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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粤盐销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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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云南由于盐产地分布不均$移民人口增加及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原因"食盐产不敷销"于是借

销邻盐"粤盐即其中一种%清代"粤盐在滇省的行销可谓贯穿始终"其运销方式$运销量及运销区域在不同时期或多

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期间"更是出现了近乎以货易货贸易形式的铜盐互易%粤盐销滇"尤其&铜盐互易'在滇$粤两

省的贸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缓解了滇东南食盐不足以及广东余盐积压问题"加强了云南与两广的经济交往"促

进了沿途地区城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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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粤盐在云南的销售可以说贯穿始终#期间又

经历了铜盐互易这种近似以货易货的贸易形式# 这在

整个清代都很少见$ 粤盐销滇作为 =种大规模的省际

贸易形式#其运销涉及粤%桂%滇 D省#对沿途及产销地

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

滇% 粤 ;省盐业生产以及清代云南与两广贸易往来的

一些情况# 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国盐业史及省际贸易

的研究$

一%清代粤盐销滇的原因

就云南而言# 清代全省所产井盐基本能满足本省

原有民众需求# 但部分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仍出现缺

盐的窘况$ 这种现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其一# 清代云南虽增开许多盐井# 但分布极不均

衡#正如王守基所说&'滇盐虽供一省之食#富庶以来#

实不敷用#且盐井多在迤西%迤南(

E=FG=

#亦即云南北部%

东部和广大的边境地区几乎不产盐$同时#云南境内缺

乏便利的水路运输#贸易往来基本仰仗陆路#且其境内

多崇山峻岭#若将滇盐运至边地#路途遥远艰险#运输

成本极高$再加上当时境内的盐商多为小商小贩#资本

弱小#更无力承运$ 如此#便容易造成除产盐地区以外

尤其是边地缺盐的情形$

其二#清代大量移民的涌入#拉动了食盐需求#加

剧了缺盐的情形$据有关学者统计#嘉庆%道光时期#云

南境内各类移民的总数可在 ;D>万人以上E;F=HGI=<>

#可见

移民之多$ 食盐为计口授食之物# 因而大量移民的涌

入#拉动了滇省食盐的需求量#于是当食盐的生产速度

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时#民众便有吃不到盐的情况#

更加剧了缺盐的情形$对此#)滇南新语*亦有认识&'滇

处天末#幅员辽阔#而民户日增#食盐岁需三千六百余

万$ 滇产盐者九井#岁止三千五百余万#尚不敷九十余

万斤#沿边诸处每有淡食之苦$ (

为增加盐产量%解决民食#云南地方官员不断在产

盐丰旺的地区开发新的盐井# 但缺盐的情况仍未能得

到彻底解决$根据)清史稿*卷 =;D的记载#清代全国共

=D个产盐区+++蒙古%新疆%长芦%奉天%山东%两淮%

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甘$ 其中广东由

于境内海岸线漫长#濒海之地大都产盐$ 到了清代#出

J<



现!粤东沿海二千余里"人民大半以鱼盐为业#

!的景

象$其时广东所产食盐除供本省食用外"还可外销!

$广

东盐区虽离云南东南部较远" 但与其相邻的广西一向

运销粤盐$ 于是"利用地理上的便近"云南又采取借销

邻盐的方式解决民食问题$ 粤盐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进入云南的$

二!清代粤盐销滇的概况

清代"粤盐进入云南的运销方式和地区时有变动"

相应地"运销量也在不断变动$ 本文以此为基础"将清

代划分为 !个时段来探讨粤盐运销云南的具体情况$

"一#乾隆四年"!"#$#以前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道光%两广盐法志&卷 "#记

载'(滇属广南地方距省甚远" 向系听从民贩近粤西者

贩买粤盐#)%新纂云南通志& 卷 "!$载'*云南广南+开

化二府属"距本省各井均远"向由商贩运销粤盐,)%民

国盐政史云南分史稿&亦载'*云南广南+开化二府去本

省各井远而与广西接壤"向由粤商贩运滇桂交界处"以

济民食$ ,可知"乾隆四年以前"粤盐主要运销滇东南"

其具体运销方式为'粤商将食盐运至滇+桂交界处"再

由滇商购至广南+开化二府所属地方销售$*私,字则说

明了粤盐销滇未取得官方批准"也就是说"粤盐是以私

盐的形式进入云南的$

总而言之" 这一时期流通于广南府和开化府的食

盐既有本省所产井盐"又有粤商私自运销的海盐$至于

粤盐入滇的销量及其在滇东南的销售情况等" 则因记

载的匮乏无从得知$

"二#乾隆四年至乾隆十八年"!"#$$%"&##

乾隆四年"清政府批准粤盐销滇"

"这是清代粤省

官盐入滇之始$

从粤盐的运销来看"根据%清会典&卷 %%$的记载"

先由广东方面将云南所需食盐运往百色" 再由云南买

食粤盐的各个地方分别派员前往百色接运" 所需白银

则从云南司库收存的铜息银内支给$

从粤盐的销区和销量来看" 其销区主要在滇东南

变化"每年销量在百万斤以上$根据%清盐法志&和道光

%两广盐法志& 等的记载以及后来云南买食粤盐的情

形" 乾隆四年所定销滇粤盐为 %&& 万斤$ 乾隆九年

-"'!!.以后"云南新开安丰等盐井"盐产量增加"弥勒+

师宗+罗平三州改食滇盐"粤盐改销广南+开化二府及

宝宁县三处-开化府文山县仍食滇盐."每年每处 !&万

斤#

/乾隆十七年-"'(%."因开化府属地方辽阔"食盐供

不应求" 而且文山县领销阿陋井盐路途遥远" 办运较

难"于是文山县将先前领销之 ")万斤阿陋井盐拨给蒙

自"并在原来采买的粤盐数外每年增买 %&万斤行销本

土$

"亦即云南每年运销粤盐 "!&万斤$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粤盐是以官运官销的形式进

入云南的" 其具体的销售区域虽有变化" 但不超出广

南+开化 %府及其所属地区"其运销量则经历了先减后

增的变化$

"三#乾隆十九年至道光十九年"%"&'$%(#$年#%

铜盐互易时期!

乾隆十九年-"'(!."清政府同意滇+粤两省铜盐互

易"

$ 这是一种近乎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

"具体内容

为'以广东的盐与云南的铜进行交换"再将铜与盐的差

价补给云南$自此直至铜盐互易结束"粤盐均以这种方

式进入云南"但其具体的运销方式+运销区域及运销量

仍有变动$

从运销方式来看"经历了由官运到商运的变化$铜

盐互易最初定为*两省按年轮值,"即由滇+粤两省按年

*轮班,负责铜盐运输事宜*)+

$ 嘉庆十七年-"#"%."云贵

总督伯麟奏称按年轮值造成诸多不便"于是改为*各办

各运,'滇铜由云南派员运至剥隘"再由广东派员接运

回粤)云南所需粤盐则由广东派人运至百色"将抵百色

时知会广南府+宝宁县接运%

$嘉庆二十五年-"#%&."销

滇粤盐由官运改为百色埠商带运$道光二十年-"#!&."

铜盐互易停止"粤盐仍由粤商办运$

从运销地区和运销量来看" 运销区仍为滇东南地

区"而运销量略有变动$ 乾隆二十三-"'(#年.以前"云

南每年运销粤盐数及其销区与乾隆十七年同$此后"因

人口增多"云南添买粤盐 )&万斤行销广南府弥勒州"

$

乾隆三十年-"',(."云南因*垦地日广"生齿日繁"食盐

不敷,"再次增买粤盐 (&万斤&

"至此"粤盐每年有 %%&

万斤行销云南$ 乾隆三十八年-"'')."弥勒改食滇盐"

其原销之 )&万斤粤盐拨给广南+ 宝宁 %&万斤" 文山

"&万斤$ 同时"文山县停止销售阿陋井盐"由广南府和

宝宁县各拨粤盐 "&万斤$ 此外"广南+宝宁再添买 )&

万斤粤盐$ 总计云南运销粤盐达 %(&万斤'

$ 嘉庆三年

-"'$#."云南运销粤盐数改为 %&&万斤"分拨广南府+

宝宁县各 ((万斤"开化府 !&万斤"文山县 (&万斤(

$

嘉庆十二年-"#&'."开化府和文山县改食滇盐"广南府

和宝宁县仍运销 ""&万斤粤盐"

$ 之后至铜盐互易结

束"此数未见变动$

在铜盐互易时期" 粤盐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

运销云南" 其具体运销方式经历了由官运官销到商运

官销的变化"销区+销量也经历了前增后减的过程$

"四#道光二十年"%(')#以后

"$世纪中后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各种

!#



时 间 销 区
运销量

!单位"斤#

运销方式 注

乾隆四年

!!"#$$以前
广南府%开化府 &&& 私运私销

乾隆四年!%"&$$

广南府%弥勒州%

师宗州%罗平州
'((((((

官运官销

乾隆九年!!"))$

广南府%开化府%

宝宁县
!*(((((

乾隆十七年!%"+*$ 广南府%开化府%

宝宁县%文山县
%)(((((

乾隆十九年!%"+)$

铜

盐

互

易

阶

段

乾隆二十四年

!%"+$$

广南府%开化府%

宝宁县%文山县%

弥勒州

%"(((((

乾隆三十年!%",+$ **(((((

乾隆三十八年

!%""&$

广南府%开化府%

宝宁县%文山县

*+(((((

嘉庆三年!%"$-$ *((((((

嘉庆二十五年

!%-*($ 广南府%宝宁县 %%((((( 商运官销

道光二十年!%-)($

咸丰六年.%-+,/ &&& &&& 商运商销

光绪三十年至宣统

二年!0$()&0$0($

广南府 *+(((((

官商互运到商

运商销再到官

运官销

矛盾激发'全国各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即使是地处边

陲的云南和两广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粤盐销

滇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从粤盐的运销方式来看' 由于时局的变动及国外

私盐的侵销等因素'粤盐运销方式的变动比较频繁)据

*新纂云南通志+卷 0+*记载'杜文秀起义期间,0-+,&

0-"*$'云南局势混乱'商运官销之法被废弃'销滇粤盐

完全由商人操纵' 且不时侵占滇盐销区) 光绪三十年

,0$()$'粤盐改为官-商互运) 随后'应商人要求'改归

商办) 不久'商人因达不到政府额定的运销量'又改归

政府派员专理)于是'粤盐仍通过官运官销的方式行销

云南!

) 宣统二年,0$0($'广南府改销滇盐!

'云南借销

粤盐告一段落)

从粤盐的销区和销量来看'宝宁县于光绪%宣统年

间改销滇盐!

)因此'这一时期'粤盐主要行销于广南府

地方) 但实际上' 粤盐在云南的销岸又常常被来自越

南%缅甸的私盐侵夺"

'可见粤盐在滇省的销售并不乐

观)史载光绪年间'政府规定广南府每年应运销 *+(万

斤粤盐'但实际上'粤盐每年的销量却连 *((万斤都达

不到#$%

) 但清政府为了保障财政收入'仍以额定的 *+(

万斤作为纳课征税的标准'无疑加剧了商民的负担)

与铜盐互易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广南府仍行销粤

盐'宝宁县则于清末改食滇盐)其额定销盐量由道光年

间的 00(万斤增加到光绪%宣统年间的 *+(万斤'但由

于交%缅私盐的泛滥'其实际销量少于此数)

综上所述'整个清代'由于各种因素'粤盐在滇省

的行销'不论运销方式'还是运销量以及销区'均发生

了变化,见表 0$) 但不论这些因素怎样变化'其运销区

域基本不超出滇东南' 每次的运销量也基本维持在百

万斤以上)

三!粤盐销滇的地位及其影响

粤盐销滇缓解了滇东南食盐不敷以及广东余盐积

压问题'铜盐互易期间又解决了广东鼓铸铜需问题'于

国于民均有利)盐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并不局限于盐

务本身'粤盐亦如此)清代粤盐销滇的地位和影响还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粤盐销滇'在清代云南省际贸易'尤其滇粤

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广东输往云南的货物来看'主

要有粤盐以及自上海%香港等地转口而来的棉纱%布匹

和日用百货等) 除粤盐外' 其他货物的运销也不在少

数'但大多为商人自发行为'在规模上难与粤盐匹敌)

据前文所述'乾隆四年至宣统二年'每年运往滇东南的

粤盐均达百万斤'足见当时食盐运输规模之大)从云南

输往广东的商品来看'铜矿的运输亦属大宗)*新纂云南

通志+卷 0++记载".云南之大宗输出品'厥为铜矿//

岁供京-滇铸钱及八路采办之需) 0根据*清盐法志+及

道光*两广盐法志+等的记载'铜盐互易期间'云南每年

运往广东的铜矿均在 0(万斤以上)这个数字虽在整个

滇铜外运的比例中所占份额较少'但在滇-粤两省的贸

易中已属大宗) 因此'铜盐互易可谓囊括了滇-粤两省

贸易往来的大宗商品'其规模和地位自不可小觑)

近代以后'随着铜矿的衰落'锡矿的兴起以及云南

通商口岸的开放'云南输往广东的大宗商品转为锡矿'

由广东输往云南的大宗商品则主要为棉纱-棉织匹头-

毛织品等#&%

)

第二'促进了云南与两广的经济联系) 明清时期'

尤自明代中叶'广东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广西-云

南相对落后)因而'在 &省的贸易中'粤商尤显活跃)同

时'由于粤盐和滇铜的往来'滇桂通道沿线地区到处可

见粤商的踪迹)梧州府下辖的苍梧县戎圩".客于戎者'

四方接覢'而莫盛于广人0)

1)2-",从记载来看'当时广西

苍梧戎圩已是十分繁华的货物集散地' 其繁华与广东

商人的商业互动密不可分) 嘉庆时任浙江知县的郭文

軲*运铜过富州+一诗也谈到粤商往来富州的情形".贾

舶来从粤' 邮程达自滇) //岂有奇珍贩' 多将土物

传) 0

#'%富州即今富宁县'是云南通往广西-广东的东大

门) 不难看出'粤商的往来为滇-粤贸易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辗转于滇桂通道上运输粤盐的商人'

不仅仅为滇省民人带来了食盐'而且带来了粮食-布匹

表 ! 清代历年销滇粤盐运销方式!运销量及运销地区的变化表

)$



及其他日用品等! 回程时则购置了云南及沿途地区的

铜"锡"钨等矿产品及土特产!进一步促进了云南与两

广的经贸来往#

经营于滇" 桂两地的两广商人随着自身力量的发

展壮大!不仅形成了商帮!还在一些地区建立了会馆$

如康熙五十九年%!"#$&!广东商帮在百色建立了规模

宏大的粤东会馆%&'()"

$ 光绪三年%*)""&!两广商帮在昆

明建立了两粤会馆!"#

$ 据'铁路公司全宗(的记录!光绪

三十二年%*+,-&参加云南省商务总会的 &+个商帮中

有 .个来自两广!分别是广帮"广西土药杂货客铺以及

广东土药杂货客帮%-'*-.

$ 商帮和会馆的形成说明粤商的

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商人们利用便利的水路运输!以会

馆为连接中心!建立起地跨滇"粤"桂的商业网络!对于

促进相互间的经济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促进了滇桂通道沿线城镇的发展$ 清代!销

滇粤盐作为一种远距离"大规模的过境贸易!对所经地

区的城镇" 市场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板蚌!位于今广南县城东 "/公

里处!素来瘴疠横行!因而曾有)若要下板蚌!先把灵牌

供*

%"'*0-的说法$ 乾隆初年!因有河流舟辑之便!板蚌建

立了码头%)'/./

!成为水路交通要道$ %道光&'广南府志(

卷 *'山川(记载1)板蚌河!++河势宽阔!水如碧玉!岛

樯风帆! 出没掩映! 宝宁行销粤盐及各省采铜俱道于

此$*随着粤盐,滇铜的流通!板蚌吸引了各方商人!形成

了各种物资交流和各省商贾云集的商业集镇$ 又如!剥

隘!位于今富宁县东北部!东接广西百色!北连广西田

林$清代粤盐正是以剥隘为中转站源源不断地进入滇东

南$剥隘本为滇东南通往广西的重要门户!而铜"盐的流

通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剥隘乃至整个富宁的贸易规模!促

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嘉庆十六年%*)**&!清政府

在剥隘北面西洋江建立了博爱大码头%)'/.+2//,

!码头的建

立说明当时剥隘的商贸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再如!百

色!地处广西右江流域的中心!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汇

处!史载)下达南宁!汇于郁水!铜运"盐运与夫东道行

商帆樯时集别派*

!$#

$清代!百色作为滇桂通道的重要中

转站!不仅粤盐"滇铜在此中转!还有其他许多货物的

流转也通过此地$频繁的商贸往来!有力地促进了百色

的城镇发展$ 到了光绪年间!百色)城厢外!市肆喧闹!

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非土产

也*

!$#

!其繁华景象可见一斑$

板蚌"剥隘和百色等均为滇桂通道上的重要城镇!

也是粤盐运输必经之地$其中!剥隘和百色由于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成为盐"铜的中转站!在粤盐销滇的过程

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这 .个城镇兴起和发展

的过程中! 明显可以看到交通运输及过境贸易对城镇

发展的重要意义$

市场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根

据刘云明"龙登高"王福明等人的研究!近代以前!云南

统一的区域市场尚未形成! 仍然是一个由各个相对独

立"封闭的地方市场组成的集合体%-'%+2*,'

$ '泰晤士报(首

任驻华记者柯乐洪 *)-+年经调查后说到-)云南的地

形如此复杂!没有一条商路能包揽该省贸易$ *落后的

运输方式!使)所有可能到达昆明的道路都漫长"艰险"

昂贵!只能或大或小地供应云南某一区划!而与其他地

区无缘$云南高原各部由最靠近的周边低地供应商货$

四川货在相当贫穷的滇东北"滇北及黔北流通.百色供

应滇东,滇中及黔南.东京%在今越南&与滇南,滇中联

系.缅甸与滇西南和滇南贸易$ 从商业角度看!这大约

是该省最理想的贸易对象了$ *

%-'"0正如柯氏所说!滇东

南地区由于地缘的关系以及滇桂通道的存在! 一向与

两广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清代!粤盐销滇的开展不仅

为滇东南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资源! 而且进一步密

切了滇,桂,粤 .省的经济联系!因为商人在将食盐运

至百色,剥隘等地的同时!也将布匹,粮食等商品运至

这些地区! 而且在回程时还收购了云南及沿途地区的

矿产品及土特产等!并将其销往其他地方$ 而后!随着

)铜盐互易*的开展!则进一步促进了两广与滇东南乃

至云南的经济交往$

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为全国商贸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全国商品流通网络已经形成!

商业交通四通八达!大大便利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各

地区之间的联系%**'

$ 清代!粤盐销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

下开展的$其在云南的运销几乎贯穿始终!并且以铜盐

互易的形式进行了近百年$ 在这种跨越滇,桂,粤 .省

的远距离的大宗商品贸易中! 滇桂通道这条交通路线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它沟通了滇,桂,粤 .省!为

粤盐和滇铜的顺利流通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盐,铜

在这条通道上的大规模流通! 不仅对保持滇桂通道的

顺畅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且为其经过的沿线地区

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 滇桂通道正是联系滇,粤,桂.

省商品流通的主要通道! 并与全国其他通道组成了全

国商品流通网络$近代交通尚未兴起以前!滇桂通道的

存在!使云南得以同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不同地区

进行跨区域的经济交流! 从而加快了云南融入全国统

一市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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