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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年后，汉文帝的霸陵在白鹿原上

找到了。

12 月 14 日，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陕西

西安江村大墓确认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

的霸陵。

霸陵的确认也解开了一桩 700 多年的

误会。

《汉书·文帝纪》记载，霸陵“因山为藏，

不复起坟”。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确

说，汉文帝的陵寝在白鹿原上。到了元代，

骆天骧在其编撰的《类编长安志》中记载，

“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

北凤凰嘴下”——这是我们目前能查到关

于霸陵具体位置最早的记录。

考古勘探已经确认，“凤凰嘴”地点并

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为霸陵的可能。那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乃至言之凿凿记载

于史书呢？

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马 永 赢 猜

想，也许后世学者受到“因山为藏，不复

起坟”记述的影响，将霸陵和唐代帝陵的

外观相比较，像昭陵、乾陵都是找一个俊

秀的小山峰，于是想象汉文帝也差不多。

而在白鹿原上要找一个俊秀的小山峰，刚

好就是“凤凰嘴”，确实气势俊秀，像那么回

事儿。

再来看江村大墓的位置：地处西安东

郊白鹿原的西端，东北约 800 米处为窦皇

后陵，西南约 2000 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

部约 2100 米处为“凤凰嘴”。

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

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

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

霸陵。

霸陵的墓葬平面为“亞”字形，墓室边

长约 72 米，墓室四周发现 110 多座外藏坑，

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推测

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江村大墓与窦皇

后陵外围发现陵园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

一座大陵园内。

目前已发掘的 8 座外藏坑，出土陶俑、

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 1500 余件，

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

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

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

霸陵位置的确认，解决了西汉十一座

帝陵的名位问题，双重陵园、帝陵居中、

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

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

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

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

而 对 于 普 通 人 来 说 ，李 白 的“ 年 年 柳

色，霸陵伤别”“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国

维称其“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今天也终于

在地理上找到了落点。

白鹿原上，汉文帝的霸陵找到了

□ 吴 鹏

陕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

被确认为西汉文帝帝陵——霸陵，纠正了

《类编长安志》等传统史籍关于霸陵位于凤

凰嘴下的千年误会。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

确认，填补了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环，使

西汉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但围绕着

霸陵和文帝的历史之谜并未完全揭开。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为何一改从上

古商周到近世秦汉的两千年厚葬旧俗，力

行薄葬新风？

文 帝 为 何 违 背 祖 制 ， 不 跟 随 父 皇 高

祖 刘 邦 、 皇 兄 惠 帝 刘 盈 入 葬 咸 阳 原 皇 家

墓 葬 区 ， 而 是 另 选 远 离 咸 阳 原 的 白 鹿 原

营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环绕的结构布

局，与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明显不同，这一

耐人寻味的陵制差异，究竟透露出什么微

妙的信息？

节俭薄葬之谜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

的观念。《礼记·祭义》有“事死如事生”之

说，认为财产的占有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

变化，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荣，也是死后

生 活 的 保 障 。殷 商 时 期 ，这 一 观 念 更 加 强

化，先人魂魄受到后人无限崇拜，社会心理

开始崇尚厚葬。考古发掘的殷商贵族王室

墓，王陵规模浩大，墓穴精致豪华，随葬物

品丰富。

周代商后，继承了厚葬之风，不同阶层

人 士 的 墓 穴 和 随 葬 品 规 格 都 有 不 同 的 规

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越多。春秋

战 国 时 期 ，礼 崩 乐 坏 ，超 越 礼 制 束 缚 的 僭

礼、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为中国第一个大

一统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华厚

葬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西汉初年，历经秦末战乱和楚汉之争，

人口减少，经济凋敝。据《史记·平准书》，当

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天子都没有用四

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的车驾；“将相或乘牛

车”，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车；“齐民无藏盖”，

平 民 百 姓 家 里 没 有 储 蓄 余 钱 ；物 价 腾 贵 ，

“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万钱才能

买一石米，一百金（10 家中产家庭总资产）

只能买一匹马。

虽然自高祖刘邦起，汉朝就实行休养

生息政策，但社会生产力历经惠帝到文帝

时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在当时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文帝没有实行厚

葬的经济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观上的节

俭治国思维。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在

位 23 年间，没有新修宫室苑囿楼堂馆所，

没有增添车马衣物，平时只穿粗厚丝绸制

作的衣服，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长裙也不

会拖到地面，帷帐上没有刺绣，“以示敦朴，

为天下先”，为天下人做节俭表率。

文帝“尝欲作露台”，让工程技术部门

估价后发现需要耗费百金。文帝认为，“百

金 中 民 十 家 之 产 ，吾 奉 先 帝 宫 室 ，常 恐 羞

之，何以台为”，百金相当于 10 户中产家庭

的全部财产，他继承先帝皇位都诚惶诚恐，

若 修 建 如 此 铺 张 奢 侈 的 露 台 更 是 罪 上 加

罪，遂停废此事。

文帝在现世生活中的节俭态度，自然

会投射到他对身后陵寝的修建上，故能不

去 追 随 从 商 周 到 秦 汉 近 两 千 年 的 厚 葬 余

风 ，身 体 力 行 地 改 行 薄 葬 。而 文 帝 实 行 薄

葬，可能还有防止身后被盗墓摸金的顾虑。

由于人们把厚葬当成炫耀地位财富的

方式，导致大量珍宝重器聚集地下，盗墓现

象由此产生，严刑重法都无法遏制。吴王阖

闾 墓 违 礼 厚 葬 ，结 果 不 到 10 年 就 被 人 盗

掘。著名的秦公 1 号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

奢侈，葬品丰厚，荣登遭盗掘次数和盗洞数

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刚揭开

墓上的耕土层，就发现盗洞 247 个；发掘到

第 3 层台阶平面时，也有 60 多个盗洞；发掘

到椁室时，还有 10 多个盗洞。考古学家据

此推测，秦公 1 号大墓从汉代一直被盗掘

到唐宋，成为摸金校尉们的“网红打卡地”。

西汉时期，社会精神豪放旷达，江湖气

颇重，“掘冢”挖墓成为常见的发家致富营

生，逼得汉文帝必须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

考虑防盗问题。

中国古代帝陵修建，通常从皇帝即位

时就已经开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前 177），

文帝曾到霸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看到帝

陵风水极佳，施工有条不紊，文帝兴奋地言

道，“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

间”，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椁，把麻絮

切碎填充在石头缝隙中，再用漆将石头、麻

絮黏合为一体，那任谁即使有金刚钻也无

法撬开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马溜须颂扬之声，只

有中郎将张释之从容进言，“使其中有可欲

者，虽锢南山犹有隙”，如果里面有人们想

要的东西，比如大量贵重陪葬品，即便是将

华山秦岭等南部山脉全部封禁，也会留有

可乘之机，被人打开发掘；“使其中无可欲

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如果里面没有激

发人们贪欲的丰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头

棺椁也会安然无恙。文帝听后，幡然醒悟，

“称善”。

因 此 ，文 帝 在 霸 陵 的 修 建 中“ 皆 以 瓦

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只陪葬陶制品，

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甚至“不治

坟”，不起高坟，其意不仅是“欲为省，毋烦

民”，节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坟冢惹人注

目，引来摸金之徒。

后 元 七 年（前 157）六 月 初 一 ，文 帝 在

未央宫驾崩，遗诏中言“朕闻盖天下万物之

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

者，奚可甚哀”，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

的自然归宿，无需哀痛，对死亡颇为看淡；

并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当今之时，世咸

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

甚不取”，表示要带头破除厚葬之风，要求

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过三天，全国百姓

三天之后必须脱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

丧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保持霸陵山川原样，不得有任何改动。

文帝遗诏并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

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发现的金银装饰陪葬品

非常少，大多是烧制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

铁器、铜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样三分

之一大小，并非实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实际

出土，基本上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文帝薄葬

的记载。

但 在 距 离 霸 陵 2000 米 左 右 的 文 帝 母

亲薄太后南陵，考古工作者却发现了上百

件明显带有异域草原风格的金银饰品，且

陶俑都是按照原样制作，具有实用性，质量

等级高于文帝帝陵陪葬。这一发现，不仅印

证了史籍中薄太后文帝母慈子孝关系的实

情，更隐藏着文帝霸陵选址远离父皇高祖

刘邦长陵、皇兄惠帝刘盈安陵的秘密。

远离父兄之谜

刘邦提三尺剑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后，

在长安西北的咸阳原设立皇家墓葬区，驾

崩后安葬于咸阳原长陵，其子惠帝亦在咸

阳原营建安陵，陪伴父皇。经过两代君主的

示范带动，大汉天子入葬咸阳原已经成为

政治正确。

汉惠帝早逝无亲生子，以吕后、吕产、

吕禄为代表的吕氏外戚企图拥立非惠帝之

子为帝，以继续控制朝政。汉家社稷危在旦

夕。周勃、陈平等元老在吕后去世后，果断

发动政变，诛杀诸吕，立惠帝之弟、且是刘

邦在世诸子中最为年长的四子代王刘恒为

帝，是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走向人生

巅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临一个在既有空

间内无法化解的难题。西汉帝陵规制遵循

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后，父为昭，子

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庙排位中，父亲即始

祖儿子为昭，在左；儿子即始祖孙子为穆，

在右；始祖孙子之子又为昭，在左；始祖孙

子之孙又为穆，在右，以此类推。在昭穆序

列中，父子始终异列，祖孙始终同列。

具体到咸阳原西汉帝陵格局，高祖刘

邦 长 陵 居 昭 位 ， 在 左 。 惠 帝 作 为 高 祖 之

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长陵右边即西方。

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则应在长陵

左边即东方。但文帝并非惠帝之子，而是

惠帝同父异母兄弟，同属高祖之子，同居

穆位，不能居长陵之左即东方，而右边西

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

营建上处于左右不得逢源、东西无法过问

的尴尬境地。

如果继续在咸阳原营建帝陵，不仅文

帝本人的位置无法摆布，母亲薄太后即薄

姬的名分亦颇为尴尬。

薄姬原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国公子魏

豹妻妾，魏豹本与刘邦共同对阵项羽。后有

相面大师为薄姬看相，认为薄姬贵不可言，

当生天子。魏豹自认天命在身，遂脱离刘邦

中 立 ，试 图 以 一 己 之 力 逐 鹿 天 下 。刘 邦 大

怒 ，派 大 将 曹 参 灭 掉 魏 豹 ，将 薄 姬 纳 入 后

宫，但“岁余不得幸”。

薄姬后来在“少时”闺蜜好友——此时

深受刘邦宠爱的管夫人、赵子儿两位美人

的帮助下，才得以侍寝。据《汉书》，薄姬在

侍寝前告诉刘邦，“昨暮梦龙据妾胸”，昨夜

梦见有金龙钻入怀中。当夜薄姬便“有身”，

十月怀胎后生下文帝。但薄姬生子后并没

有改变境遇，而是继续不得宠幸，长期没有

晋封。

正 是 因 备 受 冷 落 ， 薄 姬 才 被 嫉 妒 心

极 强 的 吕 后 放 过 ， 在 刘 邦 死 后 随 同 此 时

已 经 受 封 代 王 的 儿 子 到 代 国 居 住 成 为 代

国 太 后 ， 而 不 是 如 刘 邦 其 他 宠 姬 一 样 幽

闭宫中。

文帝即位后，薄太后母以子贵，从代国

太后升级为大汉太后，但在她面前仍然有

一个无法迈过去的正牌太后吕后。如果文

帝在咸阳原营建帝陵，母亲陵墓也要一起

安放此处陪葬刘邦长陵，在礼制等级规格

上 不 免 要 低 吕 后 一 等 。这 是 名 列“ 二 十 四

孝 ”、为 母 亲 亲 尝 汤 药 的 文 帝 断 不 能 容 忍

的。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在长安东

南的白鹿原营建帝陵，以便按照大汉太后

的规格来设置母亲陵墓。

而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而非其他地

方修建陵寝，亦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

势密切相关。这一形势不仅关乎霸陵地理

位置的选择，更关乎霸陵内部的陵墓布局。

陵墓布局之谜

西汉初年，中央朝廷同时面临西北匈

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当年刘邦之

所以选择西北咸阳原为皇家墓葬区，其意

即是通过在皇陵周边大规模设置陵邑、充

实人口，修建长安西北防备匈奴南下的门

户屏障。文帝选择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

低、东南高的高敞地形优势，能够对东南各

诸侯国形成地理压制态势。

外攘匈奴、内安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

廷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皇帝权威的加强。

高祖刘邦虽是开国之君，但其天下是与功

臣共同打下。刘邦虽然通过叔孙通制定朝

仪方知天子之贵，但从其晚年无法更换太

子一事，可以发现其皇权仍然被功臣集团

深 度 制 约 。惠 帝 刘 盈 仁 懦 ，不 仅 被 母 后 控

制，还被功臣压制，遑论振兴皇权。

文帝入继大统后，运用一系列“区别对

待”“打拉结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陈

平、周勃一文一武为首的功臣集团，对朝廷

高层进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举其上台的

功臣。同时起用贾谊等后起之秀，采用贾谊

“列侯就国”之策，将周勃等拥有侯爵的军

头渐次赶出长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摆脱功

臣集团在长安对皇权的牵制。

随后，文帝在贾谊等人的谋划下，有意

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抬高皇帝威严。考古工

作者在霸陵陵区发现，100 多个象征官署

机构的外藏坑都围绕着帝陵，呈现出一种

向心式的政治布局。这一布局形式，在高祖

长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没有出现，反映出西

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增强的事实。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强和政令统一的

基础上，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诸

侯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文帝部分采纳

贾谊《治安策》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方

针，初步解决了齐国和淮南国两个最大的

政治隐患，使得儿子景帝能够用短短三个

月就轻松平定吴楚等国反叛中央的“七国

之乱”，最终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和两汉四

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汉文帝霸陵之谜

①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文物。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②江村大墓 （霸陵） 外藏坑出土的陶俑。 视觉中国供图
③江村大墓与凤凰嘴、南陵、窦皇后陵位置关系。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④2021 年 12 月 14 日，西安，实拍江村大墓 （霸陵） 外藏坑挖掘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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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遂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过，黄

河母亲似乎也有偏亲偏爱，大家熟悉的

两个说法，“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

黄河富宁夏”。银川更是黄河的宠儿，在

黄河的哺育下，11 至 13 世纪，银川从一

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崛起成为西夏王朝

的都城。

成吉思汗因征西夏而亡

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铁骑曾横扫

我国北方的草原地区，但一世英名的他

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倒在征服西夏的

战斗中。

西 夏 是 我 国 西 北 地 区 羌 族 的 一

支 —— 党 项 族 建 立 的 政 权 。公 元 1038
年 ，党 项 族 首 领 元 昊 建 立 大 夏 ，史 称 西

夏 ，都 城 在 兴 庆 府（1205 年 后 改 为 中 兴

府），也就是今天的银川。西夏曾经长期

与宋、辽、金周旋，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但

随着蒙古崛起，西夏王朝的命运便岌岌

可危了。

据史书记载，从 1205 年到 1227 年的

23 年 里 ，成 吉 思 汗 曾 5 次 征 伐 西 夏 ，不

过，前 4 次都没有成功。1226 年春天，成

吉思汗再次出兵，亲自率领数十万蒙古

铁骑，准备彻底荡平西夏，为将来征服金

和宋扫清障碍。

成吉思汗先出兵攻打银川的外围，

先后占领了河西走廊以及银川南部的六

盘山地区。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后，

蒙古军队终于包围了西夏王都。但由于

银川城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 7 万多精良

的守城部队，粮食储备也充足，蒙古大军

围攻半年之久，银川仍然岿然屹立。

不过，到了 1227 年 6 月，银川已是外

无援兵、内无粮草，守城将士疲惫不堪。

正在此时，奄奄一息的银川又发生了一

次天灾——“地大震，宫室多坏，王城夜

哭”（《西夏书事》卷 42）。强烈地震让西

夏末帝李睍感到再无抵抗之力，只好选

择投降。

为了拖延时间，李睍提出：投降是

投降，但请求蒙古军队宽限他一个月的

时间，让他准备好礼物，亲自献给成吉

思汗。蒙古军队也不想再付出伤亡，于

是答应了这个请求。没想到的是，当年

8 月，成吉思汗因病在六盘山的清水河

行宫去世。

在出征西夏以前（1225 年 11 月），成

吉思汗曾因围猎野马不慎从马背上摔下

来，但仍然抱病出征。蒙古军队攻打西夏

长达一年半之久，这使成吉思汗忧心忡

忡，病情逐渐加重，终不治而亡。成吉思

汗留下遗言，秘不发丧，等到李睍投降后

再安排自己的后事。李睍并不知道成吉

思汗已经去世，到了 9 月初，出城投降。

蒙古大军占领银川，西夏灭亡。

成吉思汗因征西夏而亡，蒙古军队

为了发泄愤怒，杀害了末帝李睍及其皇

族成员，然后一把大火焚烧了豪华的兴

庆宫殿。他们还对银川西南郊贺兰山中

段东麓的西夏王陵进行了毁灭性破坏，

这使得哪座陵墓对应哪位西夏皇帝，至

今也无从分辨。

黄河与贺兰山造就“塞北江南”

西夏偏居西北一隅，先后与宋、辽、

金、蒙古对峙。在上述诸政权中，西夏的

综 合 国 力 最 弱 ，但 是 从 1038 年 立 国 至

1227 年 被 灭 ，存 在 了 189 年 ，比 北 宋

（167）、金（119）都要长。这是为什么？

一个政权要长久发展，必须拥有强

大的经济实力。西夏统治的疆域最大时，

大致包括宁夏的全部、甘肃的大部、陕西

的北部，以及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这个区域基本处于干旱、半干旱状态，沙

漠、荒漠占了一半以上，环境条件可以说

非常差。但智慧的党项人作出了一个智

慧的选择——建都银川。

首先，银川背山面水，形势险要。银

川 的 西 北 30 公 里 处 是 南 北 走 向 、绵 延

200 多 公 里 的 贺 兰 山 ，当 时 的 贺 兰 山 森

林茂密、虎豹成群，不仅阻挡了来自西北

的寒流，而且构成天然的军事屏障。银川

的东南，则是自南而北流过的黄河，构成

一道防御的天堑。

其次，银川地势平坦，灌溉便利。银

川 的 自 然 降 水 无 法 满 足 农 作 物 生 长 需

求 ，但 便 于 引 黄 灌 溉 。利 用 这 个 有 利 条

件，在秦汉时，已经修建了秦渠、汉渠，唐

朝又修建了唐徕渠，发展灌溉农业。

晚唐诗人韦蟾曾作一首《送卢潘尚

书之灵武》，“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

旧有名”。灵武位于银川东南，是今宁夏

的吴忠市，与银川隔着黄河相望。内蒙古

的河套平原也被称为“塞外江南”，但那

是在明清时期，宁夏的银川平原获得这

个美誉，比河套平原早了 600 年。

西夏建都银川后，元昊又组织开挖了

昊王渠，使银川平原的农业灌溉系统更加

完善。这里盛产五谷，尤其适合种水稻、小

麦，而 且 得 益 于 引 黄 灌 溉 ，年 年 都 旱 涝 保

收。“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说法也逐渐传扬

开去。

最后，围绕银川部署军事防卫。党项人

骁勇善战、耕战结合、全民皆兵。按照规定，

凡 60 岁以下、15 岁以上的西夏男子，皆服

兵役。西夏骑兵非常有名，尤其令人生畏的

是“铁鹞子”军，都身着由铁甲和皮甲组成

的双层重甲。打仗的时候，这些铁骑数十匹

一组，用铁钩绞索连接，组成方阵为前锋，

冲击敌方阵营，骑兵即使死在了马上，也不

会立即落马。

西夏的步兵也非常有特色。党项人长

期生活在山间，善于奔走，蹿高走低，如履

平地，非常擅长在山地作战。所以，遇到开

阔平野，用“铁鹞子”冲击；遇到山谷险要，

则用“步跋子”突袭。

西夏的军事部署和经营是围绕银川进

行的。以银川为中心，西夏把全国的兵力四

面铺开：贺兰山驻兵 5 万，以防西部；银川

平原北部贺兰山口驻军 7 万，以防辽、金；

黄河以东诸州驻军 10 万，以防北宋；银川

以南六盘山、固原驻军 7 万，以防西蕃、回

鹘。银川驻军 7 万，防卫京城，总兵力在 30
万以上，构成环绕银川的重重防卫线。

北宋、辽和金都曾和西夏之间多次发

生过大规模战争，但结果几乎都以西夏的

胜利而告终。黄河和贺兰山造就的特殊地

理环境，为保障西夏和银川的长期安定，发

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唯一一位身兼状元的皇帝

银川平原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以银川为

中心的严密军事防卫，为西夏在竞争激烈

的大环境中持久生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银川因此获得近 200 年相对和平的发展环

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逐渐发

展成为西北地区新的政治、军事和人口中

心，并形成与中原文化非常近似的两种文

化现象。

一是佛教文化繁荣。西夏历代帝王、后

妃都崇信佛教，并把佛教作为国教。同时，

河西走廊属于西夏疆域，西夏就控制了丝

绸之路，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僧侣云

集银川，讲经说法，银川俨然成为西北地区

佛教中心。

二是儒学兴盛。西夏建立后，一方面保

持了党项族的民族传统和习惯，并创造了

西夏文字；另一方面，在官职、礼仪、法律等

各 个 方 面 都 向 宋 学 习 ，设 立 太 学、尊 奉 孔

子、实行科举制度等，大量吸取儒家文化的

精华。

西夏还出了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身兼

状元和皇帝的人物——李遵顼。李遵顼，元

昊直系后代，“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

通群书”（《西夏书事》卷 39）。1203 年，他参

加西夏的进士科考试，一举夺得头名状元，

8 年后，他成为西夏的第八位皇帝。

李遵顼在位 13 年，在政治上没有多大

作为，但他以身作则，推动了西夏儒家文化

的发展，为都城银川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

围，成为我国文化史、科举史上的传奇。

（作 者 系 河 南 大 学 教 授 ，《百 家 讲 坛》
“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
城”主讲人）

银川

：
从边陲小镇崛起为西夏王都

西夏王陵。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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