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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盐业生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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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洋政府时期"云南食盐生产虽然继续巩固了清末形成的滇中$滇西$滇南三片区盐业生产格局"但

清代黑盐井在滇独大局面于民国初期已受到了强烈挑战"同时"盐产量总额也比清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这一时

期"部分大盐井和全省的总体盐产额都有较大的波动"而卤矿含盐量的变化$燃料成本的变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关

系等方面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盐产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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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 云南由于人口巨增和工业盐需求

量的增加#常常产不敷出$ 同时#中央和邻省对云南的

协饷停止#加之滇系军阀的发展和%护国战争&的进行

使得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开支相形见绌#盐税无疑成为

解决财政困境主要的稳定来源# 因而急需食盐生产量

的增加$因此#这一时期云南盐业生产方面的研究很值

得我们重视$

一%产地集约化格局的巩固

民国初期#云南食盐产地的分布基本上承袭清末的

规模$清末云南驿传盐法道专理盐井有 ;D个!

'((黑盐

井)新井"

)白盐井)沙卤井#

)安丰井$

)丽江老姆井%

)琅

盐井)云龙井)安宁井)阿陋井)只旧草溪井&

)弥沙井)

按版井)恩耕井)抱母井'

)香盐井)景东井)猛野井)磨

铺井(

)磨黑井)猛茄井)慢磨井)木城井)安乐井)

)石膏

箐新井* 上述定课额盐井中安丰井在%咸丰军兴&时报

废#猛野井+磨铺井于光绪二年!=E<F年"封闭,

与清代相比#民国初期云南食盐生产的布局趋于集

约化和稳定化#并形成了以滇中)滇西)滇南为中心的三

大片区生产格局, 且在三区内设十场#就场征税, 因此#

云南盐业史上设场之举# 当自民国肇建始, -中国盐政

史.云/%民国肇建#将产地划为三区#区内设场#00,一

曰黑井区#设元永井*

+阿陋井+黑井三场#而以琅井为黑

井之分场,一曰白井区#设白井+乔后井+喇鸡井+云龙井

四场,一曰磨黑区#设磨黑井+按板井+香盐井三场#而以

石膏井为磨黑之分场#益香井+,-为香盐之分场&

G=HE=

,黑井

历史悠久#唐代就已开采#可以说#唐+宋+元+明+清各

代一直都是执滇中云南盐产之牛耳+.-

#同时也是云南最

大的盐产区, 民国以后#因卤水日淡而致使产量下降#

民国中后期其在滇中地区!特别是在楚雄地区"的龙头

地位亦逐渐被元永井所取代,在北洋政府时期#虽然黑

井与清代相比其在楚雄地区各盐井中所占比重有所下

降#但是#其仍然在该地区占有 I>J左右比重+/-

,白井汉

代发现#开采于唐代#在明清时盐产盛极一时#民国后

亦因卤淡产降而逐渐衰落, 相较前述黑+ 白两大井而

言#磨黑井于雍正三年才开采#却迅速成为清代滇南盐

井之龙头#清光绪年间其盐产量已升居云南第二位,从

此以后#云南盐井分布格局#由历史上的%滇中(((滇

西&直线分布格局演变为%滇中+滇西+滇南&三片区的

新格局,

-中国盐政史.记载的设场之井皆为大井#其他不

设场的较大盐井则实行包商认课# 共计有黑井区下属

的安宁井+安乐井+横山井+只旧井+硝井+裕民井#白井

区下属的丽江井+高轩井+日期井+金泉井+顺荡井+师

D;



井!山井!弥沙井"磨黑区下属的整董井!磨歇井!凤岗

井!茂篾井!习孔井!抱母井!景东井!黑葳井!茂爱井!

茂腊井!茂益井!恩耕井!二尾井!汪家坪井!磨铺井!猛

野井!"#$%&'(

"共计 )*个包商认课盐井#

虽然民国云南盐井总数比清代有了增加"但是"增

加的大部分都是包商认课的小井"不但规模小"而且绝

大多数分散在地处边远的山区$ 民国时期新增开的大

盐井只有滇南的凤岗井与滇中的一平浪盐场$其中"凤

岗井于道光元年%%'(%年&曾招商开办"但很快停办$

后于民国 %' 年%%+(+ 年&由私人集资重新开办"民国

()年%%+),年&则收归官办"为香盐盐场之分场"并成

为滇南七大井场之一$而一平浪盐场虽然在曾仰丰'中

国盐政史(中没有列入"但在民国云南盐业史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一平浪盐场于民国 ((年%%+))年&筹

建"民国 (-年%%+)'&正式输元永井卤水至一平浪"揭

开了云南盐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用煤煎盐历史的

开端$张冲任盐运使期间)移煤就卤*的改革"其目的是

为了解决当时滇中产区柴薪供应困难+盐产量锐减!盐

价高昂的困境" 通过滇盐煎制过程中的燃料革命来增

产压价" 一平浪盐场至民国中后期已逐渐成为云南省

现代化程度最高!规模巨大的盐场$然上述两大盐场皆

是民国中后期所新曾开" 北洋政府时期可以说基本沿

袭的是清末的格局$

不难看出"集约型的生产格局在清末的基础上已稳

定下来$ %+%,年云南设盐运使公署"直属中央财政部"

由龙云!周钟岳!袁嘉谷!张冲等先后出任盐运使$ 滇中

场署设在盐兴县%今禄丰县辖&的元永井"迤西场署设在

剑川县的乔后井"迤南场署设在宁洱%今普洱县&磨黑

井"这些都属于官办井场"基本上在清末就已经形成了$

就三大区制盐的原料而言"有?%盐矿&有卤$ 总体

而言"黑井区各井卤多?少"以汲卤水煎制为主,白井区

各井则?卤大体相当"为汲卤和采?并重格局,磨黑井

区则与黑井区相反"卤少?多"以采?为主$ 具体而言"

民国时期定课额大井中的黑盐井!琅井!阿陋井!白盐

井!云龙井主产卤"元永井!磨黑井!石膏井!按板井!益

香井卤矿兼产"乔后井!喇鸡井!香盐井则以产矿为主$

二!盐的种类与盐质

民国初期云南由于各井场煎盐原料有卤有矿"卤

水浓度有高有低!盐矿品质有优有劣"煎制条件有好有

差"故而盐质也有不同$

"一#种类

对云南食盐品种的记载" 历史上最早见到的当是

)颗盐*$ 据唐代樊绰记载-)蛮法煮盐"咸有法令$ 颗盐

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

!(#%*(

$ 可见"云南

早期生产的食盐"有一定的形制"并曾作为货币使用!"#

$

从史料记载来看"的确如此$ 景谷县的香盐!抱母和茂

篾包课的小井等"自清代开始至民国终"一直生产的是

小方块盐"其重每块约为 ,*克左右"同时亦有时兼作

货币使用过!)#''

$ 然而"就滇盐生产的品种而言"在历史

上煎制最多"销售最广者"当为云南特有的锅盐"其生

产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年代$而云南生产的

筒盐"位居次席$

!"锅盐

锅盐是晚清至民国年间云南主要生产的盐类$ 其

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以柴薪为燃料"以铸铁圆锅和土坯

盐灶为其简陋的生产设备" 是云南近代最主要的制盐

方式$而锅盐又因产地与制盐方式的不同"有)盐平*与

)锅盐*之别$

)盐平*亦称之为)盐块*"是滇中元永!黑井!阿陋!

琅井等盐场生产的略呈半圆形的实心锅盐$ 盐平最后

是从平锅!$#

%亦称大锅&中起出而成"因为烧烤时间较长"

因此"比普通锅盐更为坚硬$为了便于搬运"又多以大锯

锯成 (至 ,块"故而又称为)块盐*$ '云南省志.盐业志(

记载)每平重约 %**!%(.千克*

!/#%%,左右"这与'续云南

通志长编( 中 )每平重量自二百四十斤至二百斤*

!,#%0+'

相符合$煎灶多以土坯和石块砌筑而成"每灶依规模大

小安置成盐的大锅 1至 '口不等" 安置产盐沙的桶锅

%俗称小锅&'至 (0口不等!,#%0+-

$

)盐平*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下-升火开煎时"首先用

菜油涂抹锅内"以防盐沙粘锅$然后在桶锅内注入卤水

蒸发+浓缩"并陆续添加新卤水$与此同时"在大锅内亦

注入较少量的卤水使其结成)锅底*"再将桶锅中析出

的盐沙经铺有麻布的竹筐过滤后移入大锅" 等到盛满

后"用木棍夯实"并筑成与锅边齐平的实心锅盐"即)盐

平*$ 自起煎至成盐"这一过程费时约 (0小时左右$ 事

实上"盐平制成后尚有后续工作要做$ 一般来说"熄火

后"于热度稍减时"将盐平自锅内起出"取出后的盐平

须用灶泥涂抹其底面"特期凝固"而免疏散"其目的在

于防盐平破裂"并要用灶烤相当时间"是为锅盐"亦称

盐平!,#%0+'

$事实上"盐平为锅盐的一种"盐块从边至心皆

实"且全为大锅煎制而成"比普通锅盐体积要更大+盐

块更坚硬+锅口一面更平整$

锅盐的生产以滇南的磨黑+按板+石膏+香盐+益香

等井场及滇西的喇鸡井为主$ 锅盐以铁铸圆锅蒸发而

成"其中以干+坚+洁白者为上品"锅盐)每口重 .0!'0

千克*

!)#%%.

$ 由于锅盐质地坚硬"便于运输和保存"因而

受到山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

#"筒盐

最早生产筒盐的井场是滇西的乔后+弥沙+白井三

.)



场!滇西的云龙等场井亦生产筒盐"其生产过程!#系于

卤水在平锅内煎成盐沙后!移置预备之筒形木桶中!捣

结使固!成为桶状!然后经稍作烘烧而成者!每筒约重

十斤" $

!"#$%&'这种盐称其为#筒盐$!这一过程又称之为

#捞沙筑筒$

!(#$$)

%

!二"盐质

云南盐质与国内其他产盐大区相比总体上有一定

的差距!即使与同是井盐生产的四川相比也大为不如"

就本省而言!各产区又有不同!部分盐井间盐质相差较

大!"#

!相较而言!滇西区&滇南区大盐井所产盐比滇中区

盐质要好一些"

就滇中盐产区而言!除元永井为矿&卤兼产!卤水

浓度相对较高外!其他各场均为采汲卤水!浓度较低"

其中!黑井&阿陋井&元永井出产的盐色泽纯白!味较

佳'而琅井盐色白中又微带黑灰色!味略苦!多含有硝

质" 就含盐量而言!黑井盐含氯化钠 '*+$(,!阿陋井盐

为 )&+-$,!元永井盐为 )%,!琅井盐为 ''+)*,

!"#$%&$

" 从

盐法总则来看!(食盐以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之氯化钠

者为一等盐! 含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之氯化钠者为二

等盐!氯化钠未含百分之八十五者!不得用作食盐%$

!$#-')

附录三(盐法$可以看出!即使降低至作为食盐的最低

含氯化钠标准! 上述盐井所产盐达到二等盐者也只有

黑井盐和琅井盐% 严格来讲!阿陋井盐&元永井盐甚至

连食盐资格都不具备%

就滇南盐产区而言!除滇南的磨歇&抱母等盐场因其

为汲卤煎制而浓度较低以外!其余产制锅盐的场井多以采

矿制卤为主!因而浓度较高%磨黑井&石膏井&按板井&益香

井所产盐皆色洁白!味较佳%就含盐量言!磨黑井含氯化钠

'&+.*,!石膏井卤煎盐为 &(+-%,!矿煎盐为 ')+$.,!按板

井为红矿煎盐为 "*+"$,!白矿煎盐为 **+&',!益香井为

')+(-,!磨歇井为 &"+)%,

!"#$%&-

!其中!石膏井卤煎盐&磨歇

井盐已超过国家一等盐标准!磨黑井盐&石膏井矿煎盐达

到国家二等盐标准% 但按板井盐质差%

就滇西盐产区而言!以滇西喇鸡井锅盐盐质最好%

该盐井在未能实现通过真空蒸发技术生产精制沙盐

前!一直生产锅盐% 一般来说!其生产的锅盐可分为两

部分!其一为完全蒸发&结晶成型的坚硬锅盐!称其为

(水盐$!并被称为上品% 其二为填有部分盐沙&质地较

松的锅盐!称其为(大盐$!较前者盐质为劣'而筒盐生

产区的乔后以采矿制卤!因而卤水浓度高!但其色却为

青灰色% 而云龙&白井则为汲取天然卤水!卤水浓度较

低!两井所产盐其色皆白中带青!味略差% 就含盐量而

言!喇鸡井盐含氯化钠 &(+&%,!云龙井为 '"+-$,!白井

为 &-+*',

!"#$%&$

!其中!喇鸡井&白井盐皆超过国家一等

盐标准!云龙井盐接近国家二级标准%

三#产 量

!一"食盐产量变化波动较大

民国时期!全国大的盐产地有 $%个!云南居其一!

位列十大产区末席% 据)中国盐政史*的记载!#每年产

盐数量! 平均为六十万担! 占全国总产量百分之一而

强!++% $

!$#'-可以计算出云南省滇盐生产在民国时期

的平均年产量为 (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 $+-,

!$#

!其产

量次于山东&淮北&辽宁&长芦&两浙&四川&两广&福建&

淮南等省区!%#

!但在全国范围来看!仍属于产盐大省%

就年产量而言! 民国时期云南的食盐生产产量波

动极大% 其具体年产量如表 $

!&#

% 由表可以看出!民国

初&中期云南食盐的生产走势呈现出了(马鞍型$的态

势% 而其两个高峰时期 ,$&$'-$&$& 年!$&(*-$&(&

年.正好出现在云南社会相对稳定&地方政府着力于整

顿盐务的阶段!而其低谷时期,$&-)-$&(-年.正好出

现于内乱频繁&盐务管理混乱的阶段% 以 $&$'年为例!

云南黑井盐除分销省东南及附近 (%余县外!尚有余存!

推销甘&广&黔三边岸% 再看 $&(&年!经财政部核准!(滇

盐除销本省外!还可销黔属盘江以西!包括盘县&兴义&兴

仁&安龙&丹亭&贞丰&安南&厚安八属!此项运销滇盐!分

官运商运两种$

!.#)$

% 由此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

$&(&年云南省的食盐生产完全能够满足全省人民的食

用!而且尚有余额!否则!滇盐根本提不上外销之议程%

事实上!即使是滇盐高产量的 $&(&年!其年人均吃盐

数仍比同一时期其它几大盐产省份较低% 毋庸置疑!民

国初&中期云南食盐生产产量的发展走势!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了这一阶段云南政局总体动荡& 经济发展大部

年 份 产量,单位/万担. 波动情况,单位/,. 备 注

$&$" .'+&)

$+增减百分数为当

年与上一年相比

较所得,下同.%

-+缺少 $&-% 年数

据%

$&$. *"+"% 增 &+-

$&$* *'+$% 增 .+)

$&$) ))+)) 增 $"+-

$&$' '(+%( 增 *+'

$&$& '-+$. 减 $

$&-$ )'+&$ 减 "

$&-- )*+-) 减 (+"

$&-( )$+%. 减 *+'

$&-" *.+-* 减 '+$

$&-. *.+'- 增 %+%',略有增加.

$&-* .&+'& 减 &+$

$&-) .$+&) 减 $(+-

$&-' .*+&) 增 &+*

$&-& (&+'' 减 (%

$&(% .$+.' 增 -&+(

$&($ ")+'& 减 )+-

$&(- "'+)& 增 $+&

$&(( .&+*- 增 --+-

$&(" *"+". 增 '+$

$&(. ))+)& 增 -%+)

$&(* '(+%. 增 $$+)

$&() '.+$) 增 -+*

$&(' '*+)' 增 $+&

$&(& ''+$% 增 $+.

表 ! 民国时期云南的食盐生产产量

."



分时期失序的发展状况!

从整体来看" 这一时期云南食盐产量大部分时间

不足以满足本省食用"往往产不敷销"致使许多地区常

常出现#盐荒$现象% 以民国八年&!"!"年'与民国二十

一年&!"#$ 年'为例"前者当时#全省人口为 """%%&$

人"同年全省实销盐 '$!&'&(#) 担"每人年平均为 '($

斤$% 后者"#全省人口 **+"%&', 人" 同年全省销盐

&"$+-"担"每人年平均为 &.$斤$

!"#

% 不难看出"*"-$年

云南人均吃盐比 *"*"年减少近一半"说明北洋政府时

期云南人均食盐量总体上要好于民国中后期%事实上"

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吃盐尤为困难"民国中后期年

均每人吃盐数远远小于 &.$斤% 民国时期"由于盐款是

云南在外部协饷停止援助下的主要财政收入"因而滇盐

产量的多寡无疑直接影响到其财政收入状况%因而云南

地方政府曾多次想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滇盐产量"

如唐继尧曾通过整顿盐务举措增加滇盐产量"并通过发

动第 $次川滇盐引岸之争来拓展滇盐的销区" 以销促

产"在当时不但取得了云南盐产量的增加"更是取得了

滇盐销区冲出云南(抢占贵州市场的巨大突破/,0

%相比较

而言"抗战以后"云南人口激增"导致军民用盐相应增

加" 当时的云南盐务管理局也曾被迫几次扩大生产规

模"也曾在短期内取得了增加滇盐产量的目的"但是"由

于当时交通运输较为困难(劳动力缺乏"盐业生产关系

落后(生产技术改进程度不够"故而从长远来看"盐务管

理局的上述举措只是在盐产量上有短期内的起色"在销

区方面虽有外销之量"但其外销市场仍无法与民国初期

相比"因而其实施的整体成效并不大%

!二"影响盐产量波动的主要因素

民国时期"云南盐产量波动较大"有起有伏% 两个

盐产量高峰时期中" 其中之一便出现在北洋政府时期

的 *"*')*"*"年! 而 *"$+年盐产量则比 *"*'**"*"

年有较大的下降% 可以说" 影响云南盐产量的因素较

多(较为复杂"燃料成本(生产技术(原料含盐量(生产

关系等几个主要重要因素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第一" 燃料成本影响盐产量% 在盐平的生产过程

中"滇中元永(黑井(阿陋(琅井等盐场其燃料以枝叶(

柴为主"燃料消耗量大约为每吨盐耗薪柴 -至 &吨"成

本较高% 生产锅盐的滇南磨黑(按板(石膏(香盐(益香

等井场及滇西的喇鸡井基本上都是就近砍伐木柴"+吨

盐耗柴约 *.'至 $.%吨$

/-0**%左右"成本较生产盐平的地

区略低% 而筒盐生产区的乔后(弥沙二井"每吨盐耗柴

约 *.&吨"而云龙(白井则约须 &吨 /-0**+

"燃料消耗差异

颇大%总体来看"滇中和滇西两个开发更早的盐产区耗

柴量更大%更为重要的是"如滇中黑井区由于长期大量

砍伐森林"对周围森林的破坏极大"燃料来源运距越来

越远"运价越来越高"燃料成本的增加无疑大大影响到

煎盐成本!$#

"致使许多灶户资金周转困难"薪本借贷制

度!%#虽然可以暂时缓解灶户购薪的资金"但从长远来看

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柴薪短缺(薪价日高的趋势"这

既影响了盐产量"又抬高了盐价%

第二"生产技术影响盐产量%民国时期云南盐产原

料有卤有矿"因此"采卤方式和采矿方式的先进与否"

无疑会影响到盐产量的多寡% 民国时期云南采卤与输

卤方式仍然沿袭传统的轱辘拉汲式( 竹筒抽汲式(背

运(挑运四种/&0*1'+

"其中"轱辘拉汲式主要应用于竖井"

卤袋多为牛皮制"如黑井(白井竖井即如此% 竹筒抽汲

式多应用于斜井" 根据井的深浅安置相当数量的竹筒

&俗称+龙$'"利用竹筒中空抽吸原理逐节传递抽卤水

至井外卤池"如琅井(阿陋井(乔后井(云龙井(喇鸡井(

磨黑井(石膏井(益香井等常用此方式% 背运和挑运由

盐工直接进入到硐底运送"前者用篓盛卤水背运出硐"

如元永井(按板井较常见"后者则以桶肩挑运送"如元

永井存在此运输方式%采矿则+惟滇区迄今尚仅用人工

而无利用机器者%其法于开挖矿硐接彩后&即获矿'"在

窝路 &即由硐口直达采矿处之路' 上面及左右加设镶

木"人?入硐"竖凿于岩"用软柄&竹条'铁锤捶击分裂

以下"用人?背运出硐$

/&0*2'+

%泡矿则是将矿块泡成卤水

的过程% 在这样传统生产方式下"各井每日的出卤(出

矿量有限"成盐量自然受限% 以黑井为例"+民国时期"

黑井的每个灶房每天煮两平盐"也就是两锅盐"大约需

卤水百桶$

/+0&-

%

第三"原料的含盐量影响盐产量% 云南盐卤(盐矿

中含盐量总体较低" 较大盐井场含氯化钠比重达到

'%3以上国家二等盐标准的只有黑井(琅井(白井(乔后

井(喇鸡井(磨黑井(石膏井(香盐井(益香井(弥沙井(

勐野井(丽江井(磨铺井(磨歇井(景东大井(恩耕井"而

永济井(按板井含盐量竟然在 %23之下!&#

% 多数盐井场

含盐量较低"这无疑是制约云南食盐产量的客观因素%

最后"生产关系影响盐产量% 民国初期"云南盐业

生产领域内通行的是一种传统的+丁份制$"即拥有丁

份的多少是决定灶户领取卤水多少的凭证%具体来讲"

由于灶户在开凿盐硐和维护盐井过程中费用巨大"一

家很难独立承担"基本上由多家共同出资出力"并根据

各家出资出力的多少来分配丁份的份额***出资出力

多者拥有丁份多% 由于丁份是一种产权凭证"因此"不

但可以传给子孙后代"还可以赠送(抵押(出租或转卖%

随着时间推移"子孙分家后丁份进行分割"其结果是丁

份拥有者越来越多"但每家拥有的丁份量却越来越少"

单个的生产能力则越来越低"生产成本却越来越高"从

而导致产量下降迅速%

%%



注释!

!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 未包括道光四年开采

的元兴井和永济井$

"新井%雍正二年开采%属黑盐井下五区之一$

#沙卤井%雍正八年开采%属黑盐井五区之一$

$安丰井%隶属于白盐井$

%丽江老姆井%实为丽江&老姆二井合称%雍正二年开

采%二井共有八区'八井($

&只旧草溪井%实为只旧井&草溪井二井合称%雍正元年

开采$

'抱母井%雍正二年开%下属九区$

(猛野井&磨铺井%雍正三年开采$

)猛茄井&慢磨井&木城井&安乐井为磨黑井四区$

*元永井%道光四年开采时称为元兴井&永济井二井$

+,-益香井%在景谷县南%光绪二十八年开办%并未列入道

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记载的云南 !"大盐井中$

+.-据!楚雄州盐业志#统计%黑井盐产量在楚雄境内总盐产

量中所占比重)雍正年间为 #$%%乾隆年间为 &'%%嘉庆年间为

&'%%道光年间为 &(%$ 云南民族出版社%)**+年%第 ,,-,'页$

+/-据!楚雄州盐业志#统计%+'!"年黑井盐产量为 $&*万

司马秤斤'注)为解决民国初年各盐井称量多不一致的弊端%

经盐务总署和稽核总所核准% 于 +'+, 年起改用司马秤%原

+*"斤为 +**斤(%当年楚雄境内黑井&元永井&阿陋井&琅井&

白井五井共计产盐 !&+&.+( 万司马秤斤 '云南民族出版社%

!**+年%第 ,'页(%可以计算出当年黑井盐产量占楚雄境内

盐产比重仍达到 !,.!/% 民国初期元永井盐产量还尚未能超

越黑井% 因而黑井盐产量在楚雄境内所占比重皆在 0*%以

上$

+0-除樊绰!云南志#记载有唐代云南以盐为币的事实外%

!马可"波罗行纪#中*建都州+&*土番州+有元代云南用盐币

的记载%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武定府+&卷三*镇沅

府+&卷四*楚雄府+&卷五*丽江府+都有以盐为币的记载%康

熙!沅江府志#也有以盐为币的记载$ 云南以盐为货币的记载

从唐代开始%经宋元%一直延续至明清$ 以盐为币的地区多为

盐产区或远离盐产地的边远民族地区$

+1-一般称盐灶的大小即以平锅的数量作为衡量标准$

+2-据!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统计%民国十九年云南运

署使呈送盐务署化验结果显示%云南较大盐井中含氯化钠最

高的为磨铺井盐 '".*,%%最低为永济井盐 ##.11%%二者相差

超过一倍$ +'2$年%第 +*'+-+*'1页$

+3-此数据根据曾仰丰!中国盐政史#第 21页中的数据计

算而得$

+4-在上述十大盐产区中%除四川&云南两大井盐产区外%

其余八产区皆为海盐产区$

+5-表中数据依!云南省经济综合志#编纂委员会主编!云

南省经济大事辑要 '+'++,+''*年(# 相应年份资料整理而

得%云南经济信息报印刷厂%+''#年$

67-见!续云南通志长编#$ 注)*担+为建国前盐斤的计量

单位%以 +**斤为 +担$

6,-如黑盐井区的一平浪盐场虽然已于民国 1,年以煤煎

盐%但黑井直到 1*世纪 ,*年代初成昆铁路建成后才转为用

煤替代柴煎盐$

6.-薪本制度早在清代就存在$ 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十一

!食货志"盐法#记载)康熙三十八年%题准黑&白等井每年柴

米役食六万两%预于拨饷项动支%发各井煎盐%办课补还拨

饷$ 这一制度在民国时期仍然保留$

6/-具体数据见!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云南各盐井含

盐量统计表+%+'2$年%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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