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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建设10周年纪年文集，收录国内外西夏学研究论文共68篇，
基本包括了10年来西夏学界主要研究人员的代表性成果，搜集整理并翻译了对西夏学做出杰出贡献并
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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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夏文职官员戴幞头，平民戴巾，这种首服完全借鉴了唐宋首服。
幞头在唐宋时期男子首服中最为普遍，由头巾演变而来，唐代幞头是软脚或硬脚，宋代官员则多为直
脚。
从现存西夏绘画中幞头的样式看，主要为软脚或硬脚幞头，不见直脚幞头。
巾在秦汉时期起为男子首服，多行于民庶之间。
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绘数百名各行各业人士，服式各异，其中多数劳动人民戴头巾。
榆林窟第29窟西夏壁画描绘了许多劳动场面，有锻铁、踏碓、牛耕等，图中男子均戴头巾。
所以，西夏男子首服中流行幞头、头巾，明显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西夏妇女中流行梳高髻。
此习俗也应是受唐宋妇女发饰的影响。
唐代妇女的发髻样式多样，有高髻、低髻、宝髻、凤髻、螺髻、椎髻、侧髻、云髻等。
其中高髻最为流行，而且式样也多种，高度惊人，唐人元微之《李娃行》中有“髻鬟峨峨高一尺，门
前立地看春风”的诗句。
宋代妇女所作的发髻袭唐、五代之风，也是竞尚高大，尤其是在北宋晚期，上下相仿，远近流行。
有的为了使自己的发髻高大，除用自己的头发梳成各种样式外，还用别人剪下来的头发加在自己的头
发中；有的还做成假髻。
西夏与唐宋王朝一样，不仅流行高髻，就连唐宋妇女在立春日流行头戴金幡以示迎春的习俗也影响到
西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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