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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区文物普查之后，才见到有关山嘴沟石窟的记录。
之后，也有不少区内的文物工作者到这里调查，但山嘴沟石窟和壁画始终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山嘴沟西夏石窟（套装上下册）》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即第一
章至第五章）是考古调查和清理发掘部分。
主要是按照洞窟编号，分别从洞窟形制、窟内堆积、壁画和出土遗物等几个方面进行叙述。
在出土遗物中，西夏文佛教文献占绝大多数。
后半部分，即结语部分主要是确定山嘴沟石窟和出土遗物的时代以及对部分出土文献的初步认识。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山嘴沟西夏石窟（套装上下册）》在附录中还收录了谢继胜从图像
学方面，对山嘴沟石窟壁画风格和部分图像源流进行的细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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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工作经过一调查测绘经过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区文物普查之后，才见到有关山嘴沟石窟的记录
。
之后，也有不少区内的文物工作者到这里调查，但山嘴沟石窟和壁画始终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2002年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谢继胜共同展开对山嘴沟
石窟的调查工作。
参加这一次调查工作的有杜玉冰、谢继胜、廖呖、朱存世和孙昌盛。
相关人员在山嘴沟石窟工作了两天，除了拍摄照片外，还采集了一些擦擦和小泥佛像。
200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了贺兰山东麓西夏佛教寺庙遗址调查项目并获得了批
准。
山嘴沟石窟调查测绘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
野外调查测绘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05年8月底至10月初，主要是绘制山嘴沟石窟上层4孔石窟的平、剖面图，同时进行窟内壁
画的编号、测量、绘制线图及拍摄照片等工作。
工作首先在2号窟展开。
由于有的壁画很高，描绘壁画需要架梯子。
平整地表时，在土中发现了一些西夏文佛经残页。
为保证纸质遗物的安全，在测绘石窟壁画的同时，对石窟及窟前地面.堆积进行了清理，发现了一批珍
贵文献。
此次调查工作由孙昌盛负责，参加人员有边东冬、乔国平、王仁芳、王银、谢继胜。
调查并未涉及下层2孔石窟。
一是因为这2孔石窟开凿在断崖上，很难到达。
二是这2孔石窟窟顶的岩石结构松散，多已风化，成块剥落。
出于安全考虑，只是做了编号。
不过，从对面山坡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2孔石窟中皆堆积着很厚的浮土和窟顶塌落的石块，窟壁
没有涂抹黄泥或白灰泥，窟前均有石砌护壁，说明也曾被利用过，或许是当时僧人生活的地方。
第二阶段在2006年7月，主要是测绘山嘴沟石窟地形和石窟位置。
参加工作的有孙昌盛、边东冬、童文成、雷昊明、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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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山嘴沟石窟的调查、发掘和报告的编写由孙昌盛主持。
本报告的编写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及英文提要由孙昌盛执笔；第二章由
孙昌盛、乔国平执笔；第四章由孙昌盛、边东冬执笔；蒙首都师范大学谢继胜教授慨允将（（山嘴沟
石窟壁画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收入本报告附录，为本书增色。
山嘴沟石窟的调查和发掘曾得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贺兰山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韩小忙在本报告的编写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建议。
王银、王仁芳在调查、发掘工作中付出不少努力。
高文霞、沙妍利用业余时间为本报告的整理做了大量工作。
谨此一并致谢！
山嘴沟石窟出土文献中绝大部分为西夏文佛经。
研究《大藏经》的学者认为，翻译被中国人视为“天语”的梵文佛经并不是印度佛教典籍的简单译介
，而是印度佛教学术借助于中国当时、当地汉文化的再创作。
西夏文字虽然是仿汉字形态结构创造的一种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但是它的修辞方法和语言习惯与汉语
大相径庭。
所以，要把残缺不全、佶屈拗口的西夏文佛经译出来，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不仅涉及语意本身的对译，还要使翻译过来的汉文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
这种翻译也是一项研究的过程。
语言学并非我们的专长，更何况本报告还涉及佛学、藏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毋庸讳言，书中存在不少不足和错误，诚望学界同好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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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嘴沟西夏石窟(上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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