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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
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先秦时期见诸史料的“五方之民”——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
华夏，以多民族（ethnos）、多信仰、多文化、多语言、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围绕着古代中国
的中原文化圈展开了持续不懈的交流互动。
人类社会古老文明的诸多创造发明，在活跃于这片广袤大地上的文化多样性群体中展现了交相辉映的
历史进程。
其中多种文字的创制即是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岩画遗迹中，象形和抽象的符号，展示了古代先民创制文字的传统意愿。
这种意愿，在展现中国史前彩陶文化辉煌成就的柳湾遗址中得到集中体现。
在青海西宁市附近的柳湾原始社会墓葬遗址中，出土了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到齐家文化
、辛店文化类型的数万件精美彩陶器皿，其中在数以千计的陶器上发现了319种符号。
对略有汉字识读能力的人来说，似乎都可以从这些符号中直观或猜测出一些自以为是的“文字”。
虽然这些可上溯五千年的符号还不能构成对甲骨文的挑战，但是中国古代先民创制文字的古老传统值
得学术界重视。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因此也是一个古文字资源丰富的国度。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五方之民”在交流互动中创造了多种文字，并留下了丰厚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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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辽金元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社会交流互动的又一次高潮，也是诸多古文字创制和以这
些文字记录历史文献最丰富的时期，堪称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多文字时代。
在这一时期，著名的黑水城文献可谓西夏和蒙元时期现存最大的文献宝库。
随着这些文献的不断刊布，各国的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信息的
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中古时代汉藏和阿尔泰诸民族文化交融的多样性历史图景。
同时，随着黑水城及中国北方地区契丹，西夏、女真、蒙元历史文献和文物的新发现、新线索，学术
界在不断深化着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其中的一些见解对扩展学术视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述，即是反映中外学者近年来交流合作最新学术成果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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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夏译本佛经的契丹起源只是一个假说，但人们仍能判定慧忠语录北方版本的存在，这和现存的
汉文佛经主要起源于南方的说法有所不同。
慧忠的教义在辽可以盛行的另一方面考虑是慧忠的华严倾向，这与佛教在辽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相符合
的。
这种见解是合乎情理的，考虑到慧忠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的，他在国都撰写了此西夏译本
的原文，这应发生在763年代宗将他调派至光宅寺之后。
因此可以推断慧忠语录的某种辑本可能在晚唐五代时期的中国北部盛行，然后传入契丹以及后来的西
夏。
　　西夏文本包含序言、开篇的偈文、慧忠与众弟子（俗世的和僧院的）间的25次会面。
序言具有7-8世纪长安禅宗的典型特征：许多道教典故，“道”和众生之心的识别，以及用空间来暗喻
“心”的体现，这个比喻在禅宗的早期和中期很流行。
把众生之心看作为道的思想似乎在慧忠的汉文本中很好地得到了证实，这种思想超越了关于迹象的理
解，因此叫做“独尊”。
　　慧忠与弟子们的会面实际关注的是些未料想的内容：物质与本性的关系，戒行间的关联，注意力
与智慧，成佛，身体修行的无功以及高无上“无心”之实现，等等。
慧忠的部分原始教义在《大本》的基础上可以重构如下。
　　道之实现是所有修行的最高目标。
这种方式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也不能通过迹象来解释，它本身是唯一值得崇敬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众
生之心。
心的唯一比喻是“虚空”诸类。
它的性体是能够照和看的，但它保持平静，而且通过观看，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辨别开来）。
这种和佛相同的方式，只能通过遵守戒行的修行，注意力与智慧的统一来实现。
原始的照是本性，因而在照的过程中没有障碍，它能穿透任何地方，就像光能穿过透明玻璃一样。
④这就是说分别意识并不影响物质本身。
众生都具有四性（生、住、异、灭），这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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