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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艺术馆。翻开中华民族的宏伟史册，其中记载着一个消逝

于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大夏国，史称西夏。从11世纪

到13世纪，它征战南北，与宋、辽、金反复较量，分庭鼎立

达190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善于征战的党项民族在融合

了多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在中华大地

上独树一帜、独放异彩。随着一场空前浩劫，西夏文明消失

在人类历史的滔滔长河中，只有这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

西夏王陵仍然显示出西夏人顶天立地，永不屈服的顽强个性

。 西夏王朝的建立、繁盛、以至消亡的漫长历史充满了神秘

的色彩，西夏艺术馆将通过18个场景、160 个人物雕像直观地

将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文明展现给大家，希望能解开大家心

中的千古之谜。好，请随我进入展厅。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

人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自古就生息在高山耸立、白雪皑

皑的青藏高原上。他们世代从事狩猎、畜牧，过着逐水草而

居的原始游猎生活。唐朝初年，西藏强盛的吐蕃王朝开始了

不断向外的军事扩张，党项各部受到严重的侵袭威逼和不断

掳掠。党项人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厄运，被迫背井离乡、开始

了向内地长达百年和迂回近万公里的举族迁徒，最终定居在

今天陕西米脂、横山一带休养生息。后乘唐末、五代割据藩

镇角逐争雄、互相征战的混乱时机，党项族中的拓跋氏日益

强大，逐渐成为在陕北地区雄踞一方的割据政权，党项族的

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位在城墙上意气风发、指点江山



的英雄男儿就是西夏王国的奠基者──李继迁，他智勇双全

，在党项各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继迁幼年即以聪颖机智

和娴熟精湛的弓马技艺名闻乡里，有一次他率领10余名侍卫

外出打猎，路上突然遇到一只斑斓大虎迎面扑来，继迁不慌

不忙，命令侍卫躲入树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一箭射中

虎眼，猛虎立即倒地毙命，当时他年仅11岁，这件事为本族

传颂，名噪一时。北宋初年，宋太宗强迫党项族献出了世代

聚居的五州之地，引起李继迁的不满，其时年仅17岁的李继

迁率领不愿归附的部落人马奔往今天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

旗的地斤泽，联络党项其他部落，建立武装，起兵反宋。但

因力量薄弱，与宋朝交战总是败多胜少。多次的失败，使李

继迁认识到自己兵力单薄，仅凭自己无法光复旧业。他审时

度势，接受了汉人谋士张浦的建议，采取了联辽抗宋的策略

，向辽称臣。辽朝也想借助李继迁的力量牵制宋朝，就对他

加以援助和利用，先将宗室之女义成公主许嫁，并赠送3000

匹战马扩大他的实力，不久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促使他更

大规模的向宋进攻。李继迁依靠辽的支持，充分发挥他的卓

越军事才能，不仅屡败宋军，使五州之地重归李氏、完成了

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而且集结重兵一举攻陷了西北边

疆的军事重镇──灵州城，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市，并将

灵州改为西平府，定都于此。1004年，李继迁在行军途中遭

吐蕃大首领潘罗支突然袭击，身中流箭，伤重而死，这位一

生戎马征战、彪悍勇武的盖世英雄终年42岁，临死传位长子

李德明继承其未竟事业。李德明，自幼生长于军营，一直追

随父亲东征西讨、战功卓著，继位伊始，便派兵攻杀潘罗支

，报了杀父之仇。为保住父亲十多年来历经艰辛得到的血本



之地，李德明卧薪尝胆，采取了“倚辽和宋”这种灵活机动

的对外策略。表面上臣服于宋王朝，又接受了辽国的册封。

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左右讨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在

其近30年的统治期中，境内出现了少有的安定时期，党项经

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

遗憾的是就在李德明大业将成，即将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

却于公元1032年突然病死于兴州，终年51岁。李德明虽然还

没来得及黄袍加身，但确为儿子李元昊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

基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定都怀远镇、重修兴州府是其重

大功绩之一。 怀远镇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处

于当时西北地区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土地

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饶，加之东有黄河之险、西有贺兰

山之固，而且唐徕渠绕城而过，易守难攻。公元1017年6月， 

在怀远镇北面的贺兰山出现了一条银龙在盘旋飞舞，大家都

认为这是预示祥瑞的吉兆，有着战略眼光的李德明便以这个

美丽的传说为由将都城迁至怀远镇，以“兴起”之意改名为

兴州，作为自己的新都，并以唐代长安和北宋东京的布局为

蓝本，扩建宫城、营造殿宇，经过10余年建设，使该城从一

个规模很小、发展落后的边塞小镇成为西北边陲一座宫殿恢

弘、寺观众多、商人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热闹的大都市，

最终成为地位显赫的西夏都城。 西夏统治者为显示出皇帝“

至高无上”的威严气势，当年不仅仿照中原王朝在都城建起

了金碧辉煌的玉宇琼楼、离宫别馆，还选定了生前游猎宴乐

、会盟议事的皇家林苑所在地──贺兰山为其历代君王夜台

长眠、归宿安息之地，动用大量人力、财力，效法唐、宋两

朝陵墓制度为自己在这里修造了气势宏大的皇家陵园，在50



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留下了数百座大大小小的“东方金字塔”

，成为西夏王朝的象征。 这位长相俊美、英姿勃发的少年英

雄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传说元昊 的 母 亲卫慕氏随丈夫

李德明到贺兰山游玩，夜里梦见白龙绕体、太阳投入怀中，

随后怀孕 ，12个月后元 昊出生。元昊自幼熟读兵书，骁勇善

战，征战沙场，战功赫赫，深受党项人的爱戴。当时宋朝边

帅曹玮早想一睹元昊的风采，但总不能见到，后派擅长绘画

的人暗中偷画了元昊的面貌，曹玮一看画像不由的失声惊叹

：“果真是英雄的相貌！”李元昊自小胸怀大志，对于先辈

称臣于宋十分不满，继位后，他雄心勃勃地厉行改革，废除

唐，宋的赐姓，实行变发式、设兵防、定服饰、造文字、简

礼仪、立官制、兴学校等一系列措施， 积极为建立西夏王朝

做准备。在李元昊建国前推行的所有措施中，他主持创制并

以法律形式推行的西夏文字，至今对中国历史文化进程都是

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吾邦亦有圣贤师，伟大名师数野利”

。西夏诗歌中的圣贤师就是我们面前这位正伏案写书的党项

官员──野利仁荣。野利任荣是党项族中的著名学者，学识

渊博，对党项和汉族文化非常精通，是西夏王朝建立初期各

种方略大计、典章制度的参与者和谋划者，被元昊视为知己

，封为谟宁令，也就是天大王。野利任荣在元昊的大力支持

下，独居高楼之上，废寝忘食、专心研修，终于在西夏建国

前2年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西夏文。野利任荣创制出

西夏文字后，元昊下令遵为“国字”，规定上至佛经诏令，

下到民间书信，一律都用新制西夏文书写。为了推广这种文

字，野利任荣不辞辛劳，亲自到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他们

使用西夏文字记事。由于元昊的大力提倡和推行，西夏字广



泛使用并迅速流行。野利任荣去世后，李元昊悲痛至极，三

次前去祭奠，并给予厚葬，赠封为富平侯。在特别重视文治

的西夏第五代仁孝皇帝时，又因造字有功，被追封为广惠王

。 经过6年的充分准备，羽翼丰满、实力雄厚的李元昊于1038

年10月在兴庆府筑坛受册、建国称帝，国号大夏，从此开创

了西夏190年争霸天下的宏伟帝业。元昊称帝的第2年正月，

向宋朝进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夏国，册封帝号。宋朝对元

昊称帝十分不满，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停止贸易往来，并在

边境重金悬赏捕杀元昊。元昊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威，逼迫宋

朝承认夏国，亲自率领着无坚不摧的大夏铁骑，连续对宋朝

发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数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宋

军损失惨重，其中最有名的则是1041年的好水川之战，它是

我国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至今为军事学家津津乐道。 1041

年，元昊领兵进攻渭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平凉市，和宋军主

力相遇。元昊略作抵抗便丢弃战马、骆驼和辎重败逃，诱敌

追赶。宋将任福不知是计，率兵全力追击到六盘山下的好水

川。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县城北十五里，两边山谷环抱，

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正是兵家设伏的理想场所。这时元

昊率领10万精兵埋伏在川口，并令人将数百只鸽子分装在一

些泥银盒中，摆在道路两旁。宋军发现道边密封的泥盒，里

面发出奇怪的响动声，感到十分疑惑，随即好奇地将盒子打

开，带哨的鸽子从中腾起、直飞谷顶，盘旋在宋军的上空，

这正是宋军进入埋伏圈的信号。严阵以待的夏军见鸽子飞起

，伏兵四起，根据鸽子在天上盘旋的位置将宋军团团包围，

前后夹击。宋军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早已是人困马乏，突

遭袭击更是不知所措， 在以逸待劳、准备充足的西夏铁骑面



前毫无还手之力。 战斗从早晨进行到傍晚，宋军死伤惨重，

任福等15名大将和士兵1万余人阵亡，受伤、溃散的更是不计

其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代文杰范

仲淹因指挥这一战役被贬官降职。经过几次大战，宋朝屡战

屡败、损兵折将，西夏虽是兵强将勇国内却也田地荒芜、百

姓怨苦，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此后，宋、夏之间和平相处十

余年。 西夏建国以前，一直与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辽国兴

宗皇帝还将姐姐兴平公主嫁给元昊，但辽并不希望西夏过于

强大，常常遏制西夏的开疆拓土，使夏、辽两国之间的裂痕

愈来愈大。宋夏之战后，辽国终因边境地区的党项部落归属

问题向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公元1044年，辽兴宗亲率

大军16万西征，兵分3路，长驱直入，连获胜利。元昊见辽军

来势凶猛，采取了“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战术，令西夏

军队向后撤退，每次撤退就放火把沿途所有的粮草和居所烧

的一干二净，使辽军所到之处兵马无食。当辽军草尽粮绝、

人乏马饥、不堪战斗时，元昊突然发起猛攻，把辽军打得大

败，俘获驸马等辽国贵族大臣几十人，辽兴宗本人只与几个

随从勉强逃脱，差点成为这位姐夫的阶下囚。元昊在胜利后

，不失时机地主动派遣使者同辽朝讲和，并且将俘虏归还。

辽军伤亡惨重，已无力再战，只得与西夏讲和。至此，拥有

雄兵50万又具有“万里之国”疆域的西夏，已成为西北地区

敢与宋、辽抗衡，使之不敢小觑的军事强国，最终形成宋、

辽、西夏三国鼎立的局势，又在华夏大地重演了一出“三国

演义”，被人形容是“三分天下居其一、雄居西北两百年”

。 边疆战事结束了，天下太平了，昔日雄才大略的元昊开始

陶醉于自己赫赫战功，整天不理朝政，在贺兰山大兴土木、



营建行宫，与诸妃吃喝玩乐、纵情声色。他先与国相没藏讹

庞的妹妹没藏氏私通，生子谅祚。后给儿子宁令哥娶妻，又

眷恋儿媳没移氏美艳，竟占为己有，并立为“新皇后”。被

废的皇后野利氏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皇太子宁令哥更

是羞愧难当、怒火满腔。这一切给早已觊觎皇权的野心家没

藏讹庞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他趁机利用宁令哥母子对元昊的

愤怒，唆使宁令哥去刺杀元昊，进行宫廷政变，以报废母夺

妻之仇，并承诺“杀掉你的父亲，我们拥戴你做大夏皇帝”

。 年青气盛的太子经不住没藏讹庞的挑唆，终于作出了令亲

者痛、仇者快的举动。1048年正月15日，正值元宵佳节，宁

令哥乘元昊酒醉，手提钢刀偷偷闯进元昊的卧室，不料，他

与元昊突然相撞，慌乱之中一刀砍去，削掉了元昊的鼻子。

宁令哥仓皇逃脱，自投罗网躲进没藏讹庞家中藏身。没藏讹

宠见挑起元昊父子自相残杀、从中渔利的目的达到了，以弑

君之罪将宁令哥和他的母亲野利氏一起处死。第二天，元昊

因流血过多而死，党项族的一代英主，空负一身雄才大略的

开国皇帝就这样中道而殂了，年仅46岁，仅仅才做了10年皇

帝。元昊临终前命令其族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但此时没藏

讹庞已经控制了朝政大局，朝臣们慑于他的权势，只得将未

满周岁的襁褓婴儿谅祚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西夏开国

后的第2代皇帝。其生母没藏氏尊为皇太后，讹庞以国相总揽

朝政，自此，西夏一切军国大事交由他全权处理，没藏讹庞

就此专权达14年之久。 谅祚1岁登基，笃信佛教的没藏太后为

保佑儿子龙运久长、福寿无疆，西夏江山永延坚固、万代相

传，于公元1050年征调了数万兵民大兴土木，用了5年零7个

月的时间在兴庆府建造了规模浩大的承天寺院和耸立云端的



承天寺塔，同时还将西域僧人进献的佛门至宝舍利子以金棺

银椁安放于寺塔之下。承天寺建成后，没藏太后专门千里迢

迢邀请了回鹘高僧来寺庙登座讲经、宣扬佛法，还经常带着

皇帝亲临寺院即席聆听。当时的承天寺香火鼎盛、众僧云集

，善男信女更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是西夏著名的佛教圣

地之一。 谅祚因为年幼，即位后一直由没藏讹庞代掌国政。

没藏太后死后，讹庞为了控制谅祚，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年

仅9岁的谅祚，以国舅、国丈、国相的身份继续独揽朝政、为

所欲为，朝廷大臣对其稍有不满，便被撤职罢官。甚至出行

所乘坐的仪仗銮驾也跟皇帝一样，俨然是帝王的派头，谅祚

和群臣都敢怒而不敢言。已长大了的谅祚对讹庞独霸朝政、

专横跋扈十分不满，暗地寻找时机想除去讹庞。野心膨胀的

讹庞早已不甘屈居人下，同儿子订下暗计，密谋刺杀谅祚取

而代之。谅祚得知后立刻先下手为强，擒杀讹庞父子，继而

族灭没藏氏，曾经显赫一时、气焰熏天的没藏家族就此灰飞

烟灭。12岁的少年皇帝亲掌国政后，对西夏的政治、军事进

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而且对以后各

朝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惜这位在西夏历史上比较有作为

的皇帝亲政没几年就病死了，死的时候只有21岁。 西夏的历

代统治者都大力提倡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在发展教育、提

倡“文治”方面最突出的是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仁孝是西

夏在位最长的皇帝，他酷爱汉文化，在位54年，十分重视以

儒家学说培养人才，经常到学校亲自授课、调教训导。在他

执政时期，使西夏的儒学教育达到一个空前昌盛的时期，出

现了儒士云集、文人荟萃的局面。但是，党项族人的风俗习

惯是喜欢征战、崇尚强悍，视战死沙场为荣、老死家中为耻



，这种重文轻武、推行儒学的立国方针使尚武强悍的党项民

族变的愈来愈文弱，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在当时以武立国的

时代，为国家造成了逐步走向衰落的恶果，仁孝死后仅仅35

年西夏就被蒙古所灭。 远在西夏建国前，佛教便在党项中传

播， 西夏的历代君主都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不仅带头信仰

、到处修建寺庙，还将佛教定为国教、要求官员拜佛、百姓

皈依，在其境内僧人众多，塔寺林立，赎经、译经、施经等

佛事活动空前兴盛。值得称道的是，举世闻名的汉文《大藏

经》先后经历了许多朝代，花费了近1000年的时间，共译

出6000多卷，成为佛教史上的盛事。而西夏文创制不久，即

开始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仅用了53年的时间，就译

成3579卷佛经，平均每年译出近70卷佛经，就其译经速度这

在我国译经史上乃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这

部《西夏文大藏经》，比藏、满、蒙、傣几种文字大藏经的

形成都要早2个多世纪，是我国最早翻译并印刷发行的少数民

族文字的大藏经。但不管西夏帝王如何虔诚向佛、顶礼膜拜

，普渡众生的菩萨最终也未能挽救西夏亡国灭种之灾。 提起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崛起大漠

，带领锐不可挡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威震

四方，然而在西夏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拼死抵抗，蒙古军队

一次次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都未能征服西夏。1227年，64

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为完成一统中原的宏图大业，亲率强兵劲

旅发动了对西夏的最后征讨。蒙古大军越过沙漠、渡过黄河

，势如破竹，直驰贺兰山下，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经过半

年的无数次血战， 中兴府粮尽援绝，又发生了强烈地震，房

屋倒塌、瘟疫流行，军民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已无力抵抗



。末主走头无路，只得向成吉思汗请求宽限一个月献城投降

。此时，成吉思汗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为防夏主生变，

病中立下遗嘱：死后暂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

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统统杀掉。不久，成吉思汗终因积劳成

疾，病故于宁夏六盘山行宫，这位戎马一生灭40国的草原英

雄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有亲眼看到西夏的亡国。在

末主率领大臣、带着贡物前来投降时，蒙古将士遵照成吉思

汗的遗嘱，将他杀死，这个在位仅1年的末代皇帝成了西夏王

国的殉葬品。随后蒙古军队一举荡平中兴府，四处抢掠、大

肆屠杀，中兴府被踏为一片废墟。经历189年，曾在中国历史

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宣告灭亡了，就连党项族也在历史的

长河中悄然隐去，被认为斩尽杀绝了。由于西夏典籍、文书

付之一炬，文物、古迹毁坏殆尽，为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难

解之谜，西夏便成为“丝绸之路上消失的神秘王国”，时至

今日，唯有屹立于贺兰山下的一座座陵墓，还能使我们想见

西夏王国昔日挥戈雪山、弯弓瀚海，坐镇万里疆土的辉煌盛

景。 西夏艺术馆的内容已经为大家讲解完了，欢迎大家再次

光临西夏艺术馆，谢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