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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三朝·西夏》

内容概要

“塞北三朝”是三个少数民族开创的政权，它们各自均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并成为中华文明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系列作品沿袭袁腾飞轻松幽默的“史话体”风格，以大家都熟悉的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讲述
的起点，穿针引线般地将辽、西夏、金的历史肌理层层解析，让读者快速进入并深刻了解那段鲜为人
知的神秘历史。读者徜徉其中，仿佛乘着时光机穿梭到已逝的历史现场，又仿佛一幕幕历史话剧就在
自己身边上演，辨不清自己是今人还是古人。
本书经作者本人及相关专家精心修订，晓畅、活泼，严谨、科学，是白话文以来全面系统解读塞北三
朝的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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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三朝·西夏》

作者简介

袁腾飞，中国通俗讲史界代表人物，引领一代讲史新风，善于以幽默犀利、灵活多变的语言风格，讲
述海量的历史知识。其独特的“史话体”讲史风格，引起了千万粉丝对历史的关注，被广大读者朋友
亲切地称为“袁sir”。袁sir推出的每一部新书，都会迅速跃居各大图书销售畅销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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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三朝·西夏》

精彩短评

1、（東師圖書館）學校圖書館上書還挺快
2、先看了井上靖的《敦煌》，发现将要去的一路均为西夏故地。便找西夏历史书，不多，这算一本
评价较高的。之前只知袁腾飞名，并不喜欢，也是无奈之选。当当上买的第一本由子书。
3、曾经去过西夏故地银川旅游 所以对此有些特殊感情 故三朝先读了西夏 作者的讲述偏于流水 但历史
有时候也多半如此 况此书也只是西夏历史的入门读物 并且不乏幽默讲述 但也会在必要时有感慨 有情
怀流露
4、书小贵了点  另外就还是老问题 没地图  一顿文字 真心不好理解当时的局势  内容没的说
5、以前学历史，只把宋奉为正朔，其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都视为蛮夷。党项人最终消失，也徒增了
它的神秘。夏虽是党项人建立的，但终究是中国的夏！
6、感觉西夏萌萌哒，视锦绣江南于不顾，毅然扛起了西部大开发的大旗。
7、这本是在机场买的为了解闷的，就是因为西夏王朝曾经在大银川建都，于是买了这本而不是辽或
者金。还行吧，只能说还行吧，可能这种历史书，都没法超越《明朝那些事儿》吧。
8、大白话。。。
9、不太喜欢西夏，李继迁李继捧李继隆傻傻分不清楚。
10、通过井上靖喜欢上了西夏。袁腾飞果然有种吸引人听下去的魅力，凭这一点就比很多历史学家强
多了
11、小的时候看过元昊的电视剧，吃饭喝酒的时候看，查了查书和视频应该一样。
12、李元昊的辉煌最终还是毁在宫廷内斗之下
13、最喜欢的历史讲解
14、发现西夏虽然不大，但也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以前小瞧他们了。（2014年）
15、这样看来高天流云的宋史当然是奉宋为正朔写的。他没有提到的是，党项也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
分！这个视角才是大格局
16、个人不怎么喜欢西夏朝
17、富有韧性的民族。
18、最陌生的人往往是自己的邻居。
19、休憩262nd，袁腾飞的口语式历史很好，绝对可以勾起入门者的兴趣，加深他们的记忆，落在纸上
就一般了，就如同相声段子就得说着听不能看着读，不过我坚持这样的书总比大秦帝国鬼谷子的局之
类有价值百倍
20、西夏的历史蛮零散的，都是从辽金宋的历史里找出来的。
21、听的讲座，起因是芦苇的西夏路迢迢
22、一如既往！
23、原来金庸《天龙八部》中李秋水的历史原型是没藏太后。
24、通俗易懂，连贯流畅。
25、这是一个冷门，袁老师还是一如以往地讲得生动但不够深刻
26、悲催的民族
27、感觉把那种幽默的语言方式转化为文字，好象就没那么有意思了。不过袁老师名人，所以这本书
在所有西夏相关著作里，销量算高了应该，希望更多人了解西夏。2012年、2014年，去过两次西夏王
陵，希望第三次尽快成行。
28、很好听 把宋，辽，西夏，金，成吉思汗 一路听下来。历史比想象中更一言难尽。
29、终于读完了，看起来很快~~ 有机会还想多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
30、对塞北三朝的了解基本接近于零，这才想要买这套书。看完西夏后最大的感受有两点：第一，宋
朝的重文轻武，甚至可以说是抑武，实在造就出了太多的二百五将领，不了解地理敌情加上只会纸上
谈兵的多次大败给北宋的国力造成巨大损害。第二：西夏在大国间的游刃有余令人赞叹，其前四位国
君都堪称此中高手，其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的生存之道值得各小国学习，而其灭亡也与其末代君王没
有坚持这一思想并做出各种愚蠢决定有之间关系。就现实意义而言，小国在各大国势力环绕下，能做
到身段灵活，举重若轻的眼前就有一个例子，新加坡的李光耀。
31、塞北三朝最后一部,之前对西夏的了解就只有中学历史课和天龙八部里的西夏公主了。党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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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三朝·西夏》

虽然不长，但也颇为惊心动魄，塞北三朝看下来感觉两宋真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朝代，虽然袁老师的
东西看久了总会觉得他说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为了效果瞎掰的，但主要的历史事件应该是对的，讲的又
不枯燥。希望以后还能再读袁老师作品。2016年12月16日于北京
32、真的真的失望，本以为是会同明朝那些事儿一样轻松而深刻，却满纸荒唐，文字肤浅，若风格类
似钱文忠也好，自有一股学究气，但他也没有。
33、袁腾飞的作品很适合作为入门读物，轻松的笔调让人能够对一段陌生的历史有个大概的了解，不
过相比之下严谨性就要差一些了，塞北三朝这个系列的三本都是如此。
34、当当赠书 看到三分之一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35、支持袁色
36、西夏国真是人如其名，西夏的。乱七八糟也能屹立众么多年不倒，宋是有多弱！！
37、还行吧 只能如此评价 个人感觉不如 《辽》详细仔细。
38、大学图书馆里几个小时看完
39、这一本基本上是听完的 感觉西夏确实不能算是一国 总是在向宋辽金请求册封 不好意思说是没骨
气 只不过地理位置历史使然 还有就是西夏算是把皇族里乱伦 利益之上六亲不认的发挥到极致了啊 对
于宋朝杯酒释兵权后任用宦官书生为将带兵打仗这一点无力吐槽 北宋虽然国力繁盛 但这军事能力昏
庸到跟明朝后期有得一比
40、曾经去过武威新建的西夏历史博物馆，一直对西夏这个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很有兴趣，袁腾飞这本
著作圆了我当初的一个梦想。
41、喜欢这个系列
42、李元昊固然伟大  但还是很佩服其祖父李继迁的隐忍不屈百折不挠  
43、谢谢袁腾飞讲述中国另一半的历史
44、李继迁 李德明 李元昊，真是不好不坏的人物
45、中午把袁腾飞讲塞北三朝给听完了，虽然一开始觉得袁腾飞讲得听啰嗦，不过听习惯了觉得还好
，而且特别幽默特别逗。西夏感觉经常出现在一些小说里，一个很神秘的朝代。
46、听的音频，科普一下了
47、幽默风趣
48、塞北三朝
49、不算精细，讲了大概
50、西夏皇帝原姓拓跋，唐朝赐姓李，宋朝赐姓赵。开国皇帝李元昊，长时间摇摆在宋辽之间。辽灭
后又勾结金，后金、西夏、蒙古乱战，西夏为蒙古所灭，被汉族同化。西夏人铸城固若金汤，拜赫连
勃勃所赐，用人铸城墙，西夏城逾千年至今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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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再一次翻开袁老师的书听他讲历史，其实对我来说真正有趣的是袁老师的有声，感觉里面才放得
开也更幽默许多，把他的课搬到荧屏上或者网络上似乎让他受到一定的限制，说出的话似乎都要斟酌
一番，这样就少了很多味道，况且把讲座的内容以书的形式展现也好不到那去。袁老师最近出书太多
了，似乎都看不过来，而且每本书都超贵，这本讲西夏朝的，区区二百页纸竟然卖34，不过我是袁老
师的忠实粉丝，也就不那么计较了，况且他的文字风趣易懂，引用文言文的同时再翻译成幽默的大白
话，的确也比较适合我这种半文盲看的，不像以前看过的书，讲述一个人或一件事就搬出《史记》或
二十四史中的话了事，我可看不懂。关于西夏的历史，平时看到的不多，袁老师也算是弥补了一个空
白。中国从唐朝开始形成了一个传统，当朝给前朝修史，表示我继承了你的正统，并吸取前朝治乱兴
衰的教训。元朝统一之后，编修了《辽史》《宋史》《金史》，也就是说，辽金宋在元朝人眼里是中
国的正统王朝。但跟辽金宋并立过的西夏，不见正史记载。二十四史里没有《西夏史》，西夏的历史
是在《辽史》《宋史》《金史》里记载的，属于列传里面的外国传。看完这本书我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其实尽管西夏立国，但其一直属于辽宋金的藩属国，党项民族最后也消失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其历史当然是很难被尊重的。不过虽然西夏并没有被承认是一个正统王朝，但是它的影响很大，存在
的时间也很长，如果从唐朝末年始祖拓跋思恭建立藩镇算起，到被蒙古铁骑灭亡，长达三百五十年之
久，即便是从元昊建国称帝算起也有一百九十年，而两宋一共三百二十年，辽二百一十年、金一百二
十年。拓跋为何又姓李呢，这还要追溯到唐朝初期，当时的党项大首领拓跋赤辞归顺大唐，太宗皇帝
非常高兴，赐国姓李，封为郡公，所以历史里面西夏的皇帝姓李。一本书也基本讲述李家人的皇帝更
替，和每位皇帝在位期间发生的事情。整理一下新华字典上没有的西夏历代君主。夏太祖 ( 李继
迁991-1004，为元昊追尊)�——夏太宗 ( 李德明1004-1031，李继迁子，元昊追尊)�——夏景宗 ( 李元
昊1038-1048，德明长子，西夏的立国者，1038年建立白高大夏国)——夏毅宗 ( 李谅祚1048-1067，元昊
子，即位不满两岁)—— 夏惠宗 ( 李秉常1067-1086，谅祚子，即位年仅八岁)——夏崇宗 ( 李乾
顺1086-1139，秉常子，即位年仅3岁，在位长达五十四年，是西夏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君主)——夏仁
宗 ( 李仁孝1139-1193，李乾顺之子，即位时十六岁，在位也是五十四年)——夏桓宗 ( 李纯祐1193-1206
，李仁孝之子，被废后被杀)——夏襄宗 ( 李安全1206-1211，西夏崇宗之孙，1206年弑君篡位)——夏
神宗 ( 李遵顼1211-1223，西夏崇宗之曾孙、李安全堂兄弟，1211年七月，发动宫廷政变，废黜襄宗李
安全，自立为皇帝，西夏唯一的太上皇)——夏献宗 ( 李德旺1223-1226，李遵顼次子)——夏末主 ( 李
睍1226-1227，献宗侄子)李继迁，公元997年，又被任为定难军节度使，管辖夏、银、绥、宥，静等五
州。公元1002年，他攻陷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南），改称西平府，设置官职，整编军队，
为后来西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李德明，继承了党项部落首领后，率领党项归降宋朝。景德和约的签
订，使经历了数十年征战的党项民族得以休养生息，势力迅速壮大。其管治最大特色是“依辽和宋”
，同时向辽、宋称臣，接受两国封号，并伺机向西发展。数年间，西攻吐蕃和回鹘，夺取西凉府、甘
州、瓜州、沙州等地。其势力范围扩展至玉门关及整个河西走廊。由于“依辽和宋”能麻痹辽、宋，
“国家”得以和平，对内也能专注于经济发展，使辖区内农业有较大的发展。综观其一生，不但能成
功保存祖先基业，并且不断扩张势力。李元昊，本书的重要人物，生下来就是个领袖人物，个性雄毅
，多大略，通晓佛教的教理，吐蕃文、回鹘文、汉文都认得，明法律，此人文武双全，雄才大略。元
昊看来，党项民族已经足够强大，绝不应该再受制于人，因此他早就有了同宋朝决裂，称王图霸的野
心，父亲死后，他终于等到了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他就是夏景宗，
国号白高大夏国，后人称之为西夏，而此时北宋的统治者是宋仁宗。他用了整整六年时间为建国称帝
做准备，改姓名、颁布秃发令、改服饰、建都城、立管制、改革礼乐制度、创设文字。为了称帝把舅
舅、表弟、亲妈、老婆兼表姐以及其所生之子全部杀死。李元昊称帝建国，退还了宋朝赐给他的玺印
和诏书，公开跟宋朝分庭抗礼。元昊敢这么做，除了有坚实的军事后盾，武装力量强大之外，还因为
他有一个几乎完全由汉人组成的智囊团，元昊对这些人言听计从。元昊立国之初，主谋议的大谋士有
六人，里边除了一个是党项人，剩下五个都是汉人。这一幕在中原王朝跟边疆各族的战争当中一而再
、再而三上演，无论是辽、金、西夏，还是后来的元朝、清朝，立国之初，主谋议的大多数都是在中
原郁郁不得志的汉族书生。元昊汉族谋士里最有名的是两个人，一个叫张元，一个叫吴昊。元昊领兵
伐宋，主要是他们出的主意，特别是张元。公元1040年，李元昊亲率数十万大军，越过西夏和北宋的
边境，直接进攻延州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延安。李元昊的部队有很多讲究，最精锐的部队叫铁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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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三朝·西夏》

，又叫铁鹞子军，其实就是重甲骑兵，是把人和马锁在一起，想下马逃跑是不可能的，这三千人，打
起仗来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只能往前冲。除铁林军外，还有擒生军，这支部队有十万人，是西夏人
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顾名思义就是上战场抓俘虏。还有一支部队，叫六班直，相当于李元昊的御林军
，全部由贵族子弟充任，大概五千多人，一共是六支。人数最少的部队叫泼喜军，只有二百人，就是
炮兵。他最具发明创造意义的是编练了一支叫撞令郎的部队，人数高达十多万，全部由俘虏组成，打
起仗来让撞令郎先上，减少党项士兵的伤亡，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俘虏，命不值钱。西夏国主李元昊，
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败宋军，能获胜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夏国总是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而宋军占线太长，拖沓疲怠惫，有时候政出多门，让将领无所适从，而且将领们不乏
骄兵必败的、纸上谈兵的，所以总打败仗。其次，以前夏国给宋朝进贡，沿途的州、军都走过，夏国
人对宋朝边疆的地理情况非常了解，而宋军却不了解。再有，李元昊不能不说是天才军事家，用兵如
神，非常擅长声东击西这一套，所以宋军上了一当又一当。对宋的战争元昊虽然取得大胜，但经济利
益损失巨大，得不偿失，如果能够跟宋朝谈和当然是好事，再有，战争使西夏国力耗尽，物价飞涨，
老百姓怨声载道，活不下去了。而且伴随着战争的此生问题，就是灾荒。战争爆发后，宋朝停止了与
西夏的边境贸易，西夏境内的大量生活必需品，比如布匹、茶叶、粮食，都不能自给。宋朝一使用经
济制裁手段，效果明显，西夏的生活必需品奇缺，因此西夏也希望跟宋朝议和，摆脱困境。在辽的调
停下，双方议和，宋给予西夏优惠政策，西夏向宋称臣。在战争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宋朝对前方战士
的宽容和体恤，例如刘平虽然兵败被俘，但他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为国家死战一场，没功劳也有
苦劳，没苦劳还有疲劳，朝廷对刘平一家还是十分厚待的。还有任福，兵败固然是因为大意，导致兵
败辱国，但是这些将领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临危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全体殉国，体现了
当时中原王朝的铁血豪气，所以史籍对他们不吝褒扬，朝廷也没有追究诸将兵败之过，都赐予谥号，
厚待他们家人。从这也可以看出贵族豪强建立的大宋王朝的一颗博大的胸怀。和元昊作战的就有宋朝
的很多名人，例如范仲淹和韩琦。不过西夏朝虽已建立，毕竟起底于部落群体。实际上历数塞北三朝
，契丹也好，女真也罢，党项亦是，在立国的过程当中，始终不曾妥善地解决一个权力制衡的问题。
皇族原本只是民族众多部落之一，可能占有相对的优势，但并不占有绝对优势，部落民族原始军事民
主政治遗风尚存，他们不像中原，天子得了天下，就是我一家一姓的江山，大家山呼万岁，没有人琢
磨造反，西夏不一样，党项民族分成几部，细封氏、野利氏、拓跋氏等，你拓跋能当皇帝，我野利氏
为什么不能？细封氏为什么不能？如此长期以来，外戚、权臣夺位的隐患挥之不去。其中利害，宋朝
当然心知肚明，所以大宋利用此中机巧和李元昊的猜疑之心，成功去除了他的两员大将旺荣和遇乞，
同时他两人是皇后一族，加上元昊强占太子妃，最后引发了太子弑父的惨剧，元昊伤重身亡，太子被
权臣没藏讹庞杀死。李谅祚，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元昊一死，大臣们按部就班，主张按照元昊的遗
诏办事，由他的从弟委哥宁令来继承西夏的皇位，但国相没藏讹庞坚决反对，由于其权势很大，他坚
持立自己妹妹所生的孩子做接班人，其他大臣也无话可说。李谅祚承继大统，其母没藏氏为太后，没
藏讹庞继续担任国相，总揽朝政。西夏王权，尽落没藏一族。毅宗即位不到两岁，随着年龄增长，他
算是历经坎坷，一岁丧父，九岁丧母，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被培养的，所以为人处世，应变
的能力非常强。他要把政权夺回来，渐渐的，他开始暗中结交朝中对没藏讹庞不满的大臣，特别是有
兵权的大将。最后在其十五岁时尽诛国相一门之后，名至实归，开始亲政。毅宗亲政之后，做了几件
事。第一，亲政当年，他就派人把没藏讹庞侵占的宋朝耕地归还给宋朝。第二，恢复汉礼。第三，宣
布恢复唐朝赐姓的李氏。第四，向宋朝请求通婚，但宋朝拒绝。不过宋朝却恢复了边境上的榷场，跟
西夏做买卖。这几项措一施行，没藏讹庞当政时期衰落的西夏国力，在李谅祚亲政不久，逐渐恢复了
。李谅祚力图在宋辽西夏三国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不能够跟宋朝彻底闹翻，但是我要显示，让你知道
我的实力。其实辽宋西夏也好，后来的辽金宋也好，蒙古、金、南宋也好，都类似于三国时期魏蜀吴
的关系，应该是两个弱国联合，对抗强国，才是自保之道，李谅祚很明白这个道理。李谅祚亲政没几
年，干得有声有色，在夏国历史上还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可惜天不假年，二十一岁就驾崩了。
李秉常，西夏毅宗李谅祚子，史称西夏惠宗。因为李秉常时年仅八岁，就由其生母梁太后临朝听政，
也就是西夏史上第一个梁太后，大梁太后。她虽是汉人，但在党项做太后，不是其同族就要做得比党
项人还党项人。梁太后一上台就宣布，李谅祚时代所有汉化措施一概废止，恢复藩礼，然后她还不断
出兵攻打宋朝的边境。此时宋朝的皇帝是宋神宗，经过王安石变法后，国力强盛，府库充盈，而夏国
此时母子失和，君臣离心，认为良机已到，稍纵即逝，不过发动两次对夏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梁太
后死后，她的侄女是皇后，侄子是国相，政权仍然在梁氏兄妹的手中，秉承很郁闷，很快就随他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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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死的时候二十六岁，西夏第二代皇帝活了二十一岁，第三代皇帝活了二十六岁，都是在母后、外
戚的高压下，英年早逝。李乾顺，西夏惠宗李秉常之子，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即位时年仅三岁，小
皇帝的舅舅是国相，妈是太后，西夏政权仍然掌握在梁氏一族手里。此时的太后是小梁太后。小梁太
后是被辽主派遣的使臣联合西夏反对梁氏专权的贵族，在国宴上毒死的。专权的小梁太后一死，崇宗
亲政，他采取了依附于辽，并且与宋修好的策略，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偃武崇文，恢复因连年战争
而遭受严重损失的国力，兵权收归皇家手中，皇族势力战胜了后族势力，皇权得到巩固。崇宗取法中
原王朝，分封王爵。诸王中，濮王、舒王凭文，晋王察哥凭武，文武兼备，皇族势力大大加强。三位
王爷在朝，辅佐国家长治久安，到了崇宗时代，西夏的风气由尚武逐渐转化为崇文。崇宗皇帝一心求
治，不愿意再打仗了，为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思想文化中向中原王朝靠拢。他恢复了国学，下令藩
汉两学并举，崇宗的所作所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利用与宋朝修好的机会，休养生息，孜孜求治
，使西夏过了多年的太平日子。崇宗时期经历了辽和北宋的灭亡，西夏趁着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在
陕西、甘肃一带大肆扩充，疆域面积越来越大，西夏对金朝十分恭顺，进贡大笔的金银财宝，金国皇
帝一高兴，又把青海那边的地盘赏给了夏崇宗，崇宗在位的时候，夏国的面积达到了鼎盛，北宋灭亡
，建炎南渡，宋室南迁，夏跟宋之间的矛盾就不存在了，两国都不挨着了，原来的宋夏边境基本上就
变成了金夏边境。崇宗李乾顺在外的时候，左右逢源，撞了大运，使西夏的面积达到了最大。崇宗三
岁即位，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四年，成为西夏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君主。李仁孝，夏仁宗，崇宗之子。
在位时儒学在西夏大盛，国策也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以儒立国。仁孝大丈夫能屈能伸，也是一位有雄才
大略的君主，他对内加强皇权，巩固自己的帝位，尽管期间经历了任得敬分国这样的事情，但在金国
的帮助下还是一举铲平了任得敬一党，使其分国的阴谋未能得逞。对外，他该服软的时候就服软，只
要对西夏有利。而且，仁孝非常爱护百姓。他在位的时候，夏国的国力继续上升。仁孝即位时十六岁
，在位也是五十四年，跟他老爹一样，这爷俩在位就将近一百一十年，而西夏一共才一百九十年。李
纯祐，夏桓宗，仁宗之子。桓宗当了十几年皇帝，基本都是按照老爹的既定政策办事，十几年皇帝当
得四平八稳，没什么大事，最后却被自己的母亲罗太后所废，并且很快就被做掉了。李安全，西夏襄
宗，崇宗孙，仁宗侄。1206年李安全弑君篡位，蒙古成吉思汗已与此时崛起于漠北，完成了草原的统
一，建立蒙古汗国四处征讨，进攻的矛头直指西夏。金国拒绝出兵帮助西夏，李安全就出兵攻打金国
，结果无功而返。转过年来被齐王李遵顼废，同年死，时年42岁。李安全在位6年，他统治时期，西夏
百姓十分贫困，军队非常衰弱，政治腐败到极点，而李安全自己却十分腐败，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
不理朝政，四处怨声载道。李遵顼（1163年-1226年），西夏神宗（1211年-1223年在位），党项族。天
庆十年（1203年）三月，参加西夏癸亥科科举考试，被点为状元。皇建二年（1211年）七月，发动宫
廷政变，废黜襄宗李安全，自立为皇帝，成为西夏第八任皇帝。李遵顼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状元皇
帝。李遵顼在位时与蒙古、南宋战争屡败，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1223年退位，传位于子李德旺，
为西夏唯一的太上皇。1226年病卒，谥英文皇帝，庙号神宗。李德旺，即西夏献宗（1181年-1226年）
，李遵顼次子。1223年即位时，西夏已是千疮百孔；献宗力挽面临灭亡的西夏，他改变国策为联金抗
蒙，但为时已晚。蒙古军大举进攻西夏，一路陷城克邑，西夏损失惨重。公元1226年7月，他眼见亡国
大祸临头，惊忧成疾而死。李睍（？―1227年），西夏最后一位皇帝，西夏神宗李遵顼的孙子，西夏
献宗李德旺的侄子。献宗惊忧而死后继位。在位二年，国亡，后为蒙古兵所杀，葬处不明。夏末帝被
杀死了，西夏皇族被彻底杀光了。至此，西夏灭亡，如果从元昊称帝算起，西夏经历了是个皇帝，一
百九十年。中国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当中，并没有党项族，西夏政权灭亡之后，党项民族最大的可能
性是跟周围其他的民族，比如汉族、藏族、蒙古族融合了。其实袁老师讲述的西夏历史很简单，不过
脉络很清晰。能大体知道夏朝的主要历史事件，还是比较不错的。以后继续看其它的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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