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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易學在西夏（党項）帝國的傳播與影響至今仍未被整理。隨著黑水城西夏文獻的出土，

研究西夏易學的初步條件已經形成。本文為首個有系統地探討西夏易學史的研究，重點是

易學的符號及占卜如何融入西夏文化。它顯示易學的理論及實踐滲透醫學、建築、藝術、

軍事、政治詞彙、曆法、占卜及世界觀等不同文化層面。 

西夏人按自己的文化需要及偏好吸納易學。跟不少非漢族群相似，西夏人選擇性採納

易學，對占卜、風水、醫學、軍事等實用領域特別感興趣。他們偏重占卜，對《易經》的

義理及象數似乎漠不關心。從易學亦可窺見西夏文化的多元化與混種性。此開拓性研究有

助加深瞭解中國與西夏的文化交流及易學如何在中國周邊與當地非漢族宗教、文化融合。 
 
 
 

關鍵詞：非漢族易學、西夏、黑水城西夏文書、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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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易經》的文本，再加上其相關的概念（如太極、陰陽、乾坤、三才、五行、八卦、

九宮、十天干、十二地支等）及圖象（如《河圖》、《洛書》、《太極圖》等）可被統稱

為「易學」。易學在深受漢字文化及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諸國的發展甚有可觀，而且與當

地本土文化融合。1 相對而言，不屬漢字文化圈的中國周邊民族受易學的影響較淺層及局

部。在周邊各民族中，曾入主中原的滿族及蒙古族的漢化較深，易學水準頗高，甚至出現

滿人及蒙古人的《周易》註疏。與此相對，在中國周邊建立地方政權的民族受中國易學的

影響較為間接及片面，藏族及党項族便屬於此類。對於漢族易學，他們會有選擇地吸納，

用以豐富自己的宗教與文化，因此可以說是種在地化易學。藏傳佛教及党項族的尚白美學

中的易理便是例子。2 

党項族已不復存在，西夏文早成死語。以往西夏研究因史料匱乏及語言隔膜，起步較

遲。易學在党項族及其建立的西夏帝國（1038-1227，共十帝，自稱大夏）的傳播與影響

至今仍未被整理。近年透過以內蒙額濟納旗東北的黑水城出土的一些西夏文獻及其翻譯，

研究党項族易學的條件開始形成。我們從文獻中得知西夏人對易占頗具興趣，但同時發現

其易學、甚至漢文水準不高，謬誤甚多。究竟易學在西夏如何流傳？西夏人對易學有何偏

好？易學對西夏文化有何衝擊？學界至今對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仍是不太瞭解。本文為首個

有系統地整理西夏易學史的研究，嘗試透過黑水城、敦煌等地出土的西夏文書，輔以中國

史料及學者的專題研究成果，勾劃易學在西夏的傳播及其特色。它有助加深瞭解中國與西

夏的文化交流及易學如何在中國周邊民族展開及與當地宗教、文化融合。 

二、西夏歷史與《易》學 

一般認為西夏是由党項族為骨幹組成的國家。党項族是古代一個畜牧民族，發祥地在

中國西部四川一帶，族人散佈寧夏、甘肅、新疆、青海、西藏等西北地區。党項族屬羌族

                                                        
1  參吳偉明：《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年）及 Richard J. Smith, The I Ching: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4 “The Changes in East Asia,” pp. 129-169. 

2  有關易理與藏傳佛教，參 Wai-ming Ng,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Yijing i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1 (2019), pp.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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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因此血源及風俗與吐蕃相近。3 隋唐宋三代漢人多認為党項族源自古羌族，稱之為

「党項羌」。宋人有「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的看法。4 党項族在唐宋時期時叛時

降；在宋朝（960-1279）年間，他們於中國西北方建立西夏帝國。在其近兩百年的歷史中，

西夏文化融合宋、遼、金、印、藏等地的元素，發展頗有可觀之處。其易學亦反映這種文

化多元性及混種性。 

在北宋前期的 1032 年，党項族領袖李元昊（1003-1048，祖先本姓拓跋，唐朝賜姓李）

稱帝，是為景宗。他改姓嵬名，以兀卒（又譯烏珠）為名，西夏語之意為青天子，以別於

漢族的黃天子，顯示西夏與宋的關係對等。5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曰：「烏珠者，華言

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黃天子。」6 跟據五行五色說，青屬木，黃屬土。木剋土，因此青天

子的氣勢強於黃天子，由此可見元昊明白五行之道。此外，《周易‧文言》申卦上六曰：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按天尊地卑的原則，青色的天（按：玄在先秦

文獻代表青色）尊於黃色的地。 

元昊懂西夏語及漢語，其文化政策在強調党項族固有文化（蕃學）外，亦從宋、金、

藏等地區引進儒釋道三教及醫、天文、曆算、占卜、兵法等實用學問。他好占卜，在朝廷

設立卜算院，掌管天文、曆法、修史、宗教及占卜。其軍事及占卜受陰陽、三才、五行、

八卦的影響。此外，元昊命大臣野利仁榮（?-1042）用西夏文翻譯《孝經》及《爾雅》以

推廣新創的西夏文及宣揚儒學倫理。 

二代皇帝毅宗李諒祚（1047-1067）比元昊更重視中國文化。1063 年他向宋朝乞求儒

家書籍，獲賜九經。7 這是文獻上《易經》的首次傳入西夏。《續資治通鑑長編》記：「以

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8 《正義》大概指唐

                                                        
3  另一說法認為党項族源自鮮卑族，理據是西夏皇族姓拓跋，而拓跋為鮮卑名門望族之一。《遼

史‧西夏外紀》亦記：「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元‧脫脫等：《二十四史：遼史》（北京：

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043。 
4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宋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264，頁 9129。 
5  Kirill J. Solonin, “Three Teachings in Xixia and Tangut Identity,” pp. 26-27. 網 址 ：

https://www.academia.edu/33573065/Three_Teachings_in_Xixia_and_Tangut_Identity（最後瀏覽日

期：2021.7.4） 此外，「兀卒」的漢語發音與「吾祖」接近，宋人認為不敬。Ruth Dunnell, 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 115. 

6  宋‧李燾著，清‧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卷 122，頁 1103。 
7  「九經」之名初見《新唐書》，不同時代所指略有不同，但《易經》均在其中。北宋時期九經

是指《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周禮》、《儀禮》、《春秋左傳》、《春

秋公羊傳》及《春秋谷梁傳》。參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頁 157。 
8  宋‧李燾著，清‧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98，頁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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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對九經的註疏，相信包括孔穎達（574-648）的《周易正義》。9 若是如此，這亦是

文獻上中國易著的首次傳入。不過西夏一朝並無將九經作有系統的翻譯與傳授，西夏人對

儒學的熱衷遠不及藏傳佛教。10 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順（1083-1139）立漢人女子任氏為后，

於 1101 年建國學，供貴族子弟三百人學儒，課程包括《易經》。他又派使者至金國採購

儒書。 

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1124-1193）在位時期西夏漢化更深，文教達盛世。他於中央

設置太學及各地方建立學校，並推行科舉。他又親自舉行釋奠，奉孔子為文宣帝，於各地

設廟祭祀。11 1154 年西夏從金國獲賜儒書。《宋史‧夏國傳》如此稱頌仁宗：「崇儒學，

禁奢侈，修國史，製新律，又尊孔子為帝，增弟子員至三千人，典章文物燦然成一代宏規。

蓋幾軼遼、金而上之矣！」12 

易學在仁宗時期亦達高峰。當時的宰相斡道沖（?-1183）是西夏著名儒者，精通《周

易》。他統合漢籍中的易占法，以西夏文撰《周易卜筮斷》一書，成為西夏人所寫的唯一

《易》著。該書在西夏曾廣泛流通，有助普及易占。元代文人虞集（1272-1348）在其《道

園學古錄》中收錄〈斡道沖像贊記〉一文，謂道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

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

書之，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像列

諸從祀。」13 《周易卜筮斷》一書在西夏大概用活字版印刷成官版。14 它在元朝仍存，

可惜沒有漢譯本，清朝錢大昕（1728-1804）在《元史藝文志》將它編入《易》類。隨著

西夏文在明清漸成死語，該書亦終告失傳。更遺憾的是其它書籍並未有引用，所以已完全

無法知悉其內容。 

七代皇帝桓宗李純祐（1177-1206）以後至滅國的三十年間，西夏在內憂外患下，

文教大不如前，亦再無易學的相關記載。西夏亡國後元朝聘用多位党項族儒者。元朝

進士党項人（元朝稱唐兀）余闕（1303-1358，號青陽先生）曾任翰林學士，著《五經

                                                        
9  胡玉冰：〈淺談西夏與宋朝文獻典籍交流〉，《西夏學》第 5 輯（2010 年 9 月），頁 212-214。 
10  李吉和、聶鴻音：〈西夏蕃學不譯九經考〉，《民族研究》2002 年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73-78。西夏官譯儒典只有《論語》、《孟子》、《孝經》，沒有西夏文版九經。 
11  北宋神宗（1048-1085）本欲封孔子為王，但因朝臣反對而放棄。宋朝無法做的事竟在西夏完成。

參李祥俊：《道通於一： 北宋哲學思潮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23。 
12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收入《二十四史訂補》第 1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卷 38 ，頁 17。 
13  元‧虞集：〈斡道沖像贊記〉，收入元．蘇天爵編：《元文類》（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 年），

卷 1，頁 12-13。 
14  牛達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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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注》。他好《周易》，自稱「亂注《易說》，廿餘年不得成。」15 他曾花二十年用

漢文撰《易說》五十卷，但無刊行。其《易》論散見《青陽先生文集》，似重視義理

及政治倫理，例如他從《周易》謙卦的卦象明白君子謙虛之道，曰：「余讀《周易》

之謙，未嘗不掩卷而歎曰：『聖人待小人之心，一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

小人也。小人盛則干君子，故陰至三則履。君子盛亦未嘗不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

謙虛也陽本實而云虛者，不自滿假故屈而下於陰也。」16 

明末李自成（1606-1645）亦是党項人。他在 1643 年建立五營軍制，分別用青、赤、

白、黑、黃五色代表各營，反映其五行思想。其軍師及占卜師宋獻策（?-1645）精通易占

及術數。聽從獻策的意見，李自成自認是取代明朝火德的水德，建立大順政權後自稱「水

德王」。水德本應配黑色，但自成認為藍才是水色，故此順朝衣冠均用藍色。崇禎時期進

士趙士錦目睹明亡於順，在《甲申紀事》記曰：「賊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藍，故軍中俱穿

藍，官帽亦用藍。」17 元明時期党項人已融入中原文化，被漢族、蒙古族、藏族及回族

等同化，党項族漸在歷史中消失，至清朝已不復見。 

三、西夏文獻與《易》學 

蒙古滅西夏時銷毀其文獻，加上西夏文在元明兩朝已成死語，所以直至二十世紀初黑

水城文獻出土為止，學界過去一直難以研究西夏文明。黑水城遺址出土的西夏文書數量龐

大，以西夏文及漢文書籍為主，與易學相關的文獻可分以下三大類： 

第一，《周易》的西夏文翻譯及漢文抄本。黑水城文書用西夏文翻譯的漢文儒學典籍

合共十多種，刻本有宋陳祥道（?-1093）的《論語全解》，寫本有《孟子》、《孟子傳》

（宋‧陳禾）、《孝經傳》（宋‧呂惠卿，1030-1111）及《左傳》。此外，還有《易經》、

《尚書》及《大學》等寫本殘卷。18 它們現多藏於俄國及英國，暫時已公開的只有《論

語全解》、《孟子傳》、《孝經傳》、《孟子》、《尚書》及《孫子兵法》等部份文獻。19 

                                                        
15  元‧鄭玉：《師山遺文》，卷 5，收入清‧紀昀、陸錫熊編：《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卷 1217，頁 112。 
16  元‧余闕：《靑陽先生文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卷 4，頁 99。 
17  明‧趙士錦：《甲申紀事》（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6。 
18  參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371；史金波：《西夏

文化》（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年），頁 107-108。《孟子》的相關文獻較多，參彭向

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3-8。 
19  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頁 371-372。 

https://julac.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CUHK_IZ21793733970003407&context=L&vid=CUHK&lang=en_US&search_scope=All&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default_tab&query=any,contains,%E8%A5%BF%E5%A4%8F&sortby=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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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的《易經》殘本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至今仍未公開，

未能研究。20 黑水城出土的密宗經典《秘密供養典》附有部分《說卦》的西夏文翻譯文

字。21 它的部分紙背還抄有《六十四卦圖歌》。22 

此外，一些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書有引用《易經》相關文字，例如F1:W45 記曰：「庖

犧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這是抄自《史記‧三皇本紀》對《周易．繫辭下》的引文。《繫辭下》無「庖

犧氏，有聖德。」及「旁」字，《史記》卻有，可見它是間接抄自《史記》。23 黑水城

出土的西夏文譯〈禪源諸詮集都序〉（唐‧裴休述作）中引用王弼《周易略例》的文字，

但不太精準。原文是「《周易略例》云：據要會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黑

水城的西夏文卻譯作「《周易》云：若據會要以觀一方，則六合輻輳，如車輪之軸。」24 

第二，提及易理的類書及字典。出土西夏文文獻中有抄譯不同漢籍的類書，例如《經

史雜抄》選譯自唐中後期的類書《新集文詞九經抄》，內容是抄寫《論語》、《孟子》、

《孝經》、《易經》、《毛詩》、《左傳》、《禮記》、《莊子》、《老子》等漢籍的金

句二百多條，但錯漏百出，翻譯水準甚劣。25 此外，出土的西夏文書中有官方欽定的百

科全書《聖立義海》（1182 年，十五卷），內含易學相關的三才、陰陽及五行等概念。

該書以「天地人」三才為綱領。其論道德曰：「隨天地德、隨陰陽和，五行蓋身，鬼神守

護。」26 論物理則謂萬物生成是陽氣與陰氣的和合：「天屬陽：一切日星，光淨寰宇，

陽氣下降，陰氣和合，盡成諸物。」它認為人亦是天地相交、陰陽和合而生：「陰陽和順：

因陽力盛起，陰根和順生。」27 

西夏學者骨勒茂才編的《番漢合時掌中珠》（1190 年）是漢文及西夏文的雙語字典，

                                                        
20  羅福萇：〈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4 卷第 3 號（1932 年 1 月），

頁 1-7；史金波：《西夏文化》，頁 107。 
21  日‧西田龍雄：〈黒水城出土西夏文献について〉，《日本學士院紀要》2005 年第 60 巻第 1

號（2005 年 4 月），頁 3。 
22  馬靜：〈占卜與西夏社會研究〉，《中國民族博覽》2020 年第 2 期（2020 年 1 月），頁 93-94。 
23  李逸友編：《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 年），頁 209。 
24  聶鴻音：〈《禪源諸詮集都序》的西夏譯本〉，《西夏學》第 5 輯（2010 年 9 月），頁 25。 
25  Imre Galambos,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Berlin: De Gruyter, 2015), p. 158. 《新集文詞九經抄》在中國佚

失，卻在敦煌寫卷中被發現。根據聶鴻音的研究，《易經》的引文在《經史雜抄》的第九頁。

參聶鴻音：〈西夏本《經史雜抄》初探〉，《寧夏社會科學》2002 年第 3 期（2002 年 6 月），

頁 84-86。 
26  轉載自袁志偉：〈《聖立義海》與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學思想〉，《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

會科學版）》2015 年第 3 期（2015 年 6 月），頁 48。 
27  袁志偉：〈《聖立義海》與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學思想〉，頁 46-47。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loginid.aspx?uid=WEEvREcwSlJHSldSdmVqMVc3M1dFRDdQejA4MkNhSGFESmY4d0RUaTZ6dz0%3D%24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p=Navi%2FBridge.aspx%3FLinkType%3DBaseLink%26DBCode%3Dcjfd%26TableName%3DCJFDbaseinfo%26Field%3DBaseID%26Value%3DMZ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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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才分天、地、人三部分，一共收入四百一十四條辭彙。天部所談的天體、干支及八卦

均來自中國。人部有使用「陰陽和合」一詞，曰：「陰陽和合，得成人身。學習文業，仁

義忠信。五常六藝，盡皆全備。」28 另外，該字典還有「五行」、「大陽」、「大陰」、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天乾」、「地坤」、「陽氣」等與易學相關的辭彙。29 

第三，易占類文書。西夏人迷信鬼神，好占卜，其傳統占法多用天象、羊骨及羊內臟，

其中以星占術最獲重視。中國占法傳入西夏後大受歡迎，日漸取代傳統占法。30 從史料

中得知易占廣為西夏人所用。黑水城出土占卜相關文獻共三十二種，其中十四種使用易

占。31 與易占相關較重要的文獻有漢文寫本的《卜筮要訣》、《六十四卦圖歌》、《卦

名》、《六十甲子歌》及西夏文寫本的《周易十二錢卜法》、《瑾算》、《八卦取象歌》

及《五星秘集》。 

《卜筮要訣》是部淺白易明的易占解說書。它避用「恒」字應是避諱宋真宗趙恒

（968-1022）之名，可推測它為北宋時期抄本，但不知抄自哪個漢籍。它出土時本無題，

《卜筮要訣》為現代學者按其內容才添加的。它主要使用西漢京房納甲法，將六十四卦分

八宮，以八卦各主一宮。各爻與氣象、天文相對應。此說在中國甚受歡迎，而且影響周邊

地區。《卜筮要訣》由四部分組成：〈八卦象例〉列舉八卦相關的東西，〈搖卦訣〉是用

六銅錢搖卦的占卜法，〈六十四卦歌訣〉是納甲法的八宮卦順序，〈六十四卦占辭、占詩〉

是易占的解說。32 六十四卦占辭、占詩是《卜筮要訣》的主體，可惜只存留乾、坤、屯、

蒙、需、訟、師七卦。以蒙卦為例，其占辭及占詩均顯示情況會有所改善，其文如下： 

 

蒙 

有財，宜不久轉。三頭兩望得貴人。 

把他撐住。身上通利， 

望是成。有一段財，是宜進。 

                                                        
28  西夏‧骨勒茂才編：〈人事下〉，《蕃漢合時掌中珠》（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頁 16。六藝的說法有二：一是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學問；另一是指六經：《詩》、

《書》、《禮》、《樂》、《易》、《春秋》。 
29  西夏‧骨勒茂才編：《蕃漢合時掌中珠》，頁 9，17，20-21，34。 
30  聶鴻音：〈西夏文獻中的占卜〉，《西夏研究》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 6 月），頁 3-14。 
31  趙小明：〈黑水城漢文占卜文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昌吉學院學報》第 1 期（2016 年 2 月），

頁 65-70。 
32  彭向前：〈西夏漢文寫本《卜筮要訣》再探〉，《寧夏社會科學》2010 年第 1 期（2010 年 2 月），

頁 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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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波淺浪尚疑舟，進志如何有滯留。 

待得事謀歸己用，兩頭耗意其悠悠。33 

 
此抄本別字、衍字甚多，抄者漢字水平明顯不高。這亦是西夏漢文獻的常見問題。《卜筮

要訣》反映西夏人易占時喜用簡單的拋錢法，以取代正統的蓍草起卦法。34 

《六十四卦圖歌》是介紹京房納甲法為基礎的占卜書，應為北宋初年寫本。因避諱宋

真宗趙恒之名，內文將恒卦改稱常卦。此書與明朝徐紹錦編的《斷易天機》相近，連部分

文字亦一致，可見京房納甲法在宋元明一直流行。《六十四卦圖歌》有助重組已失傳的京

房易。35 全書的體裁是用六十四卦占其父母、兄弟、官鬼（按：官運、福祿）、子孫、

妻財這六大關係（六親）的運程，然後以史解說，再加七言詩《頌》、四言詩《讚》及五

言詩《歌》。這種形式雖來自中國，但十分適合能歌擅舞的党項族，而且對普及易占有幫

助。出土的《六十四卦圖歌》只保留五十七卦，內文多缺字、別字。以蒙卦為例，其以史

說卦、頌、讚、歌分別如下： 

 
蒙卦 

八月卦、飛丙戍土、伏乙酉金 

此卦是王莽奪漢家社稷。得此卦，知漢家大王。 

頌曰： 

山水濛濛未可行，登高涉險幾歡榮。 

遲疑進退待攜接，童子求時自有情。 

讚曰： 

蒙者昧也。山下有泉，退即困險。進□逢山。 

徊徨返覆，迍悶相連，多憂過失，病患相纏。 

欲進欲退，疑惑不前。 

歌曰： 

                                                        
33  孫繼民、宋坤、陳瑞青編：《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上）》（北京：北京師

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29-330。 
34  這似乎是中國周邊民族常用的易占法。藏人亦好以拋六銅錢起卦。Wai-ming Ng,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Yijing i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 27. 
35  胡若飛：〈西夏京房易漢文寫本殘佚爻象考略〉，《西夏研究》2011 年第 4 期（2011 年 12 月），

頁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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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蒙初受訓，言語未分明。進退□巇嶮，踟躕憂慮情。 

囚人看即放，病體氣還生。忌涉北方水，魚龍動心驚。36 

 
《卦名》乃西夏神宗光定八年（1218 年）時由僧人幾所撰，有稱〈讚佛稱讚慈尊〉

的解題，將佛家語用於易卦，解說沿用佛語「偈」。可惜殘卷只保留少量片段，令人難以

解讀。例如乾卦只餘以下數字：「僧幾貟謹詣佛。乾 ，四月卦。乹□□□□，還□□□

□。既□□□□。」37 文中竟誤用坤的卦象 作乾 ，可見抄者若不是粗心大意，便是

對易學一竅不通。38 《卦名》與其它出土的佛典混在一起，估計是西夏佛僧的易占記錄。39 

《六十甲子歌》來自中國的納音取象法，在中國稱《六十甲子納音歌》，相傳此法創

自鬼谷子及東方朔，它用七言詩形式將六十甲子配五行、陰陽及十二地支。例如首四甲子

的歌是「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40 在中國賣卜者均要背誦其訣，可用於

算命或治病。黑水城的《六十甲子歌》為西夏抄本，以潦草的楷書寫成，有頗多錯字缺字。 

《周易十二錢卜法》與敦煌文獻《李老君周易十二錢卜法》的卜法相同。41 其卜法

是將十二枚銅錢同時擲於盤中，然後看其文（正面）縵（背面）以決吉凶。文（或稱花）

為陽，縵為陰。以十文二縵為例，是大凶的土火卦。《周易十二錢卜法》解曰：「十花二

縵，土火卦也。訴訟後多事，婚事不作。行人來遲，病人難愈。求財不得，棄失仍在，逃

亡不得，後□尋得，亦不利。」42 從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的《大唐三藏卦本》，顯示西夏

人在使用十二錢卜法前有拜唐玄奘的習俗。43 

《瑾算》是占星書，內容與陰陽、五行、八卦、干支相關，至今仍未被完整破譯。《瑾

算》附有生時命盤，該命盤由內至外，依次是陰陽五行、十二地支、與黃道十二宮。44 

                                                        
36  孫繼民、宋坤、陳瑞青編：《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中）》，頁 567-568。 
37  孫繼民、宋坤、陳瑞青編：《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中）》，頁 616。 
38  卦象出錯情況在黑水城文獻中相當普遍，例如 F1：W44 中的八卦卦象中竟有三卦不對。參李逸

友編：《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頁 209。 
39  王巍：《黑水城出土漢文符占秘術文書考釋》（中國：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碩士論文，2013

年），頁 23。 
40  王巍：《黑水城出土漢文符占秘術文書考釋》，頁 584。 
41  趙坤：〈英藏黑水城文獻《周易十二錢卜法》初探〉，《西夏研究》2016 年第 1 期（總 25 期）

（2016 年 3 月），頁 32-37。這種十二錢卜法在敦煌亦有出土，反映它在吐蕃（西藏）頗為流

行。 
42  趙坤：〈英藏黑水城文獻《周易十二錢卜法》初探〉，頁 33。 
43  孫伯君：〈從兩種西夏文卦書看河西地區「大唐三藏」形象的神化和占卜與佛教的交融〉，《民

族研究》2016 年第 4 期（2016 年 8 月），頁 72-78。唐五代時期河西地區民間流行十二錢卜法，

西夏亦受其影響。《大唐三藏卦本》以五行為卦名，如金卦、土木卦等。 
44  參榮智澗：〈西夏文《瑾算》所載圖例初探〉，《西夏學》第 10 輯（2014 年 6 月），頁 172-176。 

http://gb.oversea.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MFD&sfield=au&skey=%e7%8e%8b%e5%b7%8d&code=29149075;
http://gb.oversea.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MFD&sfield=au&skey=%e7%8e%8b%e5%b7%8d&code=2914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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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取象歌》是解釋八卦卦象的歌訣，幫助初學者記憶八卦的封象。原文是「乾三

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震仰孟，艮覆碗，兌上闕，巽下穴。」45 朱熹（1130-1200）

在《周易本義》中有《八卦取象歌》，但次序與文字略有不同。朱子的版本是「乾三連，

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巽下穴」變作「巽下

斷」。不過南宋亦有不同版本的《八卦取象歌》，不知西夏文版抄自哪個宋版。46 

《五星秘集》（1183 年）是西夏人骨勒仁慧所編有關五色占法的書。五色占法來自

東漢《易》讖緯之學，初見於隋朝文獻，至宋而盛，在西夏亦十分流行。它以五色(青、

赤、黃、白、黑)分別配五行（木、火、土、金、水），用來預測各大小事情。以天上的

雲為例，《五星秘集》指出黃色則豐收，青色有蟲災，白色有疾病、死亡，紅色有戰爭，

黑色有水災。47 史書《西夏書事》亦記五色占的流行。1144 年秋季西夏天空曾出現長達

五十多天的彗星，仁宗聽從群臣之言而改元。有大臣在奏章引漢讖緯書《鈎命訣》，用五

色占法解釋五種可能出現的亂象曰：「彗有五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盜冗，

强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湖決，處處

賊起。」48 

從上述三類出土文書中，可見西夏人對《易經》的文字及象數一知半解，錯漏百出。

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占卜，這類文獻為數最多。除易占外，易理亦被廣泛應用於不同的占

卜術上。 

四、西夏文化與《易》學 

西夏人對易學認識不深，只對易占感興趣，但與易理相關的陰陽五行思想卻對西夏文

化有一定的影響。其影響在不同文化範疇都留下痕跡，但卻不算明顯及深遠。這從西夏的

國名、王陵、年號、曆法、藝術、文學、兵法及醫學可窺見一斑。 

「西夏」是宋人對其稱呼，西夏人自稱「大白高國」、「大白上國」、「白高大夏」、

                                                        
45  聶鴻音：〈西夏文獻中的占卜〉，頁 4。 
46  宋‧徐總幹的《易傳燈》用「巽下穴」，但其八卦取象次序跟西夏版不同。宋‧徐總幹：《易

傳燈》（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5。 
47  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頁 324-325。 
48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收入《二十四史訂補》第 1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卷 35，頁 17。此引文原出《後漢書》所引魏‧宋均的《孝經鉤命決》。見漢‧班固：〈志

第 10‧天文上〉，《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 20，頁 2187。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6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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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上大夏國」及「西朝」。49 這些稱號均與五行說相關，因西夏地處西方的金位，而

金尚白之故。50 西夏人尚白之風因此有了五行的理論基礎。金為五行之首，西夏自詡是

「得西方金氣」及「雄鎮金方」的上國。元昊給宋朝的表以「白上」（按：西夏文音譯為

「邦泥定」）為國名，要求「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51 西夏皇太后在一○五

○年為在銀川新建的承天寺所撰的銘文亦稱西夏得西方金行之氣以鎮河西，「鋹啟中興，

雄鎮金方，恢拓河右。」52 《聖立義海》曾明言「國屬金」，它介紹西夏在年末臘日祭

神時謂：「年末臘日。國屬金，土日，君出射獵，備諸食。星影升。準備供奉天神，賞賜

官宰風樂。」53 

西夏人重視風水，位於銀川賀蘭山的西夏王陵依風水而建。54 採唐宋陵的做法，西

夏陵均坐北朝南。55 《周易‧說卦》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

也。」一般而言，中國君王登基後向南而坐，死後帝陵亦坐北向南，西夏陵亦受此思想影

響。西夏陵的設計配合陰陽五行，選西方金位，金配五音之商。56 按北宋官方葬書《地

理新書》（1057 年），西北高位為風水吉位，曰：「商音以其西北高，東南下。水流出

巽（按：八卦之一，東南位），如天地之勢也。」57 西夏陵正是採取「西北高，東南下，

水流出巽」的佈局。西北為賀蘭山，東南為銀川平原，水流出黃河。此外，有人發現若從

高空俯視西夏陵，九座帝皇墓組成北斗七星的圖案，其中八座王陵的分佈又與八卦圖形相

近。58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與易理關係密切的風水思想早已傳入西夏。蒙古人在滅西夏時，

曾刻意破壞西夏王陵的風水龍脈。 

西夏曾使用的年號共三十二個，其中九個有「天」字，四個有「大」字。有學者認為

                                                        
49  王炯、彭向前：〈「五德終始說」視野下的「大白高國」〉，《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 35 卷第

3 期（2009 年 7 月），頁 68-71。 
50  Ruth Dunnell, Tanguts and the Tangut State of Ta Hsi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p. 30; 吳天墀：〈西夏稱「邦泥定」即「白上國」新解〉，《寧夏大學學報》1983 年第 3
期（1983 年 9 月），頁 63-70。 

51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夏國傳上》，卷 485，頁 13995-13996。「白上國」之名由李元昊

所定。《宋史》記元昊稱其國「邦泥定國」。邦泥定為西夏文音譯，意為白上。 
52  西夏‧沒藏：〈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接佛頂骨舍利碑〉（1094 年立），收入明‧胡汝礪、管

律編：《嘉靖寧夏新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153。 
53  克恰諾夫、李範文、羅矛昆編：《聖立義海》（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55。 
54  僧人：《王國與東方金字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203。 
55  趙小明：〈略論西夏的占卜信仰〉，《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4 期（2013

年 9 月），頁 103。 
56  牛達生：〈西夏王陵考古擷英〉，收入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編：《寧夏考古記事‧寧夏文史

資料第 24 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04。 
57  王洙：《地理新書》（臺北：集文書局，1985 年），頁 392。 
58  唐榮堯：《王朝湮滅：為西夏帝國叫魂》（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頁 186。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N_ZzAAAAIAAJ&q=%E8%83%A1%E6%B1%9D%E7%A4%AA%E7%B7%A8&dq=%E8%83%A1%E6%B1%9D%E7%A4%AA%E7%B7%A8&hl=en&sa=X&ved=0ahUKEwj7wtHql7fZAhXEWrwKHXpzDKUQ6AEILTAB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5%83%A7%E4%BA%BA%22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tbo=p&tbm=bks&q=inauthor:%22%E5%94%90%E8%8D%A3%E5%B0%A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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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來自《象傳‧臨卦》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59 其中四個年號更是直接引自《易

經》。三代皇帝惠宗李秉常（1061-1086）的「乾道」（1069-1070）來自《易經‧乾卦》：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60 四代皇帝崇宗的「貞觀」（1101-1113）及「大德」（1135-1139）

分別典出《周易‧繫辭下》的「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及《易經‧繫辭下》的「天地之

大德曰生。」七代皇帝襄宗李安全（1170-1211）的「應天」（1206-1209）語出《易革卦

彖辭》的「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出土西夏銅幣亦見易理。西夏文錢共有六種：

福聖寶錢、大安寶錢、天祐寶錢、天慶寶錢、貞觀寶錢、乾佑寶錢。61 它們正面鑄西夏

文，部分背面是雙日雙月圖案。其中「天祐」、「貞觀」、「乾佑」均出自《易經》。 

西夏曆基本上以宋曆為本。西夏文及漢文的《曆書》均使用干支、五行、八卦、節氣

等配對不同年份及月份的變化及吉凶。62 俄藏黑水城文獻No.5282 是夏正德三年（1129

年）的西夏文曆書，將該年配干支的己酉、二十八宿的柳宿、八卦中的乾卦。63 《蕃漢

合時掌中珠》有關曆法的詞中有「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等詞。64 俄

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八卦法》、《九宮法》、《二十四節氣》、《六十甲子歌》等曆法占

書。曆法跟占法密不可分，因此西夏朝廷掌天文曆法的機構稱卜算院，兼掌替朝廷占卜之

職。 

西夏藝術包含一些與易理相關的東西。銀川出土一批精美西夏青銅器，其中有一件道

家文物雙龍紐八卦鐘，上部方框格內有八卦圖案。此鐘與一些佛教銅像一起出土，可見西

夏文化中的佛道融合現象。65 一些西夏瓷器有太極圖案。西夏瓷器中白瓷甚多，大概跟

西夏人尚白色有關。西夏瓷釉以黑、白色為主，上釉多為黑白相間以示陰陽和合。賀蘭山

西夏王陵出土文物中有西夏皇室用的黑白瓷器。甘肅省武威市（古稱凉州）塔兒灣西夏遺

址出土的西夏瓷器中有太極圖印紋的黑釉壺。66 西夏石刻墓誌銘多在背面刻有八卦圖，

內蒙出土的宋代党項族軍事領袖李光睿、李繼筠及李光遂的墓誌銘便是例子。67 這種設

                                                        
59  薑歆：《西夏法律制度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5。 
60  乾為首卦。西夏年號中使用「乾」字有三：乾道、乾祐（1170-1193）及乾定（1123-1126）。參

顧靜：《中國歷代紀年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74。 
61  張宏明：《錢幣》（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頁 120。 
62  史金波：〈西夏的曆法和曆書〉，《民族語文》2006 年第 4 期（2006 年 8 月），頁 41-48。 
63  彭向前、李曉玉：〈一件黑水城出土的夏漢合璧曆日考釋〉，《西夏學》第 4 輯（2009 年 7 月），

頁 55-56。 
64  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1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3-6。 
65  史金波：《西夏社會‧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22-123。 
66  黨菊紅：〈武威塔兒灣出土的西夏瓷壺〉，《隴右文博》2009 年 2 期（2009 年 12 月），頁 81-84。 
67  杜建錄：〈中國藏西夏文獻敘錄〉，《西夏學》第 3 輯（2008 年 7 月），頁 12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3%BB%E8%BE%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9A%E9%A1%B9%E6%97%8F
http://www.szrmf.com/paper/5350.html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5%8F%B2%E9%87%91%E6%B3%A2%22
https://qikan.cloud/thesis/detail/775501
https://qikan.cloud/journal/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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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應是受宋人的影響。68 

西夏文學以詩歌為主，有用西夏文及漢文撰寫的西夏詩。西夏古塔遺址出土佚名詩集

中的漢詩《冬至》，首句「變泰微微復一陽」是來自復卦「一陽來復」的卦象。69 後唐

的《李仁寶妻破丑氏夫人墓誌銘》（930 年）的銘文首句是「三才啟序，二聖垂明。既分

天地之形，爰列乾坤之像。」70 它使用陰陽、乾坤、三才歌頌天地文明開化。 

西夏兵法含五行。開國之君李元昊深諳兵法，熟讀《易經》與《曆法》結合的占星兵

書《太乙金鑒訣》，並將其應用於軍事上。71 《太乙金鑒訣》是有關太乙神數的應用書。

太乙神數與奇門、六𡈼合稱術數三式。《太乙金鑒訣》節錄自唐代道士兼天文學者王希明

的《太乙金鏡式經》，內有陰陽、三才、五行、八卦等思想。《太乙金鏡式經》多處仿效

《易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提要對它作如此介紹：「核其大旨，乃仿《易》、《曆》

而作。其以一為太極，因之生二目，二目生四輔，猶《易》之兩儀四象也。又以計神，與

太乙合之為八將，猶《易》之八卦也。」72 

西夏人對含易理的中國兵法頗感興趣，但西夏文翻譯卻不太精準，例如英藏黑水城文

獻的《孫子兵法》殘本將「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譯作「  

」，其意思變了「五行勝不定，四時常變化」。73 諸葛亮兵書《將苑‧兵勢》

重天地人三才，其西夏文版出現原文沒有的「陰陽」。74 西夏女子兵團（麻魁）便用金、

木、水、火、土（白、青、黑、紅、黃）的五色令旗「五行旗」。旗上有西夏文「令」字。 

深受中國及金國醫學影響的西夏醫學包含陰陽、五行、八卦等易理。黑水城出土的鍼

炙書多以易卦配鍼炙。75 西夏漢文文書No. 2630《新譯銅人血鍼灸典》在序文的首句便是：

「人類地上有情一切中最上。陰陽和合識生者，五行命運、鬼神守護。身相正。」76 以

                                                        
68  達官貴人的墓誌銘在背面刻八卦的做法在隋唐時已有，在宋代相當流行，此風吹至契丹及西夏。

參杜建錄：〈宋代黨項拓跋部大首領李光睿墓誌銘考釋〉，《西夏學》第 1 輯（2006 年 10 月），

頁 102-109。 
69  寧夏文物考古研所：《拜寺溝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頁 272。 
70  其拓本見康蘭英：《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頁 77。李仁寶是党項拓跋氏

的地方領袖。 
71  榮智澗：〈西夏占卜考〉，《劍南文學（經典閱讀）》第 1 期（2014 年 8 月），頁 159。 
72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444。 
73  林英津：〈西夏文《孫子兵法‧虛實‧軍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3 年 3 月 25 日

講論會閱讀資料，頁 2。（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eboard/colloquia/2013/ 
20130325_abstract.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7.4）。 

74  Galambos, Imre,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p. 235. 

75  日‧西田龍雄：〈西夏語訳六十四卦と鍼灸書〉，收入三笠宮殿下米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三

笠宮殿下米寿記念論集》（東京：刀水書房，2004 年），頁 557-577。 
76  日‧西田龍雄：〈黒水城出土西夏文献について〉，頁 5。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AE%81%E5%A4%8F%E6%96%87%E7%89%A9%E8%80%83%E5%8F%A4%E7%A0%94%E7%A9%B6%E6%89%80
https://kknews.cc/
javascript:;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7%BA%AA%E6%98%80%22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9%99%86%E9%94%A1%E7%86%8A%22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5%AD%99%E5%A3%AB%E6%AF%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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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九宮配人體八脈可能來自金朝醫學。77 黑水城文獻中有金版的漢文本《六壬課秘訣》，

以五行相生相剋為理論基礎，為病人占卜吉凶。其五行醫占一例如下：「克金喘嗽肚漲瀉，

克水增寒臍下酸。克火心痛傷冷物，克木風牙溢怒難。」78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書F137：

W2 用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觀念談論不同疾病。其論腸胃病曰：「飲食難消脾胃傷，

五行推究細消詳。□（按：所缺之字應是土）虛木旺食難克，腹痞心朦□面黃。」79 

西夏病人在食藥時有面向東方的習慣，例如甘肅武威出土的西夏文醫方記曰：「治寒

氣方，花椒皮，於翌晨空腹時，取新冷水，服二十一粒，面東。……東為木，大吉，可吸

陽氣，補肝膽」 80 這種帶有巫醫味道的做法來自中國道教醫學。唐朝命理學家李虛中

（761-813）在《五行書》亦謂：「辟厭疾病，正月元旦，面東。以齋水吞赤小豆三七枚，

一年無諸疾。」81 西夏醫學保留五行風水命理的元素。法藏敦煌文獻 P.2865《發病書》

指出在不同年份，五色人種（黑青黃赤白）會按陰陽五行的盛衰出現不同的病徵。82 

五、結語 

《易經》在 1063 年已作為九經之一傳入西夏，與易學相關的陰陽五行、八卦、占卜

則更早傳入，西夏首位皇帝李元昊已使用它們於軍事上，直至西夏在 1227 年滅亡，易學

在西夏的傳播長逾個半世紀。西夏的漢化程度雖高於吐蕃，但西夏人的漢語能力及漢學知

識均有限，無法充分理解《易經》的義理與象數。西夏易學一直仍停留在初階。西夏人按

自己的文化需要吸收漢族易學。他們偏重易占與陰陽、五行及八卦相關的易理。易學在西

夏文化的角色並非十分明顯，在研究上帶來很大挑戰。透過出土文獻及中國史料，本研究

可初步歸納西夏易學的一些特色： 

第一，易學在西夏的傳播及影響有限。西夏重視佛教多於儒教及道教，在出土文獻中

                                                        
77  金朝竇漢卿（1196-1280）的《針經指南》（1295 年）已有此種思想。此書出版時西夏及金均已

被蒙古所滅。從《針經指南》的水準可推測此論早已流行金國。參段成功、單書健、王者悅：

《中華古文獻大辭典：醫藥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155。 
78  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84。亦有學者認為《六壬課秘訣》是明清刻本。 
79 王巍：《黑水城出土漢文符占秘術文書考釋》，頁 29。 
80  轉引自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頁 310。 
81  收入明‧李時珍著、張國林注：《本草綱目》（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 年），頁 644。 
82  陳於柱：〈武威西夏二號墓彩繪木板畫「蒿裡老人」考論〉，《西夏學》第 5 輯（2010 年 9 月），

頁 117-122。 

http://gb.oversea.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MFD&sfield=au&skey=%e7%8e%8b%e5%b7%8d&code=2914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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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以佛教類居多，儒學類偏少，而《易經》在儒學類中又屬少數，遠不及《論語》、《孟

子》及《孝經》。西夏《易》類文獻的抄寫及翻譯均錯漏百出，可見一般西夏人對易學的

基本認識不足。文獻中並無西夏朝廷鼓勵易學的記錄，例如官方翻譯、重版均無《易經》。

西夏沒有經筵講經的制度。西夏漢化程度不及遼、金，西夏學者漢文能力不高，官員沒有

被要求學習九經。因缺乏直讀漢文的能力，有些像日本儒者的訓讀，党項人用西夏語的方

式來閱讀漢籍。《易經》本身的義理及象數雖未能引起較大關注，但與其相關的陰陽、五

行、三才、八卦等易理卻在西夏文化的不同層面留下一些若隱若現的烙印。 

第二，西夏人只對易占及易理在軍事、醫學、政治上的應用產生興趣，對《易經》本

身的義理及象數似乎漠不關心。官方文書及民間記錄並無發現有引用《易經》傳達政治主

張或道德資訊的例子。艱澀難懂的象數易更非西夏人所能明白。西夏人只喜歡一些淺白易

明的易占法，包括抛銅錢起卦法及京房納甲法。最可惜的是西夏人唯一撰寫的易著《周易

卜筮斷》未有保存下來，未能進一步瞭解西夏人的易占方法及水準。西夏人對漢族易學的

選擇性攝取是在地化的表現。 

第三，西夏因地理及歷史因素，本身的文化主體性並不像吐蕃般明顯，它成為中國、

西藏、女真及印度文化的大熔爐。83 這種文化多元化與混種性在西夏易學中隨處可見。

易類及易占之書主要由中國傳入，含易理的西夏醫學受中國及金國的共同影響，八卦九宮

說來自藏傳佛教及女真醫學，道家文物雙龍紐八卦鐘與佛教文物一起出土及西夏僧人用佛

理解卦等均是例子。 

 

 

 

 

 

 

 

 

                                                        
83  党項族不是沒有本土宗教，但只停留薩滿教的階段，所以不久被西藏、中國、印度等地傳入的

佛教所取代。參日‧大西啓司：〈西夏の土着信仰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西蔵学会会報》

第 55 號（2009 年 7 月），頁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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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act of the Yijing [Classic of Changes] scholarship in Western 
Xia (the Tangut Empire)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The unearthing of Tangut documents in 
Khara-Khoto has paved the way for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Yijing in Western Xia. 
This article is the first academic study of the Yijing in Western Xia, highlighting the ways that 
the Yingjing’s symbolism and divination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angut traditions. Yijing-related 
ideas and practices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Tangut culture, such as 
medicine, architecture, art, military strategy, political terminology, calendar, divin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he Tangut people adopted elements from the Yijing based on their own cultural needs 
and preference. Like many other non-Sinic ethnic groups, the Western Xia’s reception of the 
Yijing was selective and the preference for practical values such as divination, geomancy, 
medicine and the military was salient. The Tangut people were only interested in Yijing 
divination and paid less attention to its text, images and numbers. The kind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hybridity that characterize Western Xia culture is also evident in its Yijing scholarship. This 
pioneering study will shed new light on Song-Western Xia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ijing into non-Sinic religions and cultures on China’s northwestern borders. 
 
Keywords: the Yijing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Western Xia, Tangut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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