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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陵，也称西夏陵、西夏帝陵。有“东方

金字塔”之称，是西夏历代帝王及王公大臣陵墓

所在地，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

为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西夏文

化遗址。西夏王陵坐落于宁夏银川市西郊贺兰山

东麓山前洪积扇地带，距银川市区大约 35 公里。

2001 年，西夏王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夏是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北割据政权。1038

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了“大夏”王朝，因其位

西夏王陵概况



神秘王陵

于同一时期的宋、辽两国以西，历史上称之为“西

夏”。西夏“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

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是当时西

北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后来被成吉思汗的蒙古汗

国所灭，共立朝 189年，先后传位 10主，为中国西

部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13 世纪，成吉

思汗完成了蒙古各部的统一，并开始征伐西夏、

金等周边国家，西夏与蒙古连年交战，迅速衰弱。

1227 年，成吉思汗率军围攻西夏国都中兴府（今

银川市），西夏被迫投降。成吉思汗对西夏的顽抗

非常憎恨，临死前命令蒙古军队屠城。西夏在蒙

古军队的屠杀下，白骨遍野，变成一片焦土。曾经

强大一时的西夏王朝灭亡了，只有贺兰山下一座

座高大的土筑陵台，仍然默默地矗立在风雨中，

展示着西夏王朝的昔日辉煌。

20 世纪 70 年代，位于贺兰山下的西夏皇家

陵墓被发现，使得静卧千年的西夏王陵终于揭开

了神秘的面纱。西夏王陵陵区总面积有 50 多平

神秘王陵



方公里，东西宽约 4.5 公里，南北长约 10 公里，西

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平坦开

阔。目前，共发现帝陵 9座、陪葬墓 254座。9座帝

王陵组成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按星象布局排

列。其规模与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

西夏的 9 座王陵分别是太祖李继迁裕陵、太宗李

德明嘉陵、景宗李元昊泰陵、毅宗李谅祚安陵、惠

宗李秉常献陵、崇宗李乾顺显陵、仁宗李仁孝寿

陵、桓宗李纯祐庄陵和襄宗李安全康陵。西夏自

景宗李元昊称帝至末帝李睍亡国，共传 10 帝，若

加景宗追尊的其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则有

12 帝。西夏只有 9 座王陵，后三代皇帝因死于成

吉思汗灭西夏期间，故未能造陵。西夏王陵占地

面积均超过 10 万平方米，由阙台、神墙、碑亭、角

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组成。陵园分南

区、中区和北区三个区域，其中以南区的裕陵和

嘉陵最大，俗称“双陵”。西夏陵 3号陵，茔域面积

15 万平方米，是西夏陵 9 座帝王陵园中占地面积

最大和保护最好的一座，专家认为该陵是西夏开

国皇帝李元昊的“泰陵”。泰陵四周筑有夯土城

墙，城墙内有广场、道路、院落、水井和房屋等，遗

迹都清晰可见，布局十分整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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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筑多集中在城的前部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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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王陵

西夏王陵的陵区地表发掘出大量的兽面纹

瓦当、花卉纹瓦当，虎头纹滴水、绿琉璃瓦、白瓷

板瓦、花纹砖、套兽、莲花桩基，以及造型生动、高

达 1.5 米的灰色和绿色琉璃鸱吻，精工制作的石

雕栏柱和男女像力士石座等大型建筑物件，显现

出昔日陵区的宏伟规模和肃穆景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

进行了发掘，主要有桓宗庄陵和四座陪葬墓、四

个碑亭及一个献殿遗址，从中发现了一些很珍贵

的西夏文物。庄陵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式

墓，墓道长 49 米，距地表 24.6 米。墓室由中室和

东、西配室组成，不作砖室，只在四壁砌护墙木

板。出土文物有金银器、珠饰、铜器、甲片、铜铃、

瓷器等，此外还有矛、剑、高足碗、瓶等残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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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盗坑堆土中发现的金带饰、西夏钱币、宋朝货

币、雕龙栏柱和雕刻佛教经语的经幢等文物。碑

亭中出土了西夏文、汉文残碑 3000多块。陪葬墓

的墓室为圆角方形，出土文物有鎏金铜牛、石马、

石狗等随葬品，还有几百块西夏文、汉文残碑以

及唐宋货币、丝织品等。西夏陵出土的大量文物，

为研究西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建筑、宗教和

帝王宫廷生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研究

发现，西夏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

王陵之所长，同时又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

族文化、佛教文化、党项民族文化有机结合，构成

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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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王陵

1970 年的初春，一位陕西考古工作者乘车经

宁夏前往内蒙古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距银川市不

远的贺兰山下，分布着一片高低不同的黄色土

丘，推测这片气势恢弘的陵墓建筑群是高大封冢

的“唐墓”，但并没有引起宁夏考古界的重视。

1972年 6 月，兰州军区某部战士在贺兰山挖掘工

程地基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十几件古老的陶制

王陵发现过程



品。部队首长认识到这里是一处重要墓葬古迹，

命令战士们立即停止工程挖掘，同时将这一情况

迅速报告给宁夏博物馆。宁夏博物馆迅速组织考

古人员来到距离银川市 40 公里的工程现场，对

现场的保护做了必要的安排，同时开始进行抢救

性挖掘。10 天之后，一座古老的墓室终于重见天

日。墓室中发现了一些巧夺天工的壁画，还出土

了一些精巧的古代工艺品及方砖等陶制品，经过

考古人员仔细的研究和测定，认为这是一个西夏

时期的陵墓，而出土的方块字正是今天被人们看

作如天书一般的西夏文。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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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墓冢的陵墓 15 座，并按调查顺序进行了首

次编号。不久，他们终于认定这些雄伟的建筑正

是西夏皇家陵墓。

此后近 30 年间，考古人员对矗立在荒漠中

的西夏陵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共清理出 1

座帝王陵、4 座陪葬墓、14 座碑亭、1 个献殿遗址

及部分建筑遗址、窑址，并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

物。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对陵区进行了 4 次

全面系统的调查与测绘调查，并不断发现新的大

小不等的陵墓。发现的陵墓由 15座增加到 70 多

座，后又增加到二百余座。西夏王陵的规模与河

南巩县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如此之大的皇

家陵园在中国实属罕见。

2004 年 4 月，在“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

发现”评选活动中，西夏王陵榜上有名，同北京周

口店遗址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现与发

掘等 100项考古发现同获此殊荣。

而今，西夏陵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人文景观闻名于世，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中

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成为驰名中

外的名胜古迹和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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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0~13 世纪，在中国西北建立西夏王朝

的主体民族，中国史籍称之为“党项”，或称为“党

项羌”，是源于羌族的一个分支。羌族是一个能歌

善舞、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

衍、活动在祖国的西部地区，以游牧为生，在不断

的融合与发展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祖源之一。

传说中，羌人是炎帝的后裔，在古代神话中神农

氏与炎帝同为一人，神农氏人身牛首，头上有角。

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他

生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岁时就懂

得了农业种植。慈爱的神农氏一生为百姓办了许

多好事：教百姓如何播种五谷，使百姓得以丰衣

足食；为了让百姓不受疾病之苦，他以身试药，尝

遍了山间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

还编写药书，为民治病。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

礼仪，为后世所称道。神农氏靠自己的威信、武功

党项羌族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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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拥有天下，称炎帝。炎帝生长于姜水，所以姓

姜，在今关中西部地区。甲骨文中羌字从“羊”从

“人”，意思是牧羊人。而姜字从“羊”从“女”，意思

是牧羊女。姜、羌相通，同源，他们是以羊为部落

的图腾。史料也记载羌出自三苗，是姜姓的别

种。“三苗”是形成华夏民族的主要成分之一。在

炎帝的后裔中，有姜姓诸夏和姜氏诸戎之分，其

中羌戎又分成共工、四岳、氐羌三大支。在人类社

会初期的蛮荒时代，部落间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

和人口而战争不断，相传居住和耕作在中原地区

的“诸夏”首领炎帝、黄帝和太昊、少昊，尧舜禹与

游牧在周边的三苗之间经过不断的斗争与融合，

一次次使原来的部落集团结成更大的联盟。炎帝

和黄帝先后成为部落联盟中的共主，炎帝部落与

黄帝部落世代结姻，是中华民族第一次融合，所

以中华子孙自称为炎黄世胄。后来，以黄帝为主

的部落联盟，经过千年的发展，促进了原有各部

落的融合，又传承为夏、商、周三代。相传夏就是

炎帝的后裔建立的，炎帝部落联盟中较大的一支

是共工，人们也认为共工与鲧是同一个神话人

物，他曾是九州姜戎的共主。尧舜禹时，洪水四处

泛滥，威胁到周边和下游民众的生命，尧召开了

部落联盟会议征求能治水患的人，众人举荐鲧，

尧认为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信，所以不同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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鲧。最后在众人的力争下，尧同意让鲧

治水，然而鲧治理洪水，采用了堵塞的

方法，结果治水九年而水患不息，未完

成任务，他也因此而受到了惩罚。其后，

四岳又举荐鲧的儿子大禹来治水，得到

了舜的同意，并让四岳辅助禹，禹采用

疏导的方法治理了洪水，使天下得利，

所以受到赏赐，禹被赐姓“姒”，名为“有

夏”。赐四岳姓“姜”，名为“吕”。禹为姒

姓祖神，四岳为姜姓祖神。史料记载禹

因治水有功，而成为舜的接班人，担任

部落联盟首领，禹的儿子启是夏朝的创

建者。而据学者考证，禹生自西羌。可

见，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

的大奴隶主夏启也应属于羌族后。

商人子姓，起源于北方燕山以北到

易水流域，商人立国后，当时西北的氐

羌都臣服于商，没有敢不来朝拜商王

的。但到了商后期，尤其是武丁时期，商

的主要边患却在西北地区，主要来自

羌、土方、鬼方与周等。因此，商王朝为

了消除边患，常常发动掠夺西方部落的

战争，每当战争胜利，商就能掠夺到一

些人口，卜辞中通称为“羌”。商把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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