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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公元 1038—1227 年）是中国历史上由中国

西北党项族建立的一个王朝。西夏文献主要包括佛教

经典、法律文书、字典辞书等，这些书籍装帧形式虽

然与北宋时期相似，但仍有其独有的风格特色。西夏

装帧形式涵盖了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

梵夹装和缝缋装等。研究西夏文献的装帧形式，不仅

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西夏文化，也对促进跨文化交

流、探究中国古代书籍艺术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具有

深远意义。

1 西夏文献各装帧形式特点

1.1 卷轴装

卷轴装，亦称卷子装，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在唐

朝和宋朝时期极为盛行。卷子一般由几张纸粘接而成，

一端固定一根棍子，将卷子绕在棍子上，从左向右卷起，

有些卷子采用细棍，而有些则不使用棍子。西夏文献

常用木棍作卷轴，也有用粗木棍、细芦苇棍作卷轴 [1]。

当卷子围绕卷轴卷起时，其右侧末端会暴露在外，为

了保护这一部分，西夏人通常会在其下方缝上染色织

物，并在上面附上题签。卷轴装在西夏时期颇为流行，

并且大多用于佛教文献的装帧。

西夏卷轴装主要应用于写本书和文书，而且多为

佛教著作或图表。如西夏文写本《金刚经》等都有卷

轴装版本 ；含图表的文献，由于表格和图片布局的灵

活性，不易按固定页面折叠，不便于分页，因此常采

用卷轴装帧，如《诸说禅源集都序干文》；图不仅有佛

教内容，有时也包含世俗内容，例如西夏的《官阶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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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表》就包含了世俗内容 [1]，显示出西夏卷轴装用途

的多样性与灵活性。西夏的印本卷轴装文献数量不多，

但也有一些，如刻印的汉文书籍《佛说圣大乘三归依 

经》等。少量西夏卷轴装文献还用于军事、文学、字典、

官阶、户籍账册等记载，如西夏文写本《孙子兵法三 

注》《诗歌集》《音同文海宝韵合编》以及草书医方等，

一些户籍账册也采用卷轴装形式 [2]。

1.2 经折装

经折装亦称折子装，是由卷轴装发展而来的一

种书籍形式，通过将卷轴的书页按相同尺寸的折面左

右连续折叠，从而形成经折装 [1]。这免去了阅读长卷

时频繁翻卷的麻烦。西夏文献中，经折装书籍占据了

很大比例，主要用于佛教经文。西夏文、汉文的写本

或刻本数量都非常丰富。例如，西夏文的写本经折装 

《大方广佛华严经》、西夏文的刻本经折装《金刚般

若波罗蜜经》以及汉文的经折装刻本《妙法莲华 

经》等 [3]。

西夏地区纸张资源稀缺，导致其经折装写本与宋

朝版本在字数上存在差异。西夏所用的纸张大多来自

宋朝和金朝，这些纸张的规格和质地各有不同。在黑

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发现有在卷轴装书籍的背面继续

书写，并改装成经折装的文献 [4]。如果经折装书籍的

两面都印有文字，折缝处正好压在文字上的那一页则

可能原本是卷轴装订的旧纸，后来被废弃并改装成经

折装，否则不会将折缝直接压在文字上。

1.3 蝴蝶装

蝴蝶装起源于宋朝，是将书页印刷有文字的一面

沿中轴线向内折叠，将所有书页叠放整齐，然后对齐

中轴线背面的部分，使用胶水粘合，并使用厚纸包裹

作为封面 [5]。蝴蝶装在西夏非常盛行，无论是写本还

是刻本都十分丰富。源自宋朝的蝴蝶装能在西夏得到

如此广泛的应用，显示出西夏与宋朝之间紧密的联系。

西夏积极采纳并广泛使用宋朝的书籍装帧技术，反映

了其对宋朝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宋代蝴蝶装书籍大部

分已被后人改为线装，西夏古籍中大量未经改造、保

持原貌的蝴蝶装文献便显得尤为珍贵，这对研究蝴蝶

装具有重大价值 [5]。

蝴蝶装在西夏刻印的书籍中占据了显著的比例，

尤其是刻印的世俗著作极为普遍。如西夏文《音同》 

《文海》等，汉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等，都是刻本蝴蝶 

装。汉文写本蝴蝶装有《密教仪轨》等。在黑水城

发现的编号为 XT-63、XT-67、XT-68 等藏文刻本蝴

蝶装，展现了独特的风格。特别是 XT-67 号，它改

变了汉文和西夏文竖写的传统，创新性地适应了藏文

横写的习惯，形成了蝴蝶装的横写模式。与汉文和西

夏文蝴蝶装从右至左、从上至下的书写方式不同，其

采用了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排版。且当一行文字写

至版心时，并不是换行继续，而是越过版心延续书

写，使得同一页的左右两面在同一行上连贯阅读。这

不仅是蝴蝶装的灵活应用，也是西夏时期对藏文化

的一项特色创新，为中国书籍装订史增添了独特的 

风格 [6]。

1.4 包背装

包背装是在蝴蝶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另一种

册页装订方式，起源于南宋末期，并在元朝至明朝初

期达到鼎盛，直至清朝仍在沿用。包背装采用单面

印刷，每版一页，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外折叠，而

空白的一面朝内折叠，以版心作为书口。在版心对面

的空白处打孔，用纸捻穿订，然后覆盖上书皮。虽然

使用纸捻固定，在频繁翻阅时容易松动脱落，但它还

是解决了蝴蝶装在阅读时每翻一页需要连续翻 2 次的 

问题。

浏览西夏书籍，可以发现包背装已经相当普遍，

但大多数书籍没有包背，有点类似于毛装的风格。西

夏的包背装书籍未有刻本，均为写本，例如西夏文写

本《大悲心陀罗尼经》《佛说生来经》等 [5]。

1.5 梵夹装

梵夹装源自印度的贝叶书，由众多相同大小的长

条纸拼合在一起，再用两块板夹紧，在板子的中央打孔，

并用绳子穿孔进行装订。由于梵文书写时只书写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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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因此这种装订方式被称为梵夹装。梵夹装是中

国装帧史上唯一一次引进的外国装帧形式，藏族使用

梵夹装来记录经文，称其为“长条书”。在俄罗斯藏黑

水城文献中，大约有 70 件藏文书籍，全部采用梵夹装，

且多为佛教著作，如刻印的藏文写本《般若波罗蜜多

心经》（见图 1）等，还能看到中间为了穿绳所打的孔 

洞 [3]。

梵夹装比较适合横写文字，通常每页从左至右横

写，从上至下排列。然而，西夏人却使用梵夹装进行

竖写，从上至下、从右至左排列。这种书写形式目前

仅在黑水城出土的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中见到，如藏

文写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见图 1）。西夏人将原本

用于书写横行拼音文字的长条书式，创造性地改进为

书写竖行方块字的装帧形式，这是在借鉴藏族文化基

础上的创新，反映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

合和科学技术在族际间的传播与拓展 [6]。

1.6 缝缋装

缝缋装是唐及五代时期使用的一种古籍装订方法，

“缝”的意思是缝缀，“缋”的本意是织布时的余头，

这里指的是书背 [7]。此种装帧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岁

久断绝，即难次序”，一旦装订的线断掉，经常会出现

同一页纸上左右内容不连贯，甚至出现文字相对的奇

特现象，使得书籍难以恢复原有的顺序 [7]。由于没有

缝缋装的文献流传至今，这种装订方式一度被认为已

经失传。然而，在西夏文献中发现了缝缋装的实例，

这显得尤为珍贵。

学术界对缝缋装的定义存在 2 种观点 ：第一种定

义（见图 2）认为，缝缋装是将单页纸张先左右对折，

再上下对折，或者先上下对折，再左右对折，然后将

几个折好的纸张叠放在一起，沿着折痕的中线缝合，

最后将这些叠好的纸张缝合成册 [8] ；第二种定义（见

图 3）则认为，缝缋装是将单页纸张对折，每 3 ～ 4 页

叠在一起对折，然后将这些折叠好的纸张在最后一次

折叠的地方缝合，形成一叠。有时也可能是 2 页对折，

但单页对折的情况不太可能 [9]。

西夏的缝缋装文献特点包括 ：同一张纸的前后文字

通常不连贯，一旦断绝，难以恢复原状 ；在纸张的折叠

处用线缝合 ；主要应用于写本 ；先装订后书写 [10] 等。西

夏缝缋装文献弥补了我国传世缝缋装文献缺失的遗憾，

为研究失传的缝缋装装帧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图 1  俄罗斯藏藏文写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图 2  缝缋装第一种定义示意图 图 3  缝缋装第二种定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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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折叠处缝缋起来成为一沓



造     信 息
  

26 No.8 2024

专题论坛  ■  Forum

2 西夏文献装帧形式的几点启示

2.1 传承与创新

西夏文献装帧形式在传承与创新方面给予人们诸

多启示。

首先，人们应该保留传统装帧元素，这些元素是

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

化底蕴。西夏文献装帧技术与工艺具有较高的水平，

其装帧形式兼顾了实用性与美观性，不仅便于阅读和

保存，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例如，将原本横写的

梵夹装创新性地改为竖写，从上至下、从右至左排列，

以及创造了蝴蝶装的横写方式等。如果将这些传统元

素融入现代装帧设计中，将能够既展现西夏文化的独

特魅力，又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

其次，为了满足现代审美需求，可对传统装帧形

式进行创新，使其更具现代感。在西夏文献的装帧过

程中，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技艺，巧妙地将各种材料融

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通过研究西夏文

献的装帧形式，人们能够深入了解西夏时期的文化、

艺术和技术水平，为后世文献装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借鉴。同时，这些装帧形式也为当今的设计和

创作提供了灵感 ：创新不仅限于装帧设计，还可以在

材料、工艺等方面进行探索，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 

品质。

2.2 个性化与多样性

西夏文献装帧形式的个性化与多样性给予人们诸

多启示。首先，装帧形式多样，反映了西夏时期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观念。人们应丰富装帧形式，根据

不同文献的特点和需求，采用适当的装帧方法，使每

一部作品都拥有其独特的风格。其次，突出地域特色。

西夏文献装帧在材料选择上，多采用当地特有的自然

资源，如皮革、麻、干净的碎白布 [1] 等。个性化与多

样性的装帧形式，能够丰富装帧形式，展现独特的地

域魅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审美需求。

西夏人非常注重书籍装饰的应用，常在书页空白

处添加小巧的装饰（见图 4），有些类似尾花。这类装

饰造型多样，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有的设计成

小花形状，有的采用菱形图案，还有的在标题处添加

荷叶顶盖和莲花底座的装饰。这些装饰美观又大方，

提升了书籍的艺术美感，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能够

标示章节和段落，便于读者阅读 ；增加了书籍的趣味 

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西夏文献装帧形式在绿色

环保方面也给后人带来了启示。首先，西夏对纸张的

使用非常节约，同一张纸通常被多次利用，并会对旧

书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当今人们应该传承西夏人的节

约精神，选择环保材料，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在装帧

过程中，可以使用可回收、可降解的材料，以降低环

图 4  西夏文献装饰展示（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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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西夏人居住地区较为干旱，植物稀疏，因此

西夏人便用鱼等动物的有机物来制作黏合剂 [1]。其次，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优化设计、提升生产效率、

充分使用纸张等措施，减少资源的浪费。这样做既保

护了环境，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2.3 文化传播与交流

书籍的装帧和版面设计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文

化水平和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在西夏时代，社会相

对稳定，各民族和睦相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丰富多样的装帧形式反映了西夏的文化特色和人文精

神 [11]。无论是西夏蝴蝶装在每行书写至版心时，创新

性地越过版心继续书写的方式，还是西夏梵夹装将原

本用于书写横向拼音文字的长条书式，创造性地改进

为竖向书写方块字的形式，都展现了党项族的智慧以

及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西夏文献装帧形式在当今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首先，可以通过展览、学术研讨等活动，

提升西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西

夏文化，促进国内外装帧艺术的交流与合作。其次，

推动西夏装帧艺术和我国其他的优秀装帧艺术交流、

创新，丰富我国装帧艺术的表现形式，提高国内装帧

艺术水平。这不仅有助于推动装帧艺术的发展，为传

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还能增强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亲切感，尊重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与时代精神，

增强弘扬传统文化的担当与责任心。

3 结语

西夏文献的装帧形式是中国古代文献装帧艺术的

重要构成部分，拥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西夏的文献装帧工艺精湛，装饰风格独特，充分展示

了西夏人民高超的工艺技术和审美观，这些装帧形式

为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特色提供了

丰富的实物资料。西夏文献的装帧形式对于传承和推

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具

有深远的意义。西夏多样的书籍装帧方式促进了书籍

的流通，推动了我国书籍装订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西

夏与宋、辽、金等地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对中华民族

的融合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2024 年度基本科研

费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4E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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