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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西夏文字的启迪

聂鸿音

经过几代学者一个世纪的研究，当初谜一般的西夏文字已经不再是谜。迄今为止，不但文字的

识读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而且还有一批重要文献得到了公布和翻译，使我们有条件简略地回

顾学界对这种文字的研究过程和已有的成果，站在中国文字史的角度看看西夏文究竟为我们提

供了哪些未曾受到关注的知识。

如果要顺利地解读一种久已失传的古代文字，过去认为必须预先掌握这种文字和其他已知古文

字的对译文献，以及知道这种文字的所属民族和分布地域，以便找出相关的现代语言作为必不

可少的研究参照。人们很难设想有哪一种文字在被错认了所属民族和地域的情况下，也能获得

解读。然而有趣的是，西夏文字的早期研究恰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这种文字最
初竟然是被当作女真文来解读的，而且竟然取得了成功。

北京市北郊的居庸关城内有一座1345年建成的过街塔，塔的券洞内壁用六种文字刻着同样内容
的佛教咒语。这六种文字人们已经认识的有五种，即梵文、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和汉

文。馀下的那种未知的文字长期无人理会，直到1863年，才引起了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的注
意。当时，他在路过居庸关的时候得到了一部分铭文的拓片，随即开始尝试解读。七年之后，

伟烈亚力把成果写成了论文《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考》，文中取那种未知的文字与券洞内壁的

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进行译音对勘，从而正确地认出了七八十个字的读音，并断言那是金

代女真文，由此引起了欧洲东方学界的轰动。

外民族向来被中原知识分子视为“蛮夷”而不受关注，外民族的文字最多只能充作金石家猎奇的
对象，而无人想到深究其原委，这导致居庸关上的西夏文在清光绪年间被轻率地说成了女真

文。大约是考虑到那地方在金代的确处于女真人治下，而西夏全然排除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外

了。事实上，当时能够见到的女真文石刻至少有河南开封的“进士题名碑”，西夏文石刻则有甘
肃武威的“凉州护国寺感通碑”，只要拿这两块不同文种的石刻和居庸关的未知文字比对一下，
任何人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伟烈亚力没有见到那两件石刻的拓片。

伟烈亚力的结论在当时并非无人表示怀疑，但最终彻底纠正这个错误的则是法国学者戴维理

亚，他在1898年发表了论文《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其中明确指出居庸关那种未知的文
字是西夏文而非伟烈亚力所说的女真文，他采用的方法正是与女真“进士题名碑”和西夏“凉州
护国寺感通塔碑”的对比。

自从俄国探险队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特别是在里面发现了西夏文－汉文
对译的杂字体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后，西夏文字的辨识和西夏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大踏步

的进展。到了20世纪末，大多数西夏字的音义和一些最关键的语法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
伟烈亚力的功绩也是不应被忽略的。在今天看来，他不但是西夏文字解读的开创者，更重要的

更
多
资
料
到
官
网
：
ht
tp
:/
/w
ww
.w
ul
ia
oj
z.
co
m

官
方
公
众
号
：
物
料
家
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