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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9 座帝陵组成了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也都是按星象布

局排列。此外，陵区北部偏东，还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陵邑性质

的建筑遗址。遗址内广场、道路、院落、水井和房屋等遗迹皆

清晰可见，布局规范整齐，四周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

后三个部分，中部和后部的正中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殿堂，其

余建筑多集中在城前和城中，组成封闭式庭院。遗址中发掘出

大批色泽鲜艳的绿色琉璃板瓦、筒瓦、瓦当、滴水、脊兽、鸱吻，

以及乳白色或青白色带有冰裂纹的小白瓷板瓦、侧边有黑色釉

的牛郎合瓦、精雕细琢的石刻等建筑装饰构件。

2017 年，西夏陵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致力于从考古遗址本体的展示

到历史环境风貌的展示，能最大限度地使游客沉浸式体验那个

丝绸之路上真实的西夏。

而 1998 年落成开馆的（宁夏）西夏博物馆，是我国首座以

西夏王陵为背景，比较全面系统反映西夏历史的专题博物馆。

馆内这一块 1998 年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碑边的彩绘刻有龙纹，

证明当时的西夏已经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那一个白釉剔刻

花牡丹纹罐，1000 多年的历史了，和中原文化的牡丹纹寓意一

样，属于贵族的象征……2019 年，西夏博物馆新馆面世，荟萃

西夏历史文化遗存中的精品，利用信息化展示手段和最新的西

夏学研究成果，通过藏品导览、场景再现、西夏语音解读、榆

林窟复原、全国唯一的西夏窑址展示、动静结合的陵邑遗址呈现，

以及西夏陵遗址实时监控系统等全新的展陈内容，让游客进一

步走近“西夏往事”，聆听沧桑的回声。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陵区与金字塔景区曾签订过友好兄弟

景区备忘录。近年来，吸引解密的瑰奇西夏文化，更频频现身

于中东、北欧、韩国、美国等国际展会，自中国走向世界。

塞上的江南

“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

粮川。”

歌谣中的“两头尖”，指宁夏省域北部一片南北走向的狭

长区域，宛如纺锤之状。而这枚“纺锤”，实为荒漠与干旱区

中的珍贵绿岛，东侧是蜿蜒的黄河，西侧便是绵延的贺兰山。

发育于青藏高原的黄河，一路狂放东流，入宁夏境，但见贺

兰山迎头阻挡。在贺兰山面前，黄河水暂时收敛了桀骜不驯的野

性，变得款款温存，将携带的泥沙和养分留下，黄河上游的第一

大平原——宁夏平原，因而诞生。

自古以来，贺兰山就是西戎、羌、氐、匈奴、鲜卑、突厥、

党项等少数民族长期游牧、繁衍生息的地方，也留下了他们厮

杀搏斗的历史痕迹。从青藏高原迁徙到陕西北部的党项羌人，

经过唐代的发展壮大，逐步向西扩张。1038 年，银州党项族人

元昊在宁夏平原上称帝，国号大夏，又称“大白高国”“邦泥

定国”。元昊多番征战，横穿贺兰山，攻取了今甘肃北部八百

里河西走廊，西夏帝国繁盛一时。

堪称“秃版秦始皇”的元昊姓李姓赵姓拓跋，归根结蒂，

其实姓“野心”。他不失为允文允武的一代枭雄，但晚年愈发

暴戾多疑，沉湎酒色，好大喜功，终于众叛亲离，为子所弑。

百余年后，西夏王朝被劲敌蒙古重创，于1227年亡国。1288年，

元朝政府给宁夏定名，大抵取“安宁的西夏”之意。明代，贺

兰山被锻造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军山”，阻挡蒙古铁骑向东南

进军的步伐。再后来，随着满蒙联盟的建立，宁夏从边陲变成

内陆腹地，贺兰山战火纷飞的岁月渐渐结束。

千百年来，贺兰山以巍峨的身躯庇佑了“塞上江南”；今后，

它还将继续守候宁夏的土地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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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西夏文是在汉字六书的

基础上创制的一门记录党项

语言的文字，也是和汉字最

为相近的少数民族文字。但

相近管相近，乍看你以为很

熟，细看根本是乱码天书。

　　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到西

夏碑了。此碑一面刻着西夏

文另一面刻着汉文，对照可

发现文字规律，不啻西夏文

的罗塞塔石碑。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简称西夏碑。树于西夏天祐

民安五年（1094年），原置武威大云寺，西夏时大云寺改名为

护国寺；元灭西夏后，西夏碑得以幸存；清嘉庆九年（1804年），

由著名学者张澍发现；民国时，西夏碑移置武威文庙；后移置

于武威市西夏博物馆内。此碑对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经济、

土地制度、官制、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名、帝后尊号、佛

教盛况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西夏陵遗址航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