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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贺兰山下一处
举世无双的壮美景观
——

平旷的山前戈壁上，
9座陵塔有序分布，以层
峦叠嶂的贺兰山为背景，
共同组成天人和谐、苍茫
一体的西夏陵区。

7月11日，在法国巴
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中国申报项目“西
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
项世界遗产。

往事千年。走过这
片古老土地，拂去层层历
史烟尘，一段繁荣璀璨的
历史被记起，一个多元一
体的中国被印刻。

雄山峻陵
20世纪30年代，一位德国飞行员在宁

夏银川飞掠过贺兰山。山前的几个“土堆”

兀然而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由得

用相机记录下眼前奇景。

这几个当时人迹罕至、也无人知晓来历

的“土堆”，正是如今为全世界瞩目的西夏

陵。陵塔巍峨壮观，既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

与尊严，又与恢弘的贺兰山形成了一种和谐

庄重的壮美，反映着建造者高超的工程水平

和谨严的营造理念。

“1972年，宁夏文物部门经过调查，确

认这处遗址就是建造于公元11至13世纪的

西夏陵，并陆续发掘了6号陵等，取得大量

考古认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

员柴平平介绍，西夏陵西北傍高山、东眺黄

河，背山面水、地势高敞、面向开阔，这个区

域洪水危害较轻、地质结构紧密、地下水位

较深，为西夏陵选址提供了重要地理基础。

作为申遗项目的“西夏陵”，划定的遗产

保护区近40平方公里，遗产缓冲区超400

平方公里，规模十分宏大。它包含9座帝

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

32 处防洪工程遗址，还包括陵区出土的

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的大量建筑构件

残件。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西夏陵总体保存

情况良好，目前状态与德国飞行员当年拍摄

的照片相比区别不大。这既与当地自然地

理因素有关，更得益于中国多年来持续加强

监测保护工作。”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

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

队负责人陈同滨说。

建立西夏陵整体保护格局，是申遗的第

一步。

2011年，“西夏陵”申遗工作启动；2012

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并作为申遗重点培育项目，持

续加大支持力度，指导完成9座帝陵、43座

陪葬墓保护工程，建立安防工程和监测系

统，实施陵区防洪工程和环境整治，与敦煌

研究院联合开展土遗址保护科研并取得重

要进展。

14年的艰辛工作，在此次申遗过程中得

到普遍肯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认可西夏陵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高度

赞赏中国政府在西夏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

从古老岁月中走来，巍巍西夏陵安然伫

立，只待人们释读其中奥秘。

承唐仿宋
理解西夏陵，离不开对西夏历史的

回溯。

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原属

羌人的一支。唐朝时，党项集中到今甘

肃、陕西、宁夏一带，与中原文化的接

触渐多，社会生产有所发展。1038

年，党项首领元昊称大夏皇帝，定都兴

庆府 （今银川），史称西夏，延续近

200年。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

本陈列上，一件出土于西夏陵6号陵的

绿釉鸱吻十分显眼。作为西夏陵的一个

建筑构件，它形体高大，既与同时期中

原地区的鸱吻相似，又具有龙头比例更

大、鱼尾分叉等方面的独创性。

从一个鸱吻，便可一窥西夏当时基

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相互

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

细看西夏陵，这种“融汇”的造物

比比皆是。

比如，西夏陵的选址借鉴北宋盛行

的《地理新书》中陵墓选址山水形胜观

念，反映出中国传统陵墓择地的一般性

原则；西夏陵在保持了唐宋以来陵城内

置上宫的基础上，将供墓主灵魂生活起

居之用的下宫以陵城内的陵塔代替；在

陵城中轴线外，西夏陵以献殿、墓道封

土、墓室、陵塔构成北偏西的另一条轴

线，融合了党项民族“鬼神居中”、以

避鬼神的传统信仰。

在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看来，

西夏陵的上述特点见证了西夏在承袭唐

宋帝陵陵寝制度、传统木构建筑形制做

法以及儒学理念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党

项、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多元族

群文化传统所形成的陵寝制度。

另一方面，西夏西控河西走廊、连

通西域地区，东接黄土高原、连通中原

农耕地区，正处于丝绸之路关键位置。

“西夏陵学习自中原的减柱造、移

柱造做法，以及中原本土未见的阙门、

转角等处圆弧形造型等，充分展现西夏

在中原与西域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同滨说。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直接为中国

历史上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

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

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正是“西

夏陵”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理由。

多元一体
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

共同书写的，西夏历史是其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乍看是汉字，细看却不认识

——在西夏陵，出土了大量西夏文

残碑。这种文字形制和汉字相近，

以汉字的字形和构造方法为基础，

共有6000余字。

西夏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史金波认为，西夏文这一

创造，充分说明西夏为中华文明提

供了特殊的贡献，显示出中华文明

的多样性、包容性。

史书记载，西夏的中书、枢

密、三司、御史台等机构均借鉴宋

朝设置，甚至连“开封府”这种地

域性很强的官衙名称也照搬，作为

都城兴庆府的府衙。

“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少数民

族相继进入农牧交错地带或农耕

区，逐渐放弃传统游牧生活，开始

转向农耕和半农半牧生活，这本身

已是一种文化认同。”宁夏大学民

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说。

眼下，西夏陵进入游览旺季。

游客们通过景区设置的透明复原示

意图远眺，想象着当年陵塔上的木

构建筑何等壮观，当年的西夏何等

富饶。

向东更远处，黄河奔腾、穿城

而过。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

育过包括西夏在内的无数王朝，见

证着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

“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

西夏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的重要组成部分。”史金波说，持

续对西夏陵进行研究发掘，将有助

于丰富西夏文物资料，填补历史研

究空白，让人更懂何以中国。

如同一种召唤，成为世界遗产

的西夏陵，正期待人们来此寻迹：

中国历史如此鲜活、中华文明如此

灿烂。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
徐壮)

7月10日，游客在宁夏银川西夏陵景区3号陵参观（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