大量尘土、污迹等；多数文献

机械强度很低，无法展阅，存在进一

步恶化的隐患，亟待抢救性修复保 

护。只有完整地修复，方可为学界提供服务，能够实现数字化及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