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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初，先后在我国内蒙古的黑水城和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蔚然成为大观。
东西方学者苦心摸索，终于使这种乍看酷似汉字，细看一字不识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得到破译，渐
通其读。
我国学者致力于斯学者首推罗福成、罗福苌兄弟，他们收获颇丰。
可惜罗福苌英年早逝，年仅26岁，使人扼腕叹惜。
罗福成热心此学，为《西夏文专号》慷慨解囊，赞助赐稿；不幸晚年遭遇“十年浩劫”，死于非命，
时年61岁。
　　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于192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
王静如先生刚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便开始了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特别是潜心于灵武出土
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研究，并于193l～1933年陆续出版了《西夏研究》1～3辑。
1936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年，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风阁、聂斯克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死于冤狱，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从此西夏学步人低谷。
　　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将他的论文及西夏文字典手稿影印出版，1962年授予文学
最高奖——列宁奖金，从此西夏学获得新生。
苏联出现了以克恰诺夫为代表的一批西夏学专家。
同时在日本出现了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等专家。
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静如教授也开始招收西夏学硕士研究生。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为了研究西夏学毅然志愿来到西夏发祥地宁夏工作。
　　1985年9月，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的黑伯理同志宴请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她对黑主席自豪
地讲：西夏在你们中国，西夏学在我们日本。
　　1996年5月，李范文应邀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时，将其专著《同音研究》和
《宋代西北方音》赠给有关专家、学者。
不久，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高田时雄教授来信称：“20世纪60年代，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日本。
80年代以后，西夏学由日本转回中国，你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　　现在我们有一批像李范文先生那样不为名利，甘心寂寞的学者。
如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韩荫晟先生，他比李范文迟来宁夏一年，
亦数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终于整理出五百余万字的《党项西夏资料汇编》。
为撰写《西夏通史》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均设有专门研究西夏学的学术机构，有
的还有招收西夏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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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夏研究(第7辑)》对西夏国来说，设定西部语为书面语和表记西夏语的文字俆是同等重要的事
业。
这两者之间虽然密切关联，但实际中这应该是以两个标准来把握的事情。
当然中通过西夏文字的是不能了解当时的西夏语的，至少应该区别对这两个事业的成果。
本辑收录了日本著名西夏学、语言学专家西田龙雄教授代表作：《西夏语研究——西夏语的构拟与西
夏文字的解读》。
这部专著是西田教授1964－1966年完成的，此著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受
到西夏学研究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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