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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
史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160多个民族的名称。
现在的56个民族，是由古代众多的民族发展而来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许多少数民族曾建立过政权，
如秦汉之际的匈奴政权，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唐代的渤海、南诏
、吐蕃，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周，以及以后的辽、西夏、金、大理、元、清等等，都是由少数
民族建立的。
这些民族政权中，有的曾统一全国，有的与其他政权并立，有的偏居于边疆。
他们统治的范围或大或小，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有时候相互间还进行争战、兼并，但总体上分裂割
据是暂时的，而发展的趋势和主流是统一。
这些民族政权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各个
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因此，研究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对于全面阐述中国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夏是11～13世纪党项羌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曾先后与宋、辽、金鼎足而立，为时190年（1038
～1227年）。
如果按《宋史》所载“虽未立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党项西夏政权历时长达347年，其最盛时
，疆域包括今宁夏大部和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然而，西夏灭亡后，元朝在为前朝所修的专史中，有宋、辽、金诸史，唯独没有西夏专史。
其中原因是，蒙古灭夏时，将其文书档案全部化为灰烬，致使元人修史时无资料可寻；另一方面是由
于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被封建史学家视为异端而不予列入“正史”之列，从而使其成为“丝绸之路”
上的神秘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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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夏通史》用翔实有力的史实，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全面、系统地向世人展现出绚丽多彩
的西夏政治、经济、文化风貌，有力地肯定了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西夏通史》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而且不失为一部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西夏通史》是国家“九五”重点课题，《西夏通史》的完成使我多年来想看的西夏史，终于看
到了。
通读全书，我深感从前想要说的话书上都已有了，白滨教授没有涉及的地方，李史本人也都写了。
从纵的方面看，关于党项羌的来源，党项族北徒建立割据政权，直到西夏国亡，对西夏历代帝国将相
的丰功佳绩以及他们的内部权力斗争，都写得一清二楚。
关于成吉思汗灭亡西夏后党项民族融合的方向，李范文史经过多年调查研究，提出结论：汉化 、藏化
、蒙化、回化，这正如梁任公所说的民族融合是纵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横的方面看，书中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地理等都作了全面论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导论》部分，除了充分利用了近年来出土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还利用了黑水 城
出土的西夏文献，这是以前的西夏史专家难以想象、望尘莫及的。
据了解参加《西周通史》的撰稿人，懂西夏文的就有五人之多，其中有的撰写者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
。
由这样一批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高水平的《西夏通史》使人欣赏之余，更催人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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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者李范文系宁夏社会科学院教授，参与编纂者也都是国内西夏学、民族学、历史学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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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是党项羌拓跋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1）西夏统治者自认为是元魏鲜卑拓跋氏的后裔，主要是想证明西夏立国
的合法性。
在宋宝元二年（1039年）元昊上宋朝书中说：“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
不可？
”①宋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答元昊书中也说：“⋯⋯大王又以拓跋旧姓之后⋯⋯若大王之国
，有强族称单于，鲜卑之后，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
”②这两段话表明西夏统治者高攀元魏拓跋氏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血统高贵，借此抬高身价而已。
（2）《元和姓纂》一书早已亡佚，现存此书是孙星衍、洪莹从《永乐大典》和其他文献中钩沉补辑
而成，舛误甚多；且“拓跋”之名并非鲜卑族所独有，在唐代初期，今西藏地区就居住着自称“达布
”的民族。
（3）文献称党项为“东北番”、“胡人”，系因党项后迁至今甘肃、宁夏及陕北一带，与西北少数
民族（胡人）杂居数百年之久，深染胡风，况且“番”一名，在唐、宋文献中，不过是内地汉族对西
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有时指党项本身，有时指吐蕃，有时泛指羌。
至于宋琪称“俗谓平夏拓跋，盖蕃姓也”，“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仅是作者用词不相雷
同而有所差异，绝非是将两者视为不同民族的概念。
唐宣宗《洗雪平夏党项德音》开首就说“平夏、南山虽云有异，源流风俗本贯不殊”就是明证。
（4）西夏统治者将自己与其统治的羌人（包括其他党项羌人）对立起来，这并非民族之间的对立和
矛盾，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西夏统治者自称元魏拓跋氏之后，在其颁布的诏书或使用的语言上，将统治区域内包括党项羌在内的
部落，与自认为的“皇族后裔”对立起来，完全是正常的。
（5）《辽史》《金史》中关于西夏源于元魏拓跋氏的记载，是由于辽、金统治者“相信”了西夏统
治者自己的说法。
他们与西夏统治者一样，建立的是以非汉族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
出于同样的心理，他们宁愿相信西夏统治者追溯的祖先，承认这种政权的合法性。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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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元11～13世纪，中国的北方，群雄并立，民族融合。
　　一个神奇的民族——党项人，崛起于中国的西北。
在血与火的争战中生存、发展、进退。
　　公元1038年，一代枭雄李元吴建立了大夏国，史称西夏。
　　西夏立国近200年(1038～1227)，先后与宋、辽、金、蒙抗争、并立。
西夏极盛时疆域达80多万平方公里。
　　党项人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族文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
神秘的西夏文字，寒光闪闪的西夏剑⋯⋯　　公元1227年，西夏国在强悍的蒙古军队的攻击下灭亡。
从此，西夏被历史的烟尘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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