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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广西的盐业政策继续沿用明代的政策$

即灶丁卖盐于水客"水客卖盐于商人"商人散卖盐于各

埠$其销盐商运者七"官运者三!

$顺治十一年"题准广西

万八千引"广西分销广东盐"至梧州盘验缴引"换给印

票"押运行盐$清廷开始了对广西食盐的管理制度$本文

重点考察清初广西食盐制度的建立及其运转过程$

一$ 康熙初年广西引盐行销之困境

顺治十三年"随着南明政权退出广西全境"清廷开

始建立对广西地区的统治$自康熙元年始"广西各地奉

文行销引盐"派令州县按额督销"

$

但按额销引的规定首先遭到了广西地方官员的强

烈反对$ 他们认为"本地从无引盐旧例"食盐历来是公私

任从买卖"不入官府考成的$一些官员把责任归因于广东

方面$%粤东盐课缺额"贻累广西各州县均派盐引$&

%#&#!#于

成龙'高熊征等广西官员都持这种观点$ 销引之法开始

后"各地方官员纷纷各陈艰苦"以引盐决不能销"考成决

不能完"陈请免销$ 于成龙说柳属各地陈请免销%文案

如山&$

%'&'#(广西巡抚金光祖在接到各地的免销请求后"

向朝廷上奏"%从前原无额设"亦已经制&"

%(&'!$但未获得

朝廷的通过$

西省地方官们在得知巡抚的奏折没有获得通过

后"怀着相当复杂的心情来办理盐务$当时广西额引为

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引#

"每引二千一百斤"达到了二

千八百万余斤$而当时广西九府五十余州县"记载的人

丁数仅为一十二万"每丁额盐二百三十余斤$这是一个

相当大的数字"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而地方官迫于考成压力"不得不立埠招商$但对商

人来说" 他们不得不考虑市场容量与课银交纳的比例

问题$ 在市场容量一定的条件下"如果盐引越多"所承

担的盐课就越多$盐商所获得的利益就会相对减少$而

官引目数再增加" 超出地方的行销能力" 食盐就会积

压"盐商不但没能获得利润"逾期还会被勒追盐课$ 经

营不善的话"可能倾家荡产$ 因此"无人敢于承运$ 据

(平乐县志)卷三赋役志载*邑无问大小"引俱数百"盐

多民少"壅滞弗售$ 客商裹足"莫敢承运$

在商人无人敢承运后"地方官员们不得不采取%排

商&的制度了$

$所谓的排商"即从里排中签点而出的盐

商$ 规定每商承办一年"凡里排中人轮流充任$ 既从里

排中签点"很多人可能并不具备行商的条件及资本$ 而

且排商制度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地方官员迫于考成的压

力"逼迫里排承商$ 康熙年间任平乐知县的黄大成曰*

名曰排商! 以荷锄陇亩之夫! 使其任津梁逐末之

事!事非所习!而智且弗逮!况资本无措$ 一经签点!恸

哭载途FEG'&

$ 地方官员们在佥派排商赴东运盐后!)赴运

即催!开未完盐引州县职名!吏民惊惶无措*

F!G!#&

$

在免销之请未获得通过" 而引盐的数目又如此之

大的情况下" 官员们就只有力请减少引目了$ 康熙二

年"鞠繤知隆安县时"盐引病民"繤力请减%!&(##

$ 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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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 地 额引 埠 地 额引 埠 地 额引

桂林府

临桂县 &"% 阳朔县 $$' 全 州 %%

灵川县 '$" 永安县 (! 灌阳县 )*

兴安县 *( 义宁县 $+!

平乐府 平乐县 (, 荔浦县 !! 昭平县 (&

恭城县 !$ 修任县 $$ 永安县 ()

富川县 %"" 富 县 &*"

梧州府

苍梧县 $*" 容 县 )% 藤 县 &(

岑溪县 '" 郁林州 !$! 北流县 $((

兴业县 $(' 博白县 *' 陆川县 $'!

怀集县 &""

浔州府
桂平县 $(, 贵 县 $(" 平南县 '(

武宣县 !'

南宁府
宣化县 !(' 上思县 $* 横 州 %)

新宁州 $'% 永淳县 $", 隆安州 '$

太平府 崇尚县 () 左 州 ,!

柳州府

马平县 $( 罗城县 $( 融 县 ((

雒容县 ) 柳城县 $& 怀远县 ()

象 州 $", 来宾县 $!

庆远府
宜山县 )' 思恩县 '& 河池州 ()

天河县 %

武缘县 $)) 迁江县 $) 宾 州 %*

思恩府
上林县 )*

官员及百姓的请求下# 广西巡抚金光祖再次向朝廷上

奏#其文曰$

粤西销引一项!是创从来未有之例" 民力难堪!除湖

南三府引目!余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引!以一十二万之余

丁计之!一丁每年食盐二百余斤!每包钱不下三四两!以

六十余万之盐本安能责令买运" 查正赋止有二十四万余

两!而盐价数倍于正赋!销引一节为粤西大害!急除之!则

生民乐而地方安强" 行之!则生民愁而地方危!"#$%&'$%(

"

从上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金光祖列出了减少粤

西引目的两个重要理由%其一#额引太重#&一丁每年食

盐二百余斤'#而每人所需食盐量是有限的!

% 其二#所

需盐本巨大#&以六十余万之盐本安能责令买运'#是正

赋的两倍多% 正因为如此#销引成为了西省的大害%

在论述了粤西销引成为地方大害后# 金光祖提出

了减少额引的要求% 文曰$

请照前疏减作四千九百九十一引!自康熙二年十一

月奉文之日为始!照州县康熙三年分见在之人而均派之!

定为经制!每丁商该食盐七十二斤零!至极而无加矣!"#$%(

"

这是金光祖第二次就销引问题提出请求了# 此前

广西巡抚屈尽美可能也题请过%户部在讨论此事时#提

及到&但此案驳查已经数载#前后抚臣据称丁少盐贵#

贫民无力买运'

-(.!)$

# 户部自顺治十七年题请派令各州

县按额督销#一体考成%而金光祖自康熙三年才任广西

巡抚% 直到四年八月#户部议复才获得通过% 文曰$

户部议复#广西巡抚金光祖疏言!粤西盐引!旧额

一万三千四百九十有奇!但丁少民贫!无力行销!请减

存四千四百九十一引! 以康熙三年分见在丁口均派定

额" 俟户口繁盛!再议加增" 应如所请" 从之"

"

而自顺治十七年到康熙二年引盐行销情况# 由于

未定经制#运盐多寡#不予追究%

康熙四年后#全省额引顿去三分之二% 如岑溪县#

康熙元年始奉文派岑食盐达八十四引#岑获半#减为四

十引二分#著为额-&.*,

%贵县#康熙二年额派盐六千余包#

行户口食盐后# 减为一千八百三十一包零七十二斤-*.

',)

% 广西地方文献记载此事时#都特别肯定了金光祖的

减少额引之功#使&民绝追呼之扰#而免缺额之虞者#此

金公之再造也-'.%(

%罗城县&一时官民相庆#均受其福#真

万世之功德也% '

-$.$)$

表一中有四个县的引目引起我们的注意# 分别是

临桂县(富川县(贺县(怀集县#它们的引目都超过了六

百道% 其中的临桂县#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其是广西省

的省城所在地# 人丁数及购买能力都可以消化六百道

的食盐#

% 而富川县(贺县(怀集县引盐#就其人丁相对

来说就很艰难了% 富川县#&原额人丁一千一百七十二

丁五分% '

-%.'*贺县#&康熙二十年原额三千六百一十有

七'

-,.*$

%怀集县#康熙十八年#巡抚傅弘烈&查怀集共三千

六百六十五丁九分'

-$+.(+!此三县#按户口食盐之法#每丁

食盐也必在三百四十斤以上% 如果按此数销售的话#基

本上不能完成的% 其中#富川县(贺县并没有全部行销一

千四百七十道#而是把十分之四的引额即五百八十八道

移于南(太(柳(思四府行销% 但怀集县并没有减少引额#

也没有移引于别县代销# 这也为后来怀县里民梁元贞(

排商刘洪甫等赴省状诉盐多引重的重要依据$

%

二!户口食盐法的实施"""以思恩县为例

户口食盐法的实施情况在广西各地并不一样#在那

些人口较多#交通相对便利的州县#其推行可能相对顺

利一些#但由于资料的不足#我们无法对其实施状况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地方官员及商人(

百姓对此又是如何反映) 本节以广西北部的思恩县为

例#探讨一下户口食盐法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思恩县#位于广西省北部#距离府城一百五十里%

县多山少田#其中县东南(西南荒山尚少#居民较多%而

在东北(西北则荒地多而居民少#甚至有几十里无人烟

者% 境内主要河流为环江#下达怀远镇(宜山县% 不过#

资料来源#雍正$广西通志%卷二十七盐法&额引单位为#

道& 注#平乐府富川县额引 )&&道'贺县 *+&道!梧州府怀集
县额引 *&&道俱领销东省大引"

表一 康熙四年#!""#$广西各府州县引盐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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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条件受季节性影响较大! 春夏二季小船运载皆可

畅行"秋冬江水较浅而多滩"航行不便$%%&'(

!

思恩县额引为四十六道"计盐六百四十五包!自康

熙三年始按户而均派之" 但是思恩县在接到派销户口

食盐的公文已是康熙四年十月份了"在接到公文后"知

县翁世庸和百姓#哀请再四$%&苦苦求饶$都没能改变

按户均销的制度'

康熙四年十月开始" 知县翁世庸签点本县商人韦

陈美赴东拆运食盐"运回本县售卖!但运销情况相当糟

糕"他说(

自始伊!卑职设法借佥本县商人韦陈美赴东拆运!

仅得一百四十包!由四年十月内入东!至行盐之日已在

五年四月内矣"尚系自运之盐!价稍轻而易销售!计三#

四#五年之考成犹逋引一百二十八道!未运盐一千八百

包!一并督催!急如星火!""#$%&

"

从思恩县到东省运盐"中途经过浔州%柳州"最后

从梧州到达广东省"光是水程就达 )*#+里"半年才能

运输一次"并且由于环江水运受季节性影响"春夏间才

能通行"往往只能从十月份开始往广东"在第二年春夏

间返回埠地售卖)从翁世庸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出他

是相当焦虑的! 毕竟三%四%五年的盐额集中在五年内

销售"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此"他不得不想出了由商人

多运食盐"高价售卖的办法!

卑职售运维艰"万不得已任贵转卖!商人马和达三

年销引二百包零"计索价一千六百两!又前任李知府招

商代韦陈美"五年分引盐一百五十四包"计索价一千四

百六十三两!又商人陈益运五年分引盐八十四包"计索

价六百七十二两!又陈美赴梧拆运四%五年分引盐三百

包"计用价一千九百两! 通共计盐八百三十余包"计银

五千三百余两$%%&!,'-!,"

!

金光祖在陈请减少西省引盐时提到" 东省每包的

盐本在三%四两左右!而到达思恩县后"其售卖价格已经

达到了每包八到九两半"从梧州运回的也要六两余! 但

尽管如此"&合三%四%五各年之引盐"尚缺七十余道$

!

!

他还试图通过购买梧州%柳州商人的溢引来填补不足"

但是收效甚微!

而在他准备在六年分按季发盐时" 出现了让他意

外之事! 他写到(

虽然六年引目自应六年分发! 不意今春卑职转谕

按季发盐!百姓闻之!登山饮血!!然不服" 乃再三抚

谕" 据众民来告云$官盐始行一年!比正赋钱粮业已增

多数倍!我等非不欲食盐!实因无银买盐" 自祖相传以

来!惟淋灰水为味!不知盐味之妙!若六年分又要行盐!

我等情愿流离他方"今春之课!即仅一包一两也要银子

纳官!我等穷甚!从何得来!势难从命等语!""#'%(

"

翁世庸认为"食盐难销是因为百姓无银买食!从百

姓的角度来讲"盐价的高昂确实是重要的一方面"而本

地历来以淋灰水来代替食盐来食用!

但是"迫于考成的压力"翁世庸不得不继续推行户

口食盐法"向百姓征收盐税"而导致了事态的扩大! 他

接着描写道(

数日之内!遂有传闻!某村某民已逃外者!有禀称

去岁盐价难偿!某人已卖男鬻女者!有相率而携釜负担

窜入土司荔波#天河#罗城者!种种骇图难形!""#'%(

"

在他的笔下"盐课对于百姓"简直如战争%瘟疫一

般可怕"百姓为了逃避盐课"而不惜离开故土"甚至卖

儿鬻女!但此时"更让他头痛的是盐课该怎样才能补全

&惟是最难拮据者"为各处盐商之重价"粉身莫补$"当

初为了完成考成"思恩县曾借债通融"而此时食盐又销

售不出"堆积盐包百计难行!商人%百姓都深受其苦!控

制不了局面的他"只好向朝廷申请减免盐额了! 他说(

是以冒肯上台主持或特赐提减十分之六七! 则轻

省易行!或移令他处溢额大地代行十分之七八!亦暂解

倒悬!""#'%(

"

而我们在看广西的其他地区"如岑溪县"其户口食

盐法也推行得很不顺利"&后又派丁分食" 追比及于鸡

豕"民不堪命! $

$"&./为何户口食盐法在这些地区推行不

顺利呢*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盐价太高"超出了百姓的

购买能力)这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很多官员及

百姓是反对户口食盐法的"从官员的角度来讲"水客+

流商贩卖食盐"他们是没有考成压力的"而实施户口食

盐后"为了完成考成"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甚至

强迫百姓购买!对于商人来说"各种成本的增加使得他

们不得不提高盐价来获取利润"而一旦价格过高"百姓

的购买力就会下降"有可能还会遭到抵制"从而造成食

盐的积压"给商人带来更大的风险!作为食盐购买的主

体"西省百姓对于盐引是不情愿的"按照他们的习惯"

食盐是公私自由买卖的" 他们可以选择价格相对便宜

的购买! 但在户口食盐制下" 他们不得不购买高价官

盐!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户口食盐制是从康熙

三年开始考成"而很多地区接到公文是在四年十月份"

西省从东省运盐每年一般两次" 而开始售盐往往在五

年四五月分了"一年之内要完成三年之额"其难度可想

而知"所以就造成了户口食盐法在开始阶段的艰难!

三!康熙前!中期广西盐引数的调整

康熙初年" 广西各州县按户口而均派食盐" 而此

吴相升(清初广西盐业制度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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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丁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丁口数决定了本地区的

盐引数$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减少盐引数#而将部分人口

隐匿# 少报丁口数$ 而一些正直的官员上报真实人丁

数#反而导致其盐引数额的相对增加$

最先得到调整的是平乐府富川县和贺县$富川县%

贺县盐引一千四百八十道#它们领销广东省引盐#并不

在西盐之内$但其比重占到了西省的四分之一#以二县

的人丁数#绝无可能销完$ 康熙四年#金光祖在题请减

西省额引后#又题请富川县%贺县减去十分之四#即五

百八十八道#移于南%太%柳%思四府代销&$"'("$

$我们可以

看到其正式的规定时间是在康熙九年#据嘉庆&广西通

志'卷一百五十九盐法载(九年#题准改富%贺二县五百

八十八引于太平%思恩二府并马平县行销$这里面没有

提到南宁府代销的事情$而富%贺二县真正把额引改归

到这些地区的时间是在二十一年$ 同书亦称(

康熙二十一年!将富川"贺县二县大引五百八十八

匀拨南"太"柳"思四府属代销!宣化县九十八道!横州

九十八道!养利州四十九道!永康州四十九道!马平县

一百九十六道!武缘县九十八道!"#$%%&'(%%)*

#

但是#富川县地方资料的记载却稍有不同#其文曰(

康熙十二年#仍俸行大引八百道#十九年拨出三百二十

道与柳%南%太%思四府代销&%')$

$ 盐引的不均很容易造成

问题$ 额引不足者#虽然售卖较快#但易致)民淡食之苦*

且价格往往较高$ 一些丁少不能行盐之处#就算额引不

多#也会造成盐引壅滞#商人为了收回运销成本不得不

提高盐价#百姓也会买不起#而出现)淡食*#州县官为了

完成了考成#就会强行摊派百姓#而出现扰民现象$ 高熊

征在&粤西行盐议'中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

可行盐之处得盐反少!发卖既速!别处之盐不得搀

卖!民苦淡食!其山高水峻不能行盐之处!得盐虽未尝

多!而壅滞不行!商人交接!衣食出其中!搬运费出其中!

盐价日腾!民不能买!犹苦淡食$ 县官既畏考成之获罪!

又与商多有交!于是任商开价!按丁发盐!追呼遍及鸡

豚!敲扑尽于闾里!民不聊生!甚于青苗之害矣!+,$卷++%

$

而在不能减少引盐数的情况下# 只能把引额多的

州县或者不易行销的州县匀拨一部分到易销的州县$

或者改变食盐的运销路线#减少运输成本#以达到降低

盐价是目的$ 后者以二十一年#广西巡抚郝浴题请南%

太%思%郁四府州复行高廉盐为代表$ 郝浴于十九年巡

抚广西#其任内调剂戎务#清理盐政#一时政声远近称

善&$*'卷!+,

$ 南宁%太平%思恩%郁林四府州旧例买食高廉

盐$顺治年间#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盐路不通#后又于

康熙元年#受迁界的影响#廉盐基本上只能在本地行销

了$ 对此#道光&廉州府志'有详细的记载(

顺治十三年檄定后!土寇占据!盐路窒塞!埠商逃散!

盐引不行%%至十六年奉督抚院颁给号票!止于本境行

盐$康熙元年%%后奉迁界!灶丁尽入内地!不居海滨!无

从煎煮!盐饷无征$ 八年!奉文展界招垦!灶丁初集!盐埠

未复!客商裹足不至!灶丁煎成盐斤!在本境运卖!+-$卷+.

$

在廉盐不能达到南%太%思等府的情况下#这些地

区只能改食东省省河之盐了#但由于路途较远#其盐价

必然比廉盐要高$ 如郁林州陆川县#)自东西船载水路

二千余里#自北流挑运#陆路一百里#盐价甚贵#民苦而

受累者多矣$*

&$-'$(.而随着康熙八年开始#廉盐产量的逐

渐提高#三府百姓希望改食廉盐的要求强烈起来$二十

一年#巡抚郝浴题请恢复四府州行盐旧制#并把梧州府

属岑溪县%容县也改食高州盐$在上报两广总督吴兴祚

后#经过户部议复#获得了朝廷的同意$ 其文云(

旧例广西南&太&思三府俱食廉盐!郁林等处俱食

高盐!拆运甚便$ 后因盐田尽迁!改销梧引$ 今高&廉二

府盐田既复!请任照旧例改食高&廉之盐!路近价贱!有

便于民$ 应如所请$ '从之!+)$卷++#/+-

$

其中#康熙二十一年#南宁府宣化县%横州%武缘三

州县代销富贺二县的盐引发生了改变# 把这三州县代

销的二千四百九十道划归到百色埠专销$同时#郝浴也

对怀集盐引问题作了处理#准照东饷秤纳!

$

康熙四十六年# 广东巡抚范时崇对两广盐法进行

了改革$ 采取了对盐政衙门进行改造% 禁革总商等措

施#影响甚大$ 两年后#他又题请对部分盐引不均的州

县进行匀拨$其中涉及到广西全州%灌阳%兴安等州县$

户部经过议复#获得了通过&$+'卷!(,/(+*

$将灵川等三县额引

匀拨全州等三州县$其具体分配数额(灵川县拨全州二

千一百九道#阳朔县拨灌阳县七百道#义宁县拨兴安县

二百六十九道%灌阳县三百五十七道"#$

$ 同年#又对富%

贺二县额引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 据资料记载(

又富& 贺二县小引四千六百二十道匀拨平乐&永

安&修仁&荔浦&恭城&昭平六州县代销$ 富川县拨平乐

县七百五十八道&永安州六百七十道&修仁县二百一十

六道&荔浦县四百二十道&昭平县一百一十五道$ 贺县

拨恭城一千八百七十八道&昭平县五百六十八道!+#$%%)0

$

经过二十一年%四十八年两次较大盐引数的调整#

部分地区的行销数额得到了一定的均衡$ 尽管政府采

取措施时#往往是从盐课方面考虑$但这种地区间的代

销%融销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方面能使盐引数额过

多的州县减轻了销引压力# 而部分额引较少的地区也

可少受谈食之苦#避免因食盐不足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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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会对盐课的征收产生一定的作用!

"四#康熙年间的流商与土商

西省商人行盐$自康熙元年用排商$前文已略有论

述! 但由于排商资本无多$且津梁逐末非所习$造成了

盐引的滞销!无人愿领时$官员就会强令里民报名充商$

影响了社会安定! 傅弘烈在任巡抚期间$目睹其弊端$特

题总商通融销引!由祁上樟%程商影%雷起之三人总运!"#

!

不过部分地区还是存在着排商制度$如怀集县&康熙二

十一年''排商刘洪甫等呈称怀集盐引''(

$%&'(&)同

年$广西巡抚郝浴更定盐法$在部分地区专用流商$不

再从民众中签点排商了$"'*+

! 且流商也乐于为西省官员

及百姓所接受!

四十六年$时任广东巡抚兼管两广盐务的范时崇题

请将总商禁革$令各州县自募土著殷商承充$以一人行一

县之盐! 并获得了通过! 但西省部分州县并不愿招募土

商$平乐知县黄大成认为$其弊与排商无异! 殊非士人所

愿$迨至承充之后$智计不足$资力不及$不得不借资于外

省之人代其拆运! 其代运之人$始犹或隐或现$继而公然

出面$名曰供商! 广西巡抚陈元龙则称之为&运商(!

$,'-(

然而$稍有身价之人$并不愿冒险承运$他们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来收买官员$使自己免于承运! 而&大约

窜身其中者皆赤手空拳之辈($资本无多$很多都是在

广东借贷资本$ 而且还要给土商租银$ 其结果可想而

知!不但贻误运输$而且致使民多淡食之患!在容县&邑

人不乐为商$共倩侨客代之$仍冒以邑人之籍贯$合邑

资助九百余金$谓之埠底!(

$%-',%)而怀集县用了三年左右

的时间$才把土商确定下来$%&'(&&

!可以看出$招募土著殷

商承运推行得并不顺利!由于本地商人并不乐于充当$

而且常常假托给外籍商人承运行盐!

广西方面的官员对此相当不满$ 认为范时崇此举

仅仅是照顾到广东方面的利益$ 而根本没有考虑广西

方面的情况! 广西巡抚陈元龙说)

殊不知抚臣范时崇止就广东富庶起见! 未曾深悉

广西地方之贫瘠也" 夫既充一县之盐商在大县额引多

者须资本一二万金!即小县额引少者亦须资本数千金!

广西各县即千金之家不可多得!安能办此资本!"#$%&'

"

而在招募土商之后$就出现了前面诸州县的不满!

一些州县官迫于考成$不得不借贷给此等商人$但是对

他们并不放心! 陈元龙继续谈论道)

官复迫于考成!州县自顾功名!不得已代为那移!借

贷付与此等运商!令其赴广东完课拆盐!又恐其挟资而

逃!只得令家人#亲戚押同运来!俟卖盐时收回资本!现

在广西各州县十有五六如此!此势所不得不然者!"'$(&'

"

由于出现过运商买盐之后$ 夹资而逃$ 赖债不还

者! 很多官员往往把食盐交给家人%亲戚等来押运! 一

些官员在处理盐务时$为了完成考成$对一些外省商人

进行了革退!因此也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自然也不

甘心于此! 平乐府被革退的商人何文陇向巡盐御史拜

善状告贺县知县杨方泰侵吞盐本%复合新商渔利案$杨

方泰也因此被盐臣所参$%+'(%%.(%)

!

陈元龙在此问题上为西省的地方官们进行了辩

解$认为&若以杨方泰之例推则$广西州县大半皆应参

革矣! (同时$他指出改募土商三四年以来$盐政颇为民

累$ 而且食盐运输往往愆期! 他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做

法$并提出了对策)

不论外籍土著!但取实在资本充足者!不拘成例!

准其承允! 亦不必拘定一州一县! 如资本能承办数州

县!能承办一二府者各听其力量承充!)'$("&

"

五十二年$政府不得不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措施$即

规定)嗣后无论外籍%土著$量其殷实者准充$)&')+"%

!

从康熙初年开始$广西逐渐采取按额销引$推行户

口食盐等制度$改变了明代以来&官无考成$民无额数(

的食盐销售状况$建立起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运销制度$

并通过对地方官员的严格考成来加强对盐政的管理!

但由于广西地处边远%商人资本有限%乡民食盐消费需

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运销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清

王朝也不得不在貌似僵化的专卖制度下采取一些灵活

多变的措施$以维持对盐课的征收及地方社会的控制!

注释!

$$清%阮元&两广盐法志'卷三历代盐法考!(明代盐

政)" 此水客者!按阮元&广东通志'卷二十六盐法的解释为在

场收买盐斤!到省货卖之人!即为居货之贾" 商人者!就与水

客接买!前往行盐地方发卖之贾!即为行货之商"

%广西各地推行按引督销的时间稍有差别! 苍梧县#陆

川县等自康熙元年始!而贵县则自二年始!容县自三年始" 见

&苍梧县志'卷二田赋志#&陆川县志'卷八经政类盐课#&贵县

志'卷七经济盐法#&容县志'卷十经政志盐法"

&顺治年间广西额引一万八千道!其中四千五百零九道

行销湖南衡州#永州#宝庆三府"

'排商之设!始康熙元年" 顺治年间!王商利用各种便

利!插手盐务!既碍盐法!又害平民" 故革除王商!而行排商"

(这里的丁!我们不应看为人或者户" 何炳棣认为从顺

治八年到乾隆五年的丁数不代表人口数!而只是一种赋税单

位" 而据新加坡学者姜道章的估算!在清代!中国每人每年食

盐量为十三斤"

)&圣祖实录'卷十六!康熙四年八月甲寅条" 在乾隆&柳

吴相升)清初广西盐业制度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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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志!卷八艺文议中有康熙三年"罗城知县于成龙的#粤西

引盐利弊疏!$ 文中提到金光祖疏减额引之事"笔者认为其所

标明的时间康熙三年"应是错误的"户部议复及获得通过是

在四年"不可能在康熙三年"于成龙就知道获得通过了$ 而在

#罗城县志!杂记%甲&议中"于成龙#粤西引盐利弊疏!并没有

注明时间$

!据%清&蔡呈韶#临桂县志!卷三户口的记载'国朝本县

原额人丁一万七千七百一十$ 见书第 !"#页$

"%民国&周赞元#怀集县志!卷三赋税志"梁元贞等上土

民减引呈"第 $%!页$ 康熙十八年"怀集县里民梁元正(排商

刘洪甫等赴巡抚傅宏烈处告乞盐引过重"请求减少引目$ 二

十一年"继任的广西巡抚郝浴作出了处理"准照东省秤纳$

#原文)合三(四(五各年之引盐尚缺七千余道*"应是编

撰者抄写时发生错误$ 应为七十余道$

$怀集县原额引六百道"康熙十八年"里民梁元贞等赴

巡抚傅弘烈告乞"具题减引"但未获通过$ 二十一年"里民梁

元正%贞&(排商刘洪甫等再次呈请"郝浴行府查怀集盐引"准

其照东饷秤纳$ 具体详见 #怀集县志! 卷三赋税志榷税"第

&''+$%$页$

%&'%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九盐法$ 注'清初

广西引盐行大引"每引达二千一百斤"康熙二十年"每引加盐

二百六十二斤"三十二年后改为小引"每大引分为十小引"每

引行盐二百三十六斤$

%('高熊征#粤西行盐议!"但没有提到三个商人的名字"

在王小荷的硕士论文#清代两广盐商及其特点!中出现"参见

#盐业史研究!第 (辑"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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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影印-

+3, +民国,刘振西-隆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0据民国二十

三年铅印本影印-

+4, +清,何梦瑶-岑溪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0据民国二十三

年铅字重印本影印-

+), +民国,欧卿义-贵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0据民国二十三

年铅印本影印-

+", +清,顾国浩-富川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0据光绪十六年

刊本影印-

+', +民国,梁培?-贺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0据民国二十三

年铅印本影印-

+*5, +民国,周赞元-怀集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0据民国五

年铅印本影印-

+**, +民国,吴瑜0等-思恩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0据民国二

十二年铅印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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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民出版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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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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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出版社0*'"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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