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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渝地区在使用机器化产盐以前!便有悠久的产盐历史!故蕴含有不少可供享用的文化遗产$ 这些遗

产的分布情况%分类状况及旅游开发的价值均有待厘清$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三峡地区的三个区域!可

主要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角度去认识!物质文化遗产类主要包含历史文物%历史建筑&群#%人类文化遗址

等在内的文化事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包括与盐相关的各类民俗%古盐道%与盐有关的生产技艺及生产工具等!这

些古盐业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盐业旅游开发价值!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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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盐业是从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盐泉与出露地

表的岩盐开始的#巴渝地区历史上隶属四川$四川作为

全国最大的井盐产区$ 曾在机器化生产以前一度成为

我国重要的 ##个产盐区之一!

$ 其制盐历史可以追溯

到先秦# 巴渝地区的盐业是古代四川盐业不可或缺的

重要部分$且因自然盐卤的存在令其独具特色$所留下

的众多文化遗产$成为今天不可复制的盐业旅游资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进程中$ 须高度重视对各

地区域文化的研究C#D

$因此$本文就巴渝古盐业文化遗

产的分布%分类及旅游开发的价值进行探讨#

一$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的分布

我国的盐资源按照盐卤产生的自然环境和制盐工

艺的不同$可分为海盐%井盐%湖盐等几大类#由于经历

了 #亿 E千万年前三叠纪晚期至侏罗纪的两次地壳运

动$造就了四川盆地及渝东地区丰富的岩盐资源$在巴

渝地区现已探明的盐矿中$ 除了彭水郁山盐泉来自奥

陶纪地层外$其余的则主要分布于三叠纪%侏罗纪岩层

中$均与海水蒸发沉积相关C!D

#

巴渝地区的盐矿地质环境$决定了盐岩之富$盐泉

之丰$尤其是巫巴山脉地带$涌流不绝的源泉促使了中

国早期人类&巫山人'的产生$同时还留下了大量如瓦

渣地遗址%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温汤井遗址等以烧

制巴盐而产生的先秦社会盐业遗址# 由于巴渝地区古

盐业生产历史悠久$留下了种类丰富%数量繁多的古盐

业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古盐井%古盐业作坊%古盐业建

筑群%古盐业栈道遗迹%古盐道等#

总体而言$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于渝西%渝东南%

渝东北均有分布$范围较为广泛$综合(新唐书)地理

志*%(旧唐书)食货志*%(宋史*%(元史*% 正德 (四川

志*%嘉靖(四川志*$以及有关州县方志材料$能够得知

巴渝地区的盐井在不断地废弛与增加$ 但无论如何改

变$ 历史上的主要盐产区则集中在三峡地区的以下三

个区域+一是以忠县%云阳为中心的瞿塘峡以东长江宽

谷地带,二是以巫溪宁厂盐泉为中心的大宁河流域,三

是以彭水郁山为中心的川鄂湘交界地带C%D

#

具体来讲$由于盐岩的自然属性使然$巴渝地区盐

井的开凿多在依山傍水之处$因而古盐业遗址%古运道

等依托井盐而生的可供旅游开发的古盐业文化遗产也

大多分布于此#因巴渝地区大部分盐井地处偏远$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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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场到其所在县市或到巴渝地区区域中心均有一定

距离!加之古盐业生产方式的衰退!古盐场缺乏有力的

保护和科学的整合规划! 以致多数盐场废弃于野而造

成可达性较差!

"

同时! 因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多分布在依山傍水

之处!此类遗产的自然生态等附属资源较好"如巫溪县

大宁盐场!前依大宁河!背靠大巴山!地处北亚热带东

北大巴山系湿润植被带结合部位! 周围的植被主要是

北亚热带落叶及常绿阔叶林!包括有榆#柏#女贞#泡

桐#栾树#擦木#白杨#盐夫木林等众多木材!动物还有

大鲵$俗称娃娃鱼%等国家级珍惜动物!"#

"

二!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的分类

巴渝地区境内保留着众多的古盐业文化遗产!具

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这些盐业遗产既可以顺应文

化旅游的大背景! 被开发者积极打造成能满足旅游者

精神追求并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旅游项目! 又可以被

开发成体验性#参与性较强的旅游项目"为了更好的利

用这些遗产!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梳理其特质" 旅游

资源按本身的基本属性可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

游资源两大类! 古盐业文化遗产则属于人文旅游资源

的范畴! 所以笔者以为针对属于人文旅游资源的古盐

业文化遗产按其存在形态又可从物质文化遗产

$$%&'%()&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

*+(,')-+%两个维度进行解读"

"一#物质文化遗产类

根据 0123年 00月! 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02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指出!物质文化遗产

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群%和人类文化遗址"本

文亦遵循此原则! 将巴渝古盐业的物质文化遗产分为

以下三部分(

!"历史文物

在古盐业物质文化遗产中! 从历史# 科学的角度

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应当是古盐井!它是能

反映盐业史上各时代# 各种社会制度下的社会生产的

实物"古盐井是食盐生产的源头!也是古盐业旅游开发

的物质基础!主要提供盐卤!是整个制盐的基本环节"

古盐井按其难易程度和发展顺序可分为原始井# 雏形

井#过渡井和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4#

!和四川地区的富

荣# 犍为等大盐场不同的是! 前者主要是以人工井为

主!而巴渝的三个主要产盐区域则以原始井为主!这也

是巴渝古盐业物质文化遗产独树一帜之处" 没有经过

艰难的人工开凿!盐卤资源浑然天成!其品质从视角感

官而言与四川自贡#乐山等地的人工井所出卤水迥异!

是古代四川$含今重庆%井盐中的特色!若因地制宜的

进行旅游开发! 可以让游客有不同的视角感受和游历

体验"

此外!还有关于记载巴渝盐业的历史文献#盐业运

输的碑刻!反映盐业制造情景的墓室画像等其他文物!

这些文物虽不成规模! 但也能成为盐业旅游资源开发

的有力补充"

#"历史建筑!群"

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中!历史建筑$群%不在少数!

主要是与古代制盐#运盐#销盐#祭祀#居住等活动相关

的建筑!涉及到盐卤的采集!盐卤的熬制成盐!食盐的

运销# 盐商盐民的居住等方方面面" 既可是单体建筑

$盐业作坊#盐神庙等%!又可以是由单体建筑组成的建

筑群$盐业古镇等%"

此类资源是巴渝古盐业旅游开发的核心" 该类资

源中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是古作坊! 古代从事食盐

加工主要靠小作坊来完成! 其主要工种是把抽汲起来

的盐卤熬制成盐!是制盐的中间环节"通过对古盐业作

坊的复原可以再现当时的制盐情景! 使旅游者十分直

观地了解古代人们制盐的全过程! 了解制盐的生产工

艺及生产工具!同时植入一些让旅游者参与的项目!例

如让游客参与熬制盐的全过程! 增强盐业旅游的体验

性#参与性和趣味性"

在巴渝地区!几处主要的产盐区如彭水郁山镇#巫

溪宁厂镇等不仅均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原始土法熬盐的

作坊!且遗留了较为完好的盐业古镇面貌!如龚滩古镇

自古是川#湘#黔客货水陆转运中心!历史上有)大业*#

玉成*等十多家知名盐号!有祠堂会馆等 56多所!至今

仍有武庙#川主庙等建筑!是当今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

多得的稀缺资源"

$"人类文化遗址

因巴渝地区产盐历史悠久!留下了众多文化遗址!

为考古界所发现! 并成为今天盐业旅游开发中可利用

的特殊资源"其特殊性在于(古代四川$含今重庆%产盐

历史悠久! 但成都平原或川中丘陵许多古代产盐或古

今都在产盐的地方!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大量食盐制造

器皿的堆积遗址! 能证明先秦以前存在盐业制造的遗

址却在巴渝地区"这些文化遗迹主要集中在忠县一带!

代表遗址有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李园

遗址以及邓家沱遗址!此外还有巫溪宁场盐业遗址#开

县温汤井遗址以及奉节迹坝盐业遗址!7#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

随着文化旅游的逐渐升温! 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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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多旅游景区的特色资源!盐业旅游亦是如此!因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也十分必要!根据"世界遗产

公约#!将此类资源大致分类如下$

!"与盐相关的各类民俗

重庆古盐业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文化部分!首要%

直观且利于旅游开发的是各类盐业民俗! 主要分为生

产民俗%祭祀民俗和饮食民俗$

生产民俗的代表是大宁盐场每年十月初一换引卤

水的竹笕!据&舆地纪胜#载'(大宁盐井引泉踏溪!每视

用一镶$ 其视与镇经一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阵!郡守作

乐以临之!并民歌舞相庆!谓之)绞跡节*+$ 在那天(盐

厂以是日换笕竹!各灶以酒食飨工丁+

!"#

!此俗从宋代开

始!元明清一直流传到民国晚期$

祭祀民俗的代表是詹王会和猎神纪念$ 相传詹王

是位有名的厨师!因回答国王世界上最美的食物是(盐

巴+而被杀害!之后国王逐渐体会詹王言之有理!又为

詹王平反! 于是每年 $月 %&日饮食业都要纪念詹王!

同时也表明盐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个重要祭祀

民俗就是祭祀猎神!相传是猎神发现了巫溪宝源泉!于

是当地人筑猎神庙以兹纪念 ,至今大宁盐场有猎神庙

遗迹-$

饮食是旅游六要素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与饮

食有关的民俗自然成了旅游开发中的特色资源! 重庆

地区与盐有关的特色饮食民俗有泡菜% 咸菜以及腌制

腊肉等! 这些资源同时也可以开发成旅游纪念品供游

客消费$

#"古盐道!

古盐道是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中的重点和亮点$

从战国至明代!巴渝地区的井盐产量都还十分有限!所

产食盐多在产地附近销售! 清代中期随着产盐数量的

增加!所产食盐才大规模往外运销!主要销往湖北%湖

南%陕西和贵州等地$其运输方式与主要依靠水运的海

盐!和完全依靠陆运的池盐有所不同$因为井盐的地理

位置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大多数产盐地的盐运都必须

经历陆运和水运两个环节$

水运是盐运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井盐自然属性

的特殊性! 巴渝地区多数盐场都位于长江干道及其支

流上$如开县诸井位于清江东溪河畔!云阳县云安诸井

位于汤溪河畔!忠县诸井位于涂井溪%井溪%盐井沟%小

井溪畔!彭水县郁山镇在乌江支流郁水河畔!大宁盐场

位于大宁河畔!'#

$尽管水运道现在大多已被进行了旅游

开发!如大宁河已成为三峡旅游的一部分!但目前该部

分旅游资源开发的文化深度不够! 多停留在对自然资

源观光的层面上!并且其营销推广与盐业无关$

关于陆路运道!线路复杂节点众多!归纳起来!主

要是渝鄂%渝湘%渝黔运道$ 渝鄂运道'因鄂西的恩施%

神农架地区受东部山麓阻隔!淮盐无法进入!故历史上

有食川盐的传统!于是川盐翻山越岭的进入湖北!留下

了不少陆路运道.渝湘古盐道'该盐道主要分布在湘西

武陵山脉区域!境内层峦叠嶂%地势险恶%群峰壁立!主

要形成了(龙山线+!(沅水线+.渝黔古盐道'由于贵州

不产盐!川盐就成了销往贵州的重要物品!经年累月在

巴渝地区形成了以(綦岸+%(涪岸+等为节点的重要运

道$因中国古代的食盐实行专卖制度!(产有定场%运有

定商%销有定地+!加之古代四川开凿道路的艰难!致使

陆上盐道一旦形成而难以改变! 同时也成就了诸多因

盐道而兴起的聚落城镇! 留下了许多与盐有关的特色

建筑群!如彭水郁山镇%云阳云安镇%巫溪宁厂镇%巫山

大昌古镇%忠县涂井镇%石柱西沱镇%酉阳龙潭镇及龚

摊古镇等众多因盐而兴的运盐古镇$可见!以古盐道作

为依托!能将盐业旅游的开发范围拓广延伸$这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因其所在地区位缺乏优势!可达性较差等

诸多原因! 目前利用程度不高! 但仍有很大的开发空

间$

同时! 在古盐业运输中值得特别提出的盐道就是

古盐业栈道! 它不仅是川渝乃至是全国盐业旅游资源

中的一个亮点$ 古盐业栈道是古代食盐外运的陆上通

道!主要承担着盐卤水外运到其他地方的重任!是产盐

中心对外供给食盐保障人民生活必需的途径! 也是传

统盐运道受阻时防止产区食盐滞销的渠道$ 针对旅游

而进行的栈道运输盐卤水的复原开发! 必定会成为盐

业旅游中的特色$

$"与盐有关的生产技艺及生产工具

传统盐业的制作从汲卤%熬卤到制卤!几乎全部依

靠人力!全手工的制作为今人所罕见!最主要的是随着

传统盐业的没落!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盐业制

作工艺面临失传!因此!通过寻找传承人再现制盐的传

统工艺!不仅体现文化旅游价值!增强盐业旅游的体验

感!同时也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价值$

%"有关盐的音乐!绘画!文学等艺术作品

盐之于民众不仅在于是生活所必须! 也是艺术创

作的题材$人民在生产运输盐的过程中!逐渐创作出了

与盐有关的艺术作品!例如生产时的号子!还有反映制

盐时劳作辛苦的诗歌等! 这些资源可增强盐业旅游的

文化内涵$

三!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价值

人类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向来相伴相生!如影随行$

(%



在全球保护共识下! 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

游开发的后果一直争议不断! 建设与破坏的矛盾在开

发过程中始终成为开发者进行价值评估时需要权衡之

处"但诸多事实一再证明#没有保护的开发是缺乏根基

的开发!没有开发的保护是不科学的保护"巴渝古盐业

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数量较丰! 对该类旅游

资源进行开发是大势所趋! 本文则主要讨论巴渝地区

旅游开发的几点特殊价值"

!一"促进巴渝经济发展#提升区域城市形象

巴渝地区的盐业旅游开发起步较晚! 在 !个主要

产盐带中! 彭水郁山盐场以及巫溪大宁盐场都才将盐

业旅游开发提上议事日程!并分别纳入 "#$%年彭水郁

山古镇旅游规划及 "#&"$"%"'年巫溪县旅游的总体

规划之中!相比江苏%四川等地区已经成型的盐业旅游

业态还相距甚远"

虽然起步较晚! 但将巴渝地区古盐业文化遗产作

为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和推广! 理论上能有效促进

巴渝区域经济发展" 该地区古盐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大

多是经济欠发达县市"以大宁盐场所在地巫溪县为例!

虽矿产丰富!含煤%石灰石%磷矿%硫铁矿等数十种矿物

质!因其地貌以山地为主&山地占 (!)'!一般相对高差

达 &%%%米左右!开采及运输的成本较高!市场竞争力

不强!加之向外辐射的交通不便!导致支柱性工矿企业

较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要想提升当地经济!必

须调整经济结构!以发展旅游为抓手不失为良策!以现

有盐业文化遗产为基础!深入挖掘巫溪的盐文化!结合

巫溪固有的优势自然资源!加强相应配套设施建设!大

力宣传以盐文化为核心的旅游形象! 最终形成以盐业

旅游%自然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巫溪经济支柱产业)依

次类推! 巴渝地区的其他盐产地也能依据自身特色打

造盐业旅游精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巴渝地区的古盐业历史悠久%作用重大!但随着社

会的变迁和传统产盐业的没落! 所遗留的文化遗产已

不被重视!加之主要盐产区又地处巫巴山地腹部!可达

性较差!造成这些盐产区的知名度远远不够"巴渝地区

以盐业为基础的旅游开发!不仅能促进其经济发展!也

能契机提升区域城市形象" 这种形象的提升可以通过

节庆活动等途径进行" 巴渝地区亦可以盐业文化遗产

为载体!打造相关节庆活动!提升城市形象"反之!城市

形象的提升又有助于旅游的推广和经济的发展"

!二"推动巴渝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

巴渝地区在*十一五+规划结束之年!已逐步由过

去三峡旅游一枝独秀发展成为长江三峡,大足石刻%山

水都市%乌江画廊%武陵风光等旅游精品!并在*十二

五+规划的开局之初提出*一心两带+的旅游发展目标!

即把主城区*一小时经济圈+建设成为*西部旅游集散

中心+! 把渝东北建设成为 *长江三峡黄金国际旅游

带+!把渝东南建设成为*民俗生态旅游带+) 综观上述

旅游精品! 多以停留在供游客欣赏层面的自然旅游资

源为主体! 而供游客进行更高精神追求的人文类旅游

精品仅以大足石刻为代表! 但依据世界旅游的趋势和

随着人们素质的提升!对于人文旅游资源的青睐!使包

括部分遗产旅游在内的致力于满足旅游者更高层次的

精神追求的文化旅游成为人们追逐的热点)

巴渝地区盐业旅游的开发! 正是迎合文化旅游这

一趋势的的助推器)为突破巴渝地区的旅游形象!重庆

市政府在 "%&&年强势推出*重庆!非去不可+的旅游宣

传口号) *非去不可+!不能只是对武隆卡斯特地貌这一

世界自然遗产!或者是长江三峡等自然风景的游览-也

不能只是对巴渝现代都市的观光!对火锅美食的品尝-

还需要对该地区文化内涵的深层感受与理解)

对于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笔者以为除了该区域

的传统民俗%大足石刻等!另一个值得开发挖掘的就是

盐文化)没有古代巴渝地区富庶的盐矿!就不会有在三

峡地区发掘的中国早期原始人群!以及神秘的巫文化)

没有古巴渝地区的盐业文明! 就不会遗留给今天众多

观赏价值极高的古镇)因此!盐业旅游的开发能促进文

化元素的极大发掘!推动巴渝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同

时也是对三峡旅游的有力补充)

!三"实现巴渝盐业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双赢格局

古盐业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搭载着厚重的历

史文化内涵!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反映着古

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勇敢) 对古盐业文化遗产的打

造!就是在保护与开发的二律背反中平衡前行!有些遗

产类资源的过度旅游开发!可能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一旦改变文化遗产的生存常态就无法恢复! 其带来的

损失将无法估量!所以近年来!*保护+成为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的一个主旋律*(+

) 而巴渝地

区的盐业旅游资源却是例外! 从前面部分对盐业文化

遗产的分类可以看出! 盐业旅游的开发对古盐业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以决定性的优势超过其可能存在的负面

因子)

目前! 重庆市政府或者古盐业遗产所在地的当地

政府与企业! 对古盐业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和旅游

开发力度不够)时至今日!无一盐区推出了盐业旅游产

品! 对盐业资源保护或开发的力度和脚步落后于其他

盐区!和临近的四川比较!也存在一定差距!四川对于

盐业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已走在前列! 以特色而言有遂

'"



宁盐区的中国死海! 以体系而言有自贡盐区的整体打

造!自贡从盐卤水的采集"生产制作盐到后期的以盐为

主题的各种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销售已自成体系# 这些

盐区除了满足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基本要素外!

十分注重对盐文化的深度发掘! 让旅客在游历的时候

能感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沉淀$

巴渝盐业旅游开发的相对滞后! 除了现实的资金

不足%可达性差等客观因素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主

观缺乏对巴渝盐史和盐文化的认知与重视! 以致众多

盐井和遗址没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用$ 如果加大盐业

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势必形成良性循环!依靠旅游

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能更好地保护古盐业遗产! 古盐业

遗产得到保护后会反哺旅游行业! 为该行业带来更多

的经济效益!最终达到双赢格局$

注释!

!!"!#年四川丰旺井开始安装机车采卤以前!四川"含

今重庆#地区的采卤或靠人力或利用耕牛$ 因此!本文对古盐

业的时间下限定为在生产环节使用机车生产以前$

"如彭水郁山盐场! 距离彭水县城 $%公里! 距离重庆

&%%公里左右!从重庆出发没有直达郁山盐场的专车!若游客

想去参观郁山天然盐井飞水井!要在彭水县城转乘!且彭水

到郁山的路况较差$

#近几年%文化线路&''()*(+,) +-(*./(作为一种新的遗产

保护形式!越来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组织的关注$ 在国际上!

文化线路逐渐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 国内学者赵逵)杨

雪松等研究川盐古道的学者!一直将川盐古道认定为%文化

线路&!故本文将古盐道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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