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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考古論稿》在編選過程中，作者牛達生對部分稿件進行了修改，同時新增了作者近年

的一些研究成果。此外，在附錄中有作者發表作品的目錄以及作者接受專訪的文稿，以幫助

讀者全面了解作者的整個學術生涯。近年，隨著寧夏考古事業的發展，寧夏的西夏考古工作

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牛先生的論文集既是對西夏考古工作的總結，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見

解，對以後西夏考古工作有參考意義。此書是研究西夏歷史尤其是西夏考古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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