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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记录的是西夏主体民
族党项族的文字，属于表意性质
的方块字。它不像汉字那样，从写
实的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一步一
步发展而来，而是借鉴了有几千
年发展历史的汉字创制的。

采访中，龚理辉用西夏文写
下了“共同富裕”四个大字。“今
年9月28日，在义乌市绣湖公园
华川书舍我举办了个人的西夏
文书法展，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西
夏文，了解西夏文化。”他告诉记
者，艺术无涯，精益求精。今后他
将继续努力，为西夏文书法艺术
尽绵薄之力。

众多书籍中，西夏学泰斗李
范文编纂的《夏汉字典》是龚理
辉的最爱，该字典共有150万字，
采用科学简明的检索方法，从语
音、语义、语法、字形等各个方
面，对已知现存的6000个西夏字
进行辨形、解义、注音和例句，可
谓解读“天书”的利器。

西夏文专家李范文认为，
全部西夏文字共计 5917 字，实
际上有意义的字共 5857 字。龚
理辉说，西夏文字有它独特的
语法结构。经过国内外学者长
期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

有了一些了解，这让他学习西夏文字相对轻
松一点。现在，他已经用西夏文字写出了成
语、心经、孙子兵法、句段、农谚语等各种版本
的书法作品册。

龚理辉现在每天要练200个西夏文字，为
此，他买宣纸都是一捆捆地批发，还好老伴和家
人都很支持他。“现在我已经学会写20多个少
数民族的文字，越学就越觉得我国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西夏文的研究主要在宁夏一带比较
多，而在浙江几乎没有，毕竟这些文字和文化离
我们还是很遥远的。虽然小众，但龚理辉觉得非
常有意思。他说：“我很想通过各种活动把西夏
文推广出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西夏文，
关注我们身边的传统文化。”

的确，西夏历史少人问津，其文字也几乎成
为“死文字”。但这段短暂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这项冷僻而宏大的事业需要有人去做、去探索。
人类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传承，绝大部分是由像
龚理辉这样的人默默地在坚守，传统文化才可
以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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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伯痴迷神秘西夏文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摄

西夏文，一种近千年之前产生的文字，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而变迁起落，在明朝之后黯然灭绝，成为一门“死语言”。而现代，随
着西夏文献的出土和学术研究的展开，西夏文正在一丝丝褪去表面那层神秘光晕，展现出本来面貌，成为解读西夏王朝乃至一段中国历
史的钥匙。

家住北苑街道沈村的龚理辉是一位75岁的农民。多年来，他苦研西夏文书法，想用书法艺术的形式留住西夏文字这项中国文化遗产。
12月28日，记者见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进书房，就发现龚爷爷屋内桌上、柜子堆放着许多有关西夏的书籍，墙上挂着用西夏文

字写的对联。他笑着说：“不好意思，屋里太乱！”

龚理辉说，与西夏文结缘，是
偶然中的必然。

1998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和朋友到宁夏旅游，无意间看到一
本杨蕤编著《破译天书》，那上面奇
奇怪怪的西夏文字引起他的浓厚
兴趣。这看似天书一样的文字，让
龚理辉决定改变生活方式，学习西
夏文，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从此，龚理辉如醉如痴沉浸于
西夏文字的书法。

“这些年我曾自费辗转万里
求学，到西藏学藏文，到甘肃、陕
西、宁夏学西夏文，多次上门向
教授求教，尝试将西夏文融入书
法中……”龚理辉如是说。

对西夏文书法写作，他也逐渐
总结出了一些道道：“西夏文看似
形体笔画繁复，但又方正均匀。书
写西夏文，要注意结体自然，点画
穿插有序，繁而不乱。”他还说，写
西夏文，楷书要工整、遒劲有力，刚
柔相济；行书要有随意、自然、洒脱
的特点；篆书笔画讲求匀称畅达，
结构严谨整齐，字形方正典雅、庄
重美观；草书则要求简约、流畅，结
构均匀自然……

据介绍，西夏文又名河西字、
番文、唐古特文，是记录西夏党项

族语言的文字。公元 1036 年，西夏景宗李元昊
在正式称帝前，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
字，三年始成，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
字，又有其特点，曾在西夏王朝所辖的今宁夏、
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带盛行
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仍在一些地区流传
了大约三个世纪。

“西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不朽的业绩和
灿烂的文化，目前西夏文字在世界上的学者专家
也不过几十人，多数年龄偏大，面临后继无人的困
境。”龚理辉说，他学习西夏文的目的是留住人类
文化遗产，填补西夏文字书法在浙江、义乌书法界
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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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龚理辉决定学习西夏文的时
候，他已经60多岁，学习难度自然不
小。不过，他不畏艰难，几乎每天都待
在书房里勤学。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习伊始，龚理辉只能像小孩子
开蒙学字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去
学、去记。“小学生学汉字时已经会说
汉语，而我学的西夏语早已‘死亡’，
学习难度大得多。”他每天都浸泡在
西夏文中，还利用有限的资料揣度西
夏文语法，开始翻译一些简单的西夏
文。

记者看到，龚理辉的书房里摆着
很多有关西夏文的书籍，其中《西夏
文教程》是龚理辉学习西夏文的启蒙
书。他说，这是国内乃至国际唯一一
本西夏文教程，可以了解西夏文目前
的研究成果。

据龚理辉回忆，2012年他带着相
机和毛笔，孤身一人前往西藏学习藏
文。此外，他还到甘肃、陕西、宁夏学
习西夏文字。“我看到西夏王陵的时
候，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差点以为自
己到了埃及。”

为 了 更 好 地 将 西 夏 文 融 入 书
法，他还参加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书
法培训中心高级班学习，在吴善璋
等教授指导下，学习书法史、美学、

章法等理论。
简单的书房中，桌上还摆着一排《西夏学》，都是

关于西夏文的研究成果。书籍主编杜建录是“长江学
者”、西夏学研究的权威专家，很多书都是他赠给龚
理辉的。龚理辉像宝贝一样收藏着。目前，他就靠着
这些书籍、材料，每天阅读、学习、研究西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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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理辉用西夏文书写“共同富裕”四字。

关于西夏文研究的书籍。

龚理辉每天看书研究西夏文。

草根文化达人

12月24日起，由城投集团建设
的城店南路（永顺路—环城南路）、
大通路（福田路—春风大道）、车站
路桥将在元旦前陆续开放通行。

“等这段路开通了，我们去工业
区送货就能直接过去了，不用去环
城路那边绕一大圈了，方便多了。”
货运站负责人李忠运所说的“这段
路”，实际上就是城店南路（永顺路
—环城南路）。该段路位于经济技术
开发区四期与三期交界处，是连接
开发区四期和稠江街道建成区的一
条重要通道，道路全长340米，项目
连通了城店路与城店南路，能有效
缓解开发区四期和稠江街道之间的
交通压力。

“道路宽55米，全长860米，设
计车速60公里每小时，规划等级为
城市主干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金宇
冲介绍道，大通路（稠州北路—春风
大道）位于义乌主城区，起点为大通
路与稠州北路交叉口，终点为大通
路与春风大道交叉口，本次改造将
道路侧石更换为花岗岩侧石，增设
缺失人行道，增设部分缺失的非机
动车道，把大通路打造成为满足交
通要求、道路景观优美的城市主干
路，形成以国际商贸城为中心的社
区共同富裕圈。

与此同时，位于市中心的车站
路桥也传来好消息，连通望辰府小
区与卿悦府小区的车站路桥路面沥

青铺设完成，正在进行人行道花岗
岩铺设工作，预计本月底完工并开
放通行。

据悉，今年以来，城投集团新建
改造城市道路24公里，打通断头路
3 条，完成草塘沿路、起航路、城店
南路等11条市政道路改造，优化完
善交通网络体系，畅通重要拥堵节
点，促进形成城市快速路网、次干路

和支路的合理搭配、均衡布局，为市
民出行提供便利。

在城市路网快速建设的同时，
城投集团在生态、教育、医疗、文化
等领域项目建设也成果丰硕。全速
推进机场路、商城大道、诚信大道、
梅山大道等快速路建设，实现地下
环路、县前街、庆云街等核心区域有
机更新配套路网基本成型，建成草

塘沿路等14条主次干道，城市路网
体系不断优化。建成福田路等 9 条
景观大道，建成警察公园、下傅公
园，完善植物园布局，实施海绵城
市建设，累计新增绿化面积 1500
亩，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提升。建成
稠城一小等 31 所学校，开工建设
口岸小学等 11 所学校，加快推进
树人中学等 7 所学校建设，城市教

育格局不断完善。完成口腔医院、
稠城卫生院、浙四国保楼主体结
顶，开工建设儿童医院；建成博物
馆、婺剧院、雪峰文学馆，开工建
设大剧院，城市服务水平不断增
强。建成义乌南江（南王店—佛堂
大道段）美丽城防工程佛堂段和
江东段，南江流域堤防建设和景
观提档实现新突破，城乡共富画
卷徐徐展开。

2021年，城投集团弘扬实干精
神，系统推进 226 个项目又好又快
建设，秉持“每一个项目都是自家项
目”的理念，坚持以匠人之心造就精
品工程，以标准化建设为手段，以专
业、品质、规范、高效为导向，不断提
升项目管理水平，在市政道路、园林
绿化、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
建成一大批精品工程、民生工程。累
计荣获各类奖项79项，其中省级9
项，金华市级19项，义乌市级51项。

同时，全年新增天然气入户1.5
万 户 ，超 额 完 成 民 生 实 事 任 务
125%，累计入户达 18.1 万户；新增
投运中低压管线 240 公里，累计投
运中低压管线1813公里；新增开通
居民用户1.7万户，累计开通12.6万
户，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天然气带
来的便利；完成苏溪LNG应急储备
站投产试运行，有效缓解义东、义北
区域的供需矛盾。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以民为本 以城为基

城投集团：描绘宜居宜业的共富发展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