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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2005 以來我們開始進行一個長期計畫，嘗試經由業已深度解讀的西夏語文獻，

重建西夏民族對古代中國文化及思想體系的習得。我們的想法是，儘管西夏人拼

命的想學習中國文化，結果卻呈現出乎預期的變貌。根據過去一百年來從內蒙古

及寧夏地區出土的西夏語文獻，我們認為，西夏人既汲取中國文化的精華，同時

也發展出對中國思想體系獨特的理解與詮釋。 

我們看到，整個西夏時代，以國家的力量推動翻譯事業、規劃教育體系，有計畫

的汲取中國的文化思想。我們體認到，西夏人並非只是複製中國的思想體系。一

方面，他們對漢語經典的彙編及翻譯，都是有意識的選擇；經過有意識的篩選，

將漢人的經典理念按照自己的認知呈現出來，從而發展出與原型漢人不太一樣的

知識體系。另一方面，透過深度閱讀西夏文本，我們還體認到，西夏人翻譯的漢

語經典，往往帶有某些與原典不同的文化意涵，從而可能對西夏的社會規範形成

不同的作用。在這個計畫裡，我希望從傳世的西夏語文獻，篩檢出西夏人所以選

擇的本質，並一探他們如何與漢文化互動、自我調適、終至內化。那麼，重建西

夏民族對古代中國文化及思想體系的習得，或許才成為具體可能的期望。 

我自認，尚未取得理想的成果。不過，已經有一些積漸的成效。下面三段西夏文

本的解讀，或許可以作為某種樣本，可以讓我們看到部分對漢語經典的詮釋。 

貳、西夏文本《孫子兵法‧三家注‧杜牧》 

（30B-7a～31A-5a）1 

薔  魁   匣   郢  伺   偕   咱  瓏  囝   幾   且   久   行  恐   
thu1 boo2 ³wuu1 pj•1 njwo2 t |shj_u1 njij2 gja1 |sjwo1 t |shjij1 lhj_ij2 t|shjaa1 lju2 d|zj_ij1 
[杜  牧]  曰     昔    [楚]  王  軍   生，[鄭]  國   上   攻，行   

                                                 
1 林英津 1994《夏譯《孫子兵法》研究》，中研院史語所單刊之二十八，台北：中研院史語所。  



第十九屆「歷史研習營」，20100201-4，〈從西夏語文本的解讀，看西夏人對漢語經典的詮釋〉，

林英津，20091209 閱讀資料。 

2

燙   弒   且  瓏  恐  剿   泄   秀  偕   瓏  羨  扜  純   偕      
|sji2  tsjŸ”1 lhj _ij2 gja1 d|zj_ij1 gjuu2 ™wejr2 lj_ij2 t|shj_u1 gja1 bjuu2 gu2 tsha2 t|shj_u1  
-往。[晉]  國  軍  行，救   護   來。[楚]  將  軍  [伍 參]  [楚]   

咱  柝  麗  鼯  弒   且  瓏  羨  賅  戊   辰   撾  瓏  諂  慝  
njij2 ™jij1 d_a2  ™j•2  tsjŸ”1 lhj_ij2 gja1 bjuu2 tja1 dzjwo2 sjiw1 ³wu2 gja1 rjijr1 kha1 
王  於  言，曰，[晉]  國  將  軍  者，人   新   是，軍  馬  中   

萋  璜   顯  跼  健  柝  湊  鯽    征  橙   俱  互  舌  隆   嚨   
ljaa2 phjii1 mj•1 lj••1 thja2 ™jij1 bjij2 d|zjw•1 sjŸa2 xu1  tsjiir2 bj _a1 njij2 mjij1 dzju1  
撿  挍 ，不  能。其  之  佐  相   [先  縠]  性  粗，慈  無 ，令   

麗  杖  煨  姑  匚  羨  裁  珊  砲  孜  呈  霏  恐  羨   獄     
d_a2 mji1 lhj _ij- thja1 s_o1  bjuu2 tsúj1 ™jij1 tw_u1 phji1 bju1 d_a2 d|zjij1 bjuu2 khwej2  
言  不  受。其  三  將  小  各  自  隨  意，事  行，將   魁     

顯  貝  賒   捩  瓏  庋  增  燈  點  顯  舛  顎   嚥  瓏  恐  
mj•1 bu1 wji1  rjur1 gja1 mjijr1 tsj•1 |sj•1  tj_i2  mj•1 d_a2 thj•2 t |si_ej2 gja1 d|zjij1  
不  服  -為。諸  軍  人   亦，往  處  不  知。此  舉，軍  行 2  

燈   冶   弒   瓏  伂  材  籍  妞  矗  弒   勃  肺   畜   嬪       
|sj•1  ku1  tsjŸ”1  gja1 kj•1 dj•j2  bej1 t|shj•1 zj_o2 tsjŸ”1  we2 khji1 tsewr1 njij1  
-往  則，[晉]  軍    必    敗。爾  時  [晉]  [魏  錡]  節  近   

呈  懾   龔  杖  球  護    麼   項  條  欲    弒   瓏  饕  籍      
bju1 tsjiir1 ™ju2  mji1 rjir1 nioow1 ljw_ij1 njiij1 nja1 t|shiow1 tsjŸ”1 gja1  djij2 bej1  
因，官   求，不  得  緣  ，怨   心  △  結  。[晉]  軍  △  敗   

林   偕  瓏  壟    賒  燈  楓  鼯  瓏  羨   顯  縊   瓏  壟      
gjij2 t|shj _u1 gja1 t|shjiw2 wji1 |sj•1  ³a2  ™j•2 gja1 bjuu2 mj•1 d|zjij- gja1 t|shjiw2   
欲，[楚]  軍  誘   -為，往  -我，謂。將  軍  不  肯 ，軍  誘    

賒   貍  隆  冶  枋   佛  賒   燈  楓   鼯  妞  貍  斬  鼯  弒     

wji1 rjar1 mjij1 ku1  ©wa1 |sj•1  wji1  |sj•1  ³a2  ™j•2 t|shj•1 rjar1 dju1 ™j•2  tsjŸ”1 
-為，許  無  則，和   使  -為，往  -我，謂。爾  許  有，謂。[晉]  

瓏  羨  巫   豪  姑  麗  閂  脅  佛  仵  賒  燈  襪   鼯   娃     
gja1 bjuu2 t|shj•2 rjar2 thja1 d_a2 ™ja1 wja1 |sj•1  rj•r2 wji1 |sj•1  nja2  ™j•2  t|shjiw1  
將  軍     遂    彼  言  △  許，使  △  -為，往  -你，謂。[趙   

                                                 
2 這一行第 13 個西夏字，1994 我認定是 芰 tjij1，並且以「如」對注（31A-2a-12）。再次檢看，

我認為當初的判讀有誤，顎 芰 thj•2 tjij1 連讀作「如此」解，於西夏語是讀不通的。經過比對

較清晰的影本，這個字應該是 嚥 t|si_ej2，西夏語的 顎 嚥 thj•2 t|si_ej2 不妨是「此舉」（參看

37B-5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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偭  溴   疣  雲   懾  龔  杖  球  護   姑  增  麼   項   條   
t |sja1 phju2 thej1 xu1  tsjiir1 ™ju2 mji1 rjir1 nioow1 thja1 tsj•1 ljw_ij1 njiij1 nja1  
旃  上   [大 夫]   官  求，不  得  緣 ，彼  亦  怨   心   △   

欲     矓   賒   燈  楓  鼯  瓏  羨  顯  縊   矓    賒  貍   
t |shiow1 ™ioow1 wji1 |sj•1  ³a2  ™j•2 gja1 bjuu2 mj•1 d|zjij- ™ioow1 wji1 rjar1  
結   ，功   -為  往  -我，謂。將  軍  不  肯 ，功   -為，許   

隆  冶  枋  霏  痊  燈  楓  鼯   弒   羨   麗  脅   巫  豪       
mjij1 ku1 ©wa1 da2 |sjij2 |sj•1  ³a2  ™j•2  tsjŸ”1  bjuu2 d_a2 wja1  t|shj•2 rjar2  
無  則，和  事  請，往  -我，謂。[晉]  將   言  許，   遂       

勃  肺   泌   偎  各  愉  睬 
we2 khji1  rjir2  |siú1 |sio1 dja2  rj•r2 
[魏  錡]  與，   伴  ，△  去。 

《孫子兵法十家注‧杜牧注》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無適從。

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

而往。3 

《左傳‧宣公‧十二年》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

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附錄： 

《孫子兵法》26A-3, -4 之 
                                                 
3 (1) 我對西夏文本《孫子兵法》的翻譯底本，沒有考究。傳世典籍無有《孫子兵法三家注》者。

我參考的對譯底本《孫子兵法十家注》，係清代孫星衍、吳人冀的校勘本。其所據底本為宋代吉

天保所集十五卷本，亦即《宋史‧藝文志》所稱「十家會注本」。 (2) 這段杜牧注，西夏譯文與

原典漢文固然不是密切對應，也不能因此認定西夏譯者有不同的底本。除了漢語與西夏語是不同

的語言，詞彙語義、語法結構本自有別之外。我認為，西夏譯者需要「增字解經」；因為譯者不

僅要翻譯杜牧的語言，還要傳達更古老的先秦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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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    尤   彩  瓏  礪    隆  艷  俚  杖  髑  賒  暘  米 

gjij1 |sjii1 t|shji1 dzji2 gja1 d|zjwij2 mjij1 rj•r2 sju1 mji1 d|zj _•2 wji1 lew2 m_ú1 
馬  屠，肉   食，軍  糧    無；缻  懸，不  取  -為，應  無。 
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4 

參、西夏文本《十二國》之〈晏子之晉〉 

（Tang. 12, No. 132, p. 14.7-17.2）
5 

1. 遵   且  棒  仔   歌  厂  弒  且  仵  奸  慝   戊   佐  奷   阻 

tshji1 lhj_ij2 tha2 bji2  ³iaa2 tsú1 tsjŸ”1 lhj_ij2 rj•r2 wjij1 kha1 dzjwo2 gj•2 gjwi1 gjwi2 
[齊]  國  大  臣  [晏  子  晉]  國  △  往  中，人    一  裘  衣， 

2.  媛  布  噥  投  達  濃  筒  骷  舌  纜   愉  忉  遵   且  戊 

sji1  ™u2 t|sja1 ™u2  ©ie1 |sjwu1 djij2 ljij2 njij2 |sjow1 dja2 ™j•r2 tshji1 lhj_ij2 dzjwo2    
柴  擔，路  中  力  息  △，見；悲  憫 ，△  問。[齊]  國  人 

3. 麗   庌  跳  雲  撾   楓  歌  厂   麗  秒  嗉  顎  怨  愉  肄 

d_a2 ™jwar1 |sji1  xu1 ³wu2  ³a2 ³iaa2 tsú1  d_a2 thjij2 sjo2 thj•2 sju2 dja2 we2 
曰，[越  石  父]  是  -我。[晏  子]  曰，  何   如  此  △  為 

4.  襪   姑   戊   坷  麗  癩  帊  賒  仵  重  嬌  訴  酬  秀  楓 

 nja2  thja1 dzjwo2 k_u2  d_a2 mj•1 d|zj _•2 wji1 rj•r2 |zji2 ³wu2 thju2 nj•2 lj_ij2  ³a2    
 -你。彼   人   答  曰，人  行  為，△  賣  而，此  至  來  -我。 

5. 歌  厂   棕  柝  扎  諂  愉  擾   姑   戊   岱  盆   偎  各   遵 

 ³iaa2 tsú1  ko1 ™jij1  |zj_•1 rjijr1 dja2 phie2 thja1 dzjwo2 wj•2 dzoo2 |siú1 |sio1  tshji1     
 [晏  子]  車  之  左  馬  △  解 ，彼   人   △  騎 ，  俱   ，[齊] 

6. 且  岱   阱   歌   厂  珊  裘  谿  酬  秀  姑  謂  投  唉  愉 

 lhj_ij2 wj•2 lhjwo1 ³iaa2 tsú1 ™jij1  nji1 do2  nj•2 lj_ij2 thja1 |sjij1 ™u2  rjijr2 dja2     
 國  △   歸。 [晏  子]  己  家  處  至  來，自  然  中  方  △ 

7. 睬   跳  雲  閂  盾  燈  楓  鼯   歌  厂   麗  肇  轡  癩  蜂 

 rj•r2  |sji1  xu1  ™ja1 tshj_a1 |sj•1 ³a2  ™j•2  ³iaa2 tsú1  d_a2 nja2  gja2 mj•1 |sji1 
 入。[石  父]  △  怒，去  -我  謂。[晏  子]  曰，你  我  等  先 

                                                 
4 根據平田昌司 2009: 224-6，《孫子兵法》本文這裡有異文，作「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

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5 語料取用 solonin 1995 釋出的影本，在頁 198-201。對當——但可能不是對譯關係的漢文本，

取用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2.0 版，《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之《晏子春秋‧

卷五‧內篇雜上‧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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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顯  疝  懦  跨  肇  柝  穫  稚  愉  亥  酒  襪  賅   顯  拯 

 mj•1 sj•2 sjij2  sjij1 nja2 ™jij1 t|sj_i1 ³jir1 dja2 lhew2 phji1 nja2 tja1  mj•1 t |sja1 
 不  相  識。今  你  之  苦  難  △  解，令  -你，者，不  敬 

9. 吻  杜    氯  燈  楓  鼯  襪   秒  沮   跳  雲   麗   戊    賅  珊 

 mo2 nioow1 xja1 |sj•1  ³a2  ™j•2  nja2  thjij2 ©iej1 |sji1  xu1  d_a2 dzjwo2 tja1  ™jij1   
 乎？又    急  去  -我，謂  -你，  何  。[石  父]  曰，人    者  己 

10. 癩  顯  懦  冶  帊  娘  點  隆  芰  癩  懦  冶  帊   娘  點 

 mj•1 mj•1 sjij1 ku1 d|zj_•2 d|zju1 tj_i2 mjij1 tjij1 mj•1 sjij1  ku1 d|zj_•2 d|zju1 tj_i2   
 人  不  識  則，行  明  處  無；若  人  識  則，行   明  處 

11. 丰  跨  活  楓  柝  岱  疤  冶  楓  柝  帊  扯  姑  謂  投 

 wjij2 sjij1 nji2  ³a2  ™jij1 wj•2 zjor1 ku1  ³a2 ™jij1 d|zj_•2 nwú1 thja1 |sjij1 ™u2 
 有。今  你  我  於  △  贖  則，我  於  行  知。自  然  中 

12. 唉  燈  楓  柝  杖  姊  賑  冶  圣   燈  楓   鼯  楓   歌  厂 

 rjijr2 |sj•1 ³a2  ™jij1 mji1 |sjwo1 lj•1 ku1 t |shjwo1 |sj•1 ³a2  ™j•2  ³a2  ³iaa2 tsú1    
 方  去。我  於  不  用  也，則，故   去  -我  謂  -我。[晏  子] 

13. 麗  解  裟  肇  柝  柏  銜  旺  楓  顎  獵  彼   杜    肇  柝 

 d_a2  zji2 ©u1 nja2 ™jij1  ™jw•r1 ™jij1 lji2 ³a2  thj•2 wj•2 mja1 nioow1 nja2 ™jij1 
 曰，嚮  者  你  之     容   見  -我，  今    然   後   你  之 

14. 嘴  項  愉  萱  賒  楓  鼯   圣     健  柝  岱  豬  慈  妏  仵 

 ™o1 njiij1 dja2 sjwij1 wji1 ³a2  ™j•2  t|shjwo1 thja2 ™jij1 wj•2  tji2 wji1 bjiij2 rj•r2 
 腹  心  △  明  為  -我，謂。 故    彼   於  △  留，   客   △  

15. 賒  錢  錢  綱  夫  樣  戊    麗  矩  慝  戊   賅  癩  谿  矓 

 wji1 ³_a2  ³_a2 bjuu1 bj_ij1 sj_ij2 dzjwo2 d_a2 rjur1 kha1 dzjwo2 tja1 mj•1 do2 ™ioow1 
 為，善  善  尊  高。智  人    曰，世  中  人   者，人  處  功 

16. 碣   冶  健  柝  顯  汲   賒  暘  汞   歌  厂   癩  柝  稚  愉 

 d|zjij2 ku1  thja2 ™jij1 mj•1 kjiwr2 wji1 lew2 njaa2 ³iaa2 tsú1  mj•1 ™jij1 ³jir1 dja2 
 有   則，彼  於  不  敬   為，應，非。 [晏  子]  人  之  難  △   

17. 亥   酒  增  杜     珊  秒  賅  捩  戊   泌  懲  謂  獄   賑∥ 
 lhew2 phji1 tsj•1 nioow1 ™jij1 thjij2 tja1 rjur1 dzjwo2 rjir2 |zju2 |sjij1 khwej2 lj•1 
 免   令      又   ，己  何  者，諸  人   與，如  法，魁   也。 
  
《晏子春秋‧卷五‧內篇‧雜‧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于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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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

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至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

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

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

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

日睹而贖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

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

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

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于世。」晏子

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

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

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

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而

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肆、西夏文本《新集慈孝傳‧婆媳品‧陳寡孝婦》 

（Tang. 31, No. 616, p. 3.4-4.6）6  

1. 澹  鈑  母  誠  佐  肱  蚩  閏   肄  乍  燙  毆  蘑  杖  碣 

 x~a2 |sjij1  wúú1 gji2 gj•2 |sjwi1 ©_a2 t|shjiw1 we2 ™jar2 |sji2  zji1 gji2 mji1 d|zjij2   
 漢  世  孝  妻  一，年  十  六   為，嫁  往，男  子  不  有。 
   侯  誠  瓏  頁  燈  暘  愉  肄  恙 

 wú1 gji2  gja1 rjar1 |sj•1 lew2 dja2  we2 khj•1 
    夫    軍  遠  往  應，△  為。足 

2. 花   滲  誠  谿  萎  遵  麗  汃  倏  砲  倩  吻  產  顯   萱 

 t |shjij1 bjij2 gji2 do2 gjwi2 tshji1 d_a2 mjo2 thja2 tw_u1 sj•1 mo2 sjw_u2 mj•1 sjwij1   
 舉   時，妻  處  句  要  言，我  彼  處  死  耶，生  不   料 ， 
 搭  齒  嚼  佐  絕   靡   父  曦   禾 

 lew1 mja1 nar2 gj•2 d|zjiij1 dzjij2 pha1 lj_ij1 mjijr2   
 唯  母  老  一  在 ，餘   別  侍   者 

3. 嗆  霧  扚  隆  芰  杖  阱   楓   冶  活  曦  瘡    閂  縊  襪 

 ljo2 tj_o2 ³owr2 mjij1 tjij1 mji1 lhjwo1 ³a2  ku1 nji2 tshji2 t|shjwi1 ™ja1 d|zjij- nja2  
 兄  弟  全  無。如  不  歸   -我  則，你  侍  奉    △  肯  -你 

                                                 
6 語料取用 Kepping 1990 釋出的影本，在頁 153-4。對當——但可能不是對譯關係的漢文本，取

用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2.0 版，《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之《烈女傳‧卷四‧

貞順傳‧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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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鼯  坷  匣  曦  楓  鼯  迴   閂 

 ™j _•2 k_u2 ³wuu1 tshji2 ³a2 ™j _•2 ³wuu1 ™ja1 
 謂。答  曰，侍  -我  謂。言   △ 

4. 躬    杜   唉   侯  誠  瓏  頁  愉  渝  姑  母  誠  蟀  邱  綱 

 lhjwi1 nioow1 rjijr2 wú1 gji2  gja1 rjar1 dja2 dzu2 thja1 wúú1 gji2 nj•1 wj•1 bjuu1 
 取       後   ，  夫    軍  遠，△  死。彼  孝  妻  婆  母  敬 
   曦  簷  磐  獲  仕  諸  即  嬌 

 tshji2 gjij1 ™j•r2 se1 tw_e1 thu1  la1 ³wu2     
 侍  殊  勤，麻  續  織  紝  以 

5. 盂   執  梟  捻  鉸  乍  燈  漬  隆  匚  隅  無  遘    久    祇 

 lhwu1 tj_i1 dzj•1 dj•2 ™i_o1  ™jar2 |sj•1 sjiij2 mjij1 s_o1 kjiw1 lhji2 d|zjwa1 t|shjaa1 mj _ij1  
 衣   食  準  備。凡  嫁  往，思  無。三  年  喪  畢    上  ，女 
 促  齒  銬  祇   肱  裁  愉  忮 

 wja1 mja1 nj•2 mj _ij1 |sjwi1 tsúj1 dja2 wj _o1  
 父  母  等，女   年  小  △  寡 

6. 護    父  重  項  源   母  誠  匣   汃  侯  燈  滲  廝  賴  谿 

 nioow1 pha1 |zji2 njiij1 ki_ej2 wúú1 gji2 ³wuu1 mjo2 wú1 |sj•1 bjij2 tshe2 sji2  do2 
 緣  ，別  賣  心  欲 。孝  妻  曰 ，我  夫  往  時，賤  婦  處 
   齒  嚼  護    萎  伂  遵   迴   閂  糖 

 mja1 nar2 nioow1 gjwi2 kj•1 tshji1 ³wuu1 ™ja1 lhj•r1    
 母  老  緣  ，句  △  要   言   △  取 

7. 楓  鉸  蟀  邱  曦   搗  遘    顯  睢   迴    躬   杜    由   泌 

 ³a2  ™i _o1  nj•1 wj•1 tshji2  ©u2 d|zjwa1 mj•1 njwi2 ³wuu1 lhjwi1 nioow1 d|zi_ej2 rjir2   
 -我。凡  婆  母  侍，了  畢    不  能 ，言    取   後  ，信   與 
 輞   冶  矩  慝  秒  嗉  絕   楓  鼯  珊 

 ljwu1 ku1 rjur1 kha1 thjij2 sjo2 d|zjiij1 ³a2  ™j _•2 ™jij1    
 失   則，世  中  云  何  住  -我  謂。己 

8. 忡  珊  荷  源  慝  促  齒  銬  左  紫  重  岱  絨  蟀  邱   

 lj_u2 ™jij1  sja1 ki_ej2 kha1 wja1 mja1 nj•2 le2  ™j_i2 |zji2  wj•2 dj•j2 nj•1 wj•1     
 身  己  殺  欲  中，父  母  等  畏，再  嫁  △  止。婆  母   
 柝  流  蚩  殲  隅  仵  曦   瘡 

   ™jij1 nj••1 ©_a2 ™jar1 kjiw1 rj•r2 tshji2 lj_ij1 
 於  二  十  八  年  △  侍   奉。 

9. 壤   杜    裘  谿  巖  碣   率   重  嬌  然  伂  喪  導  岑   噥   

 ljwij1 nioow1 nji1  do2 wa2 d|zjij2 ³ewr2 |zji2 ³wu2  la2  kj•1 ljw_i1 tj_i1 gjwij1 t|sj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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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後，  家  處  所  有   -數  賣  而，墓  △  入，祭  祀   道   
 痳  姑  嘛  鉸  後  滑   帊  賒 

 ™jiij1 thja1 lj_•2 ™i _o1  we2 dzju2 d|zj _•2 wji1 
 執。彼  地  方  太  守   行  為   

10. 伂  判 籣   澹  賽   戊    璜   嫌  蚩  衰  劓  胄  愉  氐  呏     

 kj•1 nj_•1 khjij2 xŸa2 dzjw•1 dzjwo2 phjii1 lj••r1 ©_a2 lj••1 ki_e1 núr1 dja2 mjii1 khjuu1   
 △    告  。漢  帝   人    使 ，四  十  斤  黃  金  △  施，迎 
 遘    嗜  霞  財  賒   竭  氐   母   

 d|zjwa1 lju2 zj_ij2  tj_ij1 wji1  we2 mjii1 wúú1  
 畢  ，賦  稅  減  -為，號  施   孝 

11. 誠  鼯 
 gji2 ™j_•2 
 妻  謂。 
 

《烈女傳‧卷四‧貞順傳‧十五‧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  

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吾不還，汝肯

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

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

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

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

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

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

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

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

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

賣其田宅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

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妣將嫁之，終不聽母，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

嘉之，號曰孝婦。 

伍、展望——以經典詮釋為名 

語言是外顯的思想，掌握西夏語的語法，是我們認知西夏人的思維概念、文化心

靈的主要憑藉。深度解讀傳世的西夏語文獻，則是掌握西夏語語法唯一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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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彙編、翻譯，不單是以另一個語言再現原典的內容；翻譯同時是一種

詮釋的過程，這個過程往往創造出不全然符合原典的、新的文本意義。基本上，

譯本相對於原典，雖然使用同樣的標題、共有某些語彙，譯本形同新的文本。透

過深度解讀西夏人彙編翻譯的中國古典文獻，我們可以考察他們如何以西夏語加

工創造的過程。 

計畫的成果，對夏漢語言、文化、歷史的認知，應該具有一定的意義。 

（一）可對西夏語文研究，對藏緬語、乃至漢藏語研究有所有所貢獻。作為語言

學的工作者，解讀西夏語文獻的終極目標，當然是完善的西夏語參考語法的書

寫。我們必須指出，翻譯漢語經典時，譯者都是盡可能精準的理解原典的文本；

雖然他們如何理解古典漢語並加以呈現，一定程度乃是取決於西夏語本身的性

質。研究西夏語、書寫《西夏語參考語法》，面對的不僅僅是語言，必須有比專

業語言學寬廣的積蓄。譯注、文獻解讀，是詮釋西夏語的必要過程，缺乏這個過

程，就談不上重建西夏語的語法體系。 

（二）西夏譯本無疑增益我們對原典文獻內容的知識。我必須承認，透過西夏文

本的解讀，直接促使我字斟句酌的閱讀漢語原典，而不只是停留在印象式的白話

翻譯。換言之，閱讀西夏譯本，是從異語言的角度，檢視漢語語法；揣摩西夏譯

者對古漢語、古代中國文化的詮釋。進一步，我們可以說，西夏語譯的漢文經典

是檢視古代中國史、建構上古中國語文的一扇窗子。 

（三）對於研究中國歷史上周邊民族的思想，本計畫應可提供方法論的參照項。

這一點非我所長，有待在座各位一起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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