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之定性与定量分析

吴海波

!江西中医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南昌 !!"""##

摘 要!在清代"盐业是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盐业的发

展状况"不仅事关商资民食"而且还与国家财赋收入的多寡密切相关$ 作为全国最重要的盐区之一"两淮在全国十

一大盐区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淮盐业的重要性"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而言"均勿庸置疑$从定性的

角度来看"浩繁的史料记载彰显了两淮盐业的特殊地位%从定量的角度而言"其重要性则主要体现在产销量最多&

行销范围最广和课税最重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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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社会# 盐业是一个古老而又极其重

要的行业$ 有关盐业的重要性#早在唐代就有%天下

之赋#盐利其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

焉(

EDF记载$ 应该说上述记载只是谈到了盐业重要性

的一个方面#即作为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之一#当然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除此以外#盐对于解决老

百姓的食盐与健康问题# 也起着任何其他物品所不

可替代的作用$ 正因为盐业具有如此重要之作用#因

此#长期以来#盐业一直为官府所重视&为了能更好

的经营盐业#围绕盐业生产'经营'管理'销售以及其

他与%盐利(相关的问题#官府内部的各级官员之间#

展开的激烈斗争与争论#可谓%史不绝书(&而由此遗

留下来的各种相关记载#也可谓%汗牛充栋($ 在众多

的盐业史料当中#有关清代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尤

为突出$ 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清代两淮盐业要么复杂

难解#要么举足轻重#要么兼而有之$ 两者当中到底

孰重孰轻)这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探讨该问

题之前# 首先有必要就盐的广泛用途做一简单的介

绍# 以此来说明探寻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的价值所

在$

一$盐的广泛用途与盐的重要性

在工商业税收日益发达的今天# 人民恐怕早已经

淡忘了盐的重要性&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盐(充其量只

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和营养

品$ 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它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而

言#盐的用途都十分广泛$

就其自然属性而言#上世纪 !G年代#美国密歇根

州一家名为%菱形晶体盐公司(的企业曾经出版过一本

小册子#罗列出了盐的 DGD种用途#这其中包括清洁竹

制家具'去除衣服上的污点'扑灭火焰'治病疗伤'除

锈'保鲜等E!F

$实际上盐的用途还远不止这些#据有关专

家统计#目前至少已达 D&GGG余种#而且它的新用途还

在不断的增加之中$概括而言#其用途主要体现在六个

方面*即食用'渔业用'农业用'工业用'药用以及国防

化学之应用等E%FH

$

就其社会属性而言#盐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远

的不说#仅在我国传统社会#盐就被人民赋予了太多的

意义#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它作为调味品'营养品或是工

农业用品的自然属性所在$在我国传统社会#由于统治

&!



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把盐税收当作国家财税收入的主要

来源之一!

!因此!不知不觉中盐就与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乃至宗教等等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盐与政治"

经济的关系自不必多言! 就其与科技" 文化的关系而

言! 因为产盐而带来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和因为盐商的

慷慨解囊而带来的文化变迁都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在

明清两代!盐在科技"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似乎更为明

显"

$而就盐与宗教的关系来讲!在古代社会!盐通常被

人民赋予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 此外! 公元 !至 "#世

纪! 盐在我国的某些地方还一度被当作货币用于生产

和流通$

#

在中国! 盐曾经被人民赋予了如此之多说不清道

不明的价值和意义!在国外又何尝不是如此%

# 正如心

里学家厄内斯特%琼斯所言!&古往今来!盐一直被赋予

一种特殊意义! 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与生俱来的自

然属性!荷马把盐称为'神来之物(!柏拉图把盐描述为

对诸神来说极为宝贵的东西) 我们如今注意到它在宗

教仪式"缔结盟约和行使咒语时的重要性)而在所有时

代所有地方!情况应该一直如此!这表明它是人类的普

遍性!而不是什么地域性的习俗"环境或者概念*

$%&

)

由此可见! 盐因为其广泛用途而表现出来的重要

性可谓一目了然+一清二楚) 不过!对于我国传统社会

而言! 盐的重要性主要还是体现在盐课的重要性方

面)以清代两淮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种种迹象表

明!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而言!两淮盐区的

重要性都是勿庸置疑的) 关于这一点! 下文将予以详

细解读)

二!对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的定性分析

清代两淮盐业的重要性!从定性的角度而言!主要

体现在相关史料的浩繁上)有关两淮盐业问题!无论是

在专门性盐务史料!还是在正史"别史"档案"奏折"方

志当中$无论是在某些文集"诗歌"笔记"小说!还是野

史"族谱当中!都能轻而易举的找到相关记载) 以专门

性盐务史料为例!清代仅官修,两淮盐法志-就曾经有

过五个不同的版本!它们分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

庆"光绪朝编修的,两淮盐法志-

&

!其他盐区的盐法志

是不曾有过如此待遇的) 清政府如此反反复复的组织

人手编修,两淮盐法志-!就足以说明两淮盐业在国民

经济当中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除,两淮盐法志-

以外! 地方政府或是民间也刊印了不少有关两淮盐业

问题的专门性盐务史料!如.,淮鹾备要-+,两淮盐法撰

要-+,淮盐纪要-+,淮北票盐志略-+,淮北票盐续略-+

,淮南盐法纪略-+,两淮鹾务考略-+,两淮案牍钞存-!

等等) 而在,盐法通志-+,清盐法志-+,盐政备览-+,盐

政辞典-+,盐法议略-+,中国盐政实录-+,中国盐政纪

要-+,盐法纲要-等一些综合性盐务史料当中!有关两

淮盐业问题的记载! 通常也要多于有关其他盐区盐业

问题的记载)

再以正史+别史+档案+奏折+方志为例!与其他盐

区相比! 我们也会发现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史料记载

要明显多于其他盐区) 无论是在 ,四库全书-+,清实

录-+,清史稿-+,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清通

典-+,清会典-当中!还是在,朱批奏折-+,刑科题本-+

,军机处录副奏折-当中!我们都能轻而易举的找到大

量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相比于其他盐区而言!无

论如何这都可以算是一个特例)

至于文集+诗歌+笔记+小说+野史+族谱当中有关

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之丰富!同样也不必多言)以文集

为例!像,包世臣全集-+,陶澍集-+,曾国藩全集-+,林

则徐全集-+,吴文节公/文0遗集-+,陆文节公/建瀛0

奏议-+,张謇集-等都有大量相关问题的记载)

总之!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之多!可谓不胜弥

举!数不胜数)为数众多的史料当中曾多次出现有关两

淮盐业重要性的相关言论!下面不妨略举一二)

首先仅嘉庆,两淮盐法志-当中!就至少在四处出

现过有关两淮盐业重要性的记载) 第一处出现在&序*

当中.&伏念我国家列圣相承11而佐司农之储者!盐

课居赋税之半! 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 山海天地之

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与农桑等*

$'&序) 第二处出现

在卷五十四,杂志%碑训-当中!刘宏宇在,侍御谢公盐

掣记-中指出.&我国家以盐荚为利!筹用经也!其盐课

之盛!无过两淮矣*

$(&卷五十四)杂志%碑训
) 第三处出现在卷五十

四,碑刻上-当中.&天下六运河!惟两淮运司为雄!治莅

三分司!惟泰州分司为最!而安丰又泰州之钜场也) 商灶

渊薮!盐利甲东南之富!我国家国用所需!边饷所赖!半

出于兹*

$(&卷五十四)碑刻上
)第四处出现在卷五十五,盐院题名碑

记-当中!即乾隆时巡盐御史李发元云.&两淮岁课当天下

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

$(&卷五十五)碑刻下%盐院题名碑记
)歙

县,汪氏谱乘%奉宸苑卿汪君事实-当中也有相类似的

记载.&两淮盐?运课所入甲天下!凡转饷+卷赈+兴工+

动关国计*

$*&+,(

)

道光朝名称包世臣亦曾指出.&两淮场之广! 草之

丰!卤之厚!皆甲天下*

$-&+.*

) 清代中晚期!两淮盐业的重

要地位虽然有所削弱! 但其重要性依然为其他盐区所

无可比拟) 正如清末赵滨彦辑,两淮案牍钞存-所言.

&两淮盐为东南财赋第一大宗!举凡京协要饷!新旧洋

款! 取给于此者不下七八百万之巨) 当此财用匮竭之

(.



盐区名 雍乾以前每年额行引数 乾隆以后每年额行引数

长芦 正引!!"""#$"引 正引!""%&!'引

山东
正引!())"())引#票引!

*'*"%&+张

正引!&##"(##引#票引

,',"-&)张

河东 正引!&-""!&'引 正引!".("/.!引

两淮 纲食引 *"/-&"""!引 纲食引 *"/+-"&+/引!

两浙
正引!'+&""!!引#票引!

*++""!/张
正引!&'-"(*'引

福建
正引!(&(""*-引#溢引!

./'"&-.引

正引!.&'"'&"引#溢引!

/(""'-引

两广
正引!"+("+/-引#改引!

-+!"&('引

正引!"+("+/-引#改引!

-+!"&('引

四川 水引!-/"/..引#陆引!*.*"-// 水引!.+"*/'#陆引!*./"--!

云南 引纸!*-.""/'引

陕甘 正引!*-"+//引

总计 " '*/ -"!引

时"筹款最为要政$

0'1卷一2吕四垣盐案钞
%

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由于文章边幅有限"滋不一

一列举%即使仅凭上述记载"以足以说明两淮盐业的重

要性了% 这是就定性而言"如果再做定量分析"其重要

性更是一目了然%

三!对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的定量分析

清代两淮盐业的重要性"从定量的角度而言"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十

一大盐区当中"两淮产销量最大&行销范围最广#第二"

同样也是在全国十一大盐区当中" 两淮所承担的课税

最重%仅凭这二者就足以让我们相信"两淮在清代国民

经济当中"有着任何其他盐区都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

就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做具体分析%

*2两淮产销量最大!行销范围最广

首先"两淮盐产区"东临黄海"西连运河"南北广袤

数百里"辖盐场二三十处"

"皆可煮海产盐"造价低廉而

产量极丰"因此"自古以来"两淮就是全国产量最大&销

路最广的一大盐区%两淮盐区的这种独特地位"时至清

代得以进一步稳固%

两淮是全国各大盐区当中" 产盐量最大的一个盐

区% 据有关资料记载" 两淮所辖二十三盐场每年产盐

量"顺治年间大约为 !(!*++万引之间0/1卷上2场灶产盐第一
"而

当时全国的盐产量大约为 .'+万引" 两淮产量占全国

产量的四分之一强%康雍年间"两淮盐产量基本上保持

了 *%+万引以上的生产水平" 当时全国的盐产量大约

维持在 &++!(*+万引之间0!1'%'

"因此两淮占全国盐产量

四分之一强的水平没有多少变化% 乾隆以后两淮盐产

量则基本上固定在 *"+万引以上#

% 乾隆初期"全国官

盐总产量为 "(+余万引" 两淮盐产量依然占全国官盐

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强#乾隆以后"除河东&长芦增产"

两广不变以外"其他盐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而两淮

的产量则保持在 */+余万引以上"因此"其比例进一步

增大$

% 我们通过各盐区行盐引数对照表也能窥其一

斑% 详情见表 *%

上述情况是就'行盐$情况而言"而事实上两淮实

际产盐量通常要高于行盐数额" 这种情况在清中叶更

为明显% 如嘉庆二十五年(*/%+年)"两淮实际产盐量

为 *"//&"+%"引"道光三年(*/%.年)为 *"/"*"*++引"

道光四年 (*/%& 年) 为 *"/*!"'"& 引" 道光九年为

*"!!'""*%引0*+1 &.

"均要比行盐数额 *"/+%"&+/引要高%

当然"并不排除行盐数额(相当于额产数额)也有多于

实际产盐量的情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两淮产区出

现这种情况时"其他产区也不例外"因此"两淮在全国

食盐产量当中所占四分之一左右的比重并没有因此而

减少% 两淮盐产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产量最大的两淮盐区"同时也是销路最广的

一个盐区%两淮食盐销路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指两淮官盐行销范围覆盖面广% 两淮官盐行

销范围" 覆盖了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在内的大多数

地区"具体而言"包括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六省在内的 %++余府&县%另一方面是指在全国十一

大盐区当中"以两淮官盐为销售对象的人口比例最多%

我们不妨分别以有确切人口数据记载的乾隆五十四年

(*'/! 年)&嘉庆二十四年(*/*! 年)和道光二十九年

(*/&!年)为例"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具体情况见表 %%

该表格清晰地表明" 六省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基

本上维持在 (+"左右%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六省人口并

非全部官食淮盐% 事实上只有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

四省大部分人口以官食淮盐为主%&'

"江苏只有一半左右

的人口官食淮盐"河南则更少"大概仅为 %+"左右% 但

如果综合起来看"在两淮六省人口当中"官食淮盐的人

表 * 清代各盐区行盐引数对照表

资料来源"林振翰"#中国盐政纪要$上册%第三篇#运销&

行盐$%商务印书馆%民国 *!年'*!%+年(%第 *!%页)

表 % 两淮六省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表

项 目

时 间

两淮六省人口

总数
全国人口总数

两淮六省人口占

全国人口比例

乾隆五十四年

(*'/!年)

*./ &'% '*/ %'! '*' &!" &!2(3

嘉庆二十四年

(4/4!年)

4"! ).. &"! .)4 -") (&( ("243

道光二十九年

(4/&!年)

4'" //( !'/ &4- !/" "&! &-2/3

资料来源"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改革出版社%4!!"年版%第 4)'&*4)'(*44&&*44&(*44&/页)

&&



由此可见!两淮盐课所占全国盐课比重!基本上维

持在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之间" 一个产量只占全国的四

分之一的盐区! 每年却必须向国家缴纳百分之四十至

六十的赋税!其负担之重!可谓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国

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是天灾年荒#河防工需#巡幸

典庆等!两淮盐区都得捐输报效!有清一代!两淮的捐

输额高达 !"#$%$万两" 其中仅乾嘉年间的捐输量就多

达近 !&&&万两'(")卷(*!$杂志门一%捐输
"

项 目

时 间

地丁 盐课 关税 杂税
总 额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顺治九年%($*#& #(#$ "+%# #(# , (&& -%( . . #-!"

康熙二十四年%($"*& #"#! "#%- !"" ((%! (## !%$ ,( #%+ !-#-

雍正二年%(+#*& !&#" "!%& !"+ (&%$ (!* !%+ ,, #%+ !$-,

乾隆十八年%(+*!年& #,$- $,%* +&( ($%- -*, (&%& (-# !%! -#$$

乾隆三十一年%(+$$& #,,( +&%! *+- (!%* *-& (#%+ (-, !%* -#*-

嘉庆十七年%("(#& #"&# $,%" *"& (-%- -"( (#%& (*( !%" -&(-

道光十九年%("!,年& #,-! +( +-+ ("%( -!* (( . . -(#*

口数还是要占大多数"据笔者初步估算!其比例大约为

$*!" 由此可以推算出!两淮六省官食淮盐的人口总数

大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 左右" 也

就是说!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以官食淮盐为主!这个比

例不可谓不大!官食淮盐的人口总数之多!确实是不争

的客观事实"

#%两淮盐区承担课税最重

产量最大#销路最广的两淮盐区!同时也是历代封

建王朝借以立国的'财赋之源(

'(()

" 因此!在清代全国各

盐区当中!两淮承担的课税也最重"清代两淮盐业的重

要性!相当程度上正是体现在两淮课税的重要性方面"

两淮盐课的重要性!并非源于清代!事实上早在西

汉时代就有记载" 据雍正刊)扬州府志*载+'吴王濞封

广陵!煮海为盐!国无赋而用饶!此两淮盐利见于载籍

之始(

'(#)卷十八%盐法
" 唐宋以后!两淮盐课的重要性进一步

加强" 据)宋史*食货志云+'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

使!变盐法!刘宴代之!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元佑

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六百万缗!此唐举天上之赋!已三

分之二" 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

席! 为钱六七百万缗! 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

矣, (

'(!)时至清代!两淮盐课在国家赋税收入当中所占

比重更是有增无减

在清代! 国家的税收来源主要包括三大块! 即田

赋#盐税和关税"其中田赋最多!有清一代!基本上维持

在赋税总额的 $&!以上!清初!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了

"+!-盐税比重为次!大约占 ,#("!之间!清初比重相

对较低!但自康熙朝清代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

赋税政策后!地丁税的征收数额相对被固定下来!难以

大幅度增长"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开支!政府于是将目

光转向了盐课等其他税收!盐税比重因此日益增加"关

税是清政府第三大税收来源!总体而言!其比重相对较

少!乾隆以前!其比重基本维持在 -!左右!直到乾隆三

十一年才突破 (&!的比例" 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

杂税" 具体情况见表 !"

那么!在国家所有的盐课当中!两淮盐课占了多大

的比重呢.相关史料并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记载!不过透

过清人的言论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个大概" 如清人李果

说+'两淮盐课甲天下(

'(-)卷十一
-两淮盐政陶澍说得更具

体+'东南财赋!淮鹾为最大!天下盐务!淮课为重"即如

各省地丁钱粮!或数十万!或百余万"极重如江苏!亦只

三百万" 而两淮盐内外正杂支款!岁需七八百万!足以

抵数省之钱粮(

'(*) ##+

" 不过仅从上述言论而言!还是不

足以判断两淮盐课在全国盐课当中所占具体比重" 虽

然陶澍提到'两淮盐内外正杂支款!岁需七八百万(!但

这七八百万并非都是盐课! 其中还包括了部分杂项在

内" 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找到某一年份两淮盐

课的确切记载来推断" 如据有关资料记载!顺治初年!

清政府向两淮盐商'征课银 *$万两有奇(

'($)卷"(%食货志
" 如

果以国家全年盐课为 "+万引计!那么两淮所占比重应该

为 $-%!/" 再以康熙二十四年%($"*年&为例!内地八个盐

区%不算奉天#甘肃!也不算四川#云南及陕西部分地区的

票盐 & 岁额课银 !!""#!&&& 余两 ! 其中两淮课银

#!&!,!&&&余两!占全国比重的一半还多%*#%*!/&

'(+)#$,##+&

"

如果说两年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数

年的情况也许能给予我们更详细的答案!具体情况

见表-"

表 ! 鸦片战争前清朝税收结构比较表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锋!"清代财经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年'

单位!万两

-*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

版社$!"#$年第 %&%页%

时 间 两淮岁入!两" 全国岁入!两" 淮课所占比例!

顺治 %'年(!)*+年, ! !"& '"' - !-$ '!) *)./

顺治 !0年(%)*&年, % /)' )'- - *-' )0) *0

顺治 %*年(%)*$年, &$& "&* - *%) "$" /%./

康熙 /年(%))0年, % &$) &"% - &0/ )&* )0.*

康熙 %-年(%)&/年, % 00) **- - &"- &'* *%.$

乾隆 $年(%&0/年, - *)$ /0$ * *)' *0' 0).-

!"#

嘉庆 $年(%$'/年, - /'$ %"& * )*- *&* 0'.$

总之#在全国十一大盐区当中#两淮是食盐产销量

最大的一个盐区# 同时# 更是赋税负担最重的一个盐

区$

四!结 语

上述分析表明# 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而

言#两淮盐区的重要性都是勿庸置疑的$不过必须说明

的是#本文其实只是分析了盐价值的一个方面%而盐的

功效#体现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方面$ 本文所指#

主要是针对其社会属性而言# 即盐税作为国家税收的

重要来源之一# 在国民经济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此时的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已经完全超越了其

自然属性所体现的价值# 它已不仅仅是调味品或营养

品#而是被政府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从而演变成了

国家获取供赋的一个载体$ 盐如果一旦脱离了这个载

体#就不可能会被人们抬到如此高的地步$当今事实表

明#当盐税的重要性退出历史舞台时#除了作为调味品

或营养品这一自然属性外# 盐的其他功效通常会被人

们所忽视$

注释"

$中国盐税的渊源可上溯至四千多年前的夏代$与此相

关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禹贡'% "尚书&禹贡'中有青州

(厥贡盐?)的记载$就是说青州(贡)给奴隶主国家的贡物有

盐和?*一种细葛布+$但此时的(贡盐)还不具备税收的性

质% 商,周时代基本上沿袭了夏朝的做法$盐业收入仍未被当

作税收来征收%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春秋中期$齐恒公利用管仲之策$率先实行盐专卖制$从此盐

开始为政府所垄断$而盐税也因此成为国家的重要财税来源

之一*参见马克&科尔兰斯基著$夏业良,丁伶青译"盐'$第

-$%"-$0页+% 春秋以后$其他各朝皆然% 尤其到了唐宋以后$

盐税在整个国家财税收入当中所占比重可谓越来越大% 最初

我们在唐代有关史料中能看到有关盐税占国家全部税收之

半的记载$一直到清代$这种局面都没有多大改变% 而事实上

(盐税占国家全部税收之半) 的说法恐怕并不是一个延续不

变的现象$它可能只是在某一个朝代的某一段时间存在% 有

关这一点本文在后文将有详细的阐述%

%比如在清代$拥有巨额资产的扬州盐商*又称两淮盐

商+$就曾对扬州的书院建设,园林建设,市镇建设,民俗风

情,饮食服饰,戏曲繁荣等做出过重大贡献% 有关这方面的研

究成果颇多$比如王振忠的"明清徽州与淮扬社会变迁'*三

联书店$%"")年+-王瑜,朱正海主编的"盐商与扬州'*江苏古

籍出版社$-''%年+-朱宗宙的"清代扬州盐商与戏曲'*"盐业

史研究'%"""年第 -期+- 王伟康的 "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

*"扬州大学学报'-''%年第 - 期+-郑志良的"论乾隆时期扬

州盐商与昆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 年第 ) 期+-蔡

春浩的"明清徽商对扬州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年第 %期+-黄炜炜的"清代两淮盐商与扬州饮

食'*"扬州大学烹饪学报'-''*年第 - 期+以及黄?成,汪崇

郰,宋良曦,陈然,曾凡英,杨贤宗,于海根等学者的相关论

文$对此都有详细的论述%

&马克&科尔兰斯基在其著作"盐'的引言中提到$在传

统的日本戏院里$每次演出之前$都要在舞台上撒盐$以保护

演员不受邪恶精灵或鬼怪的伤害% 在海地$人们认为打破咒

符$ 使举止怪异者恢复正常的惟一方式就是利用盐的魔力%

在加勒比海黑人的文化中$盐打破符咒的能力不只是局限于

邪恶精灵或鬼怪$他们同时还认为盐会驱逐所有的精灵% 而

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相信盐能够驱赶邪恶的眼睛% 陈然,曾凡

英在"盐$一种文化现象'一文中也提到$在我国的盐都自流

井地区$因盐场用牛众多$每年逢牛王诞辰之日$便举行盛大

庆典和祭祀活动$称之为(牛王会)% 参见彭泽益,王仁远编!

"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年$第 *%&页%

'公元 "世纪至 %&世纪$在云南的丽江,永昌,建都,普

洱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都曾出现过盐币% 盐币是地

方政府所发行的$ 并以官方掌握的印记控制盐币形状与重

量$固有其价值$如同货币发行一样由官方严格管理% 甚至到

-'世纪中期$云南的裸黑山还有盐币的存在% 有关云南盐币

的具体情况可参阅董咸庆的"盐币!云南市场流通过的货币'

*彭泽益, 王仁远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 */""**) 页+和赵小平的"清代

滇盐生产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缪坤和主编!"经济史论

丛'$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第 -0/"-*-页+二文% 上述二

文就云南盐币的产生,发展,流通,形态,功能问题进行了详

细地阐述%

(埃及人制造木乃伊是使用盐来防腐-对于古希伯来人

以及现代犹太人来说$盐是上帝与以色列缔结盟约的永恒象

征-而在伊斯兰教徒看来$若能用盐来封存契约$其本质将永

远不会改变%

)康熙"两淮盐法志'$由崔华,谢开宠等人纂修$成书于

康熙三十二年*%)"/年+-雍正"两淮盐法志'$由两淮巡盐御

表 0 两淮与全国税课岁入比较表

0)



史噶尔泰纂辑!成书于雍正六年"!"#$ 年#$乾隆%两淮盐法

志&!由两淮盐政吉庆等奏准重修!王世球等人编纂!成书于

乾隆十三年"%"&$年'!嘉庆%两淮盐法志&!两淮盐政佶山奏

准重修!单渠(沈襄琴等编纂!成书于嘉庆十一年"%$'( 年'$

光绪%两淮盐法志&!由王定安(朱孔彰等编纂!成稿于光绪十

八年"%$)#年'!光绪三十年"%)'&年'!经过校定修改候于光

绪三十一年"%)'*年'刊行)

!清承明制!清初与明代一样!两淮共有盐场三十所!分

别是丰利(掘港(石港(马塘场(金沙(西亭(吕四(余西(余中(

余东(角斜(縀茶(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

草堰(白驹场(刘庄(伍佑(新兴(庙湾(板浦(徐渎(临洪(兴

庄(莞渎*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对 +'所盐场的布局

进行了调整,康熙十七年-%("$年'!将徐渎场并入杨浦场$雍

正五年-%"#"年'!将临洪(兴庄 #场合并设立临兴场$乾隆元

年-%"+(年'!在淮北设立中正场!且将浣渎场并入!在淮南则

将马塘场并入石港场!余中场并入余西场!白驹场并入草堰

场$乾隆三十三年-%"($年'!将西亭场并入金沙场!小海场并

入丁溪场* 经过康(雍(乾三代的调整!共裁并了 )场!新设 #

场!故有清一代!两淮盐业的三个分司!共辖 #+盐场* 只是在

光绪三十三年-%)'"年'!因淮南盐场不敷!故在淮北增辟新

海滩产盐!但到民国元年-%)%#年'!方正式设立济南场!故不

能将其计入清代盐场之列*

"这是就官盐而言!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的私盐无法进行

统计!因此!一百六十多万引官盐并非两淮每年产盐量的全

部*

#由于缺乏云南(陕甘两盐区的具体数据!因此无法作

出准确的判断*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云南(陕甘的产盐量在乾

隆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上元等 $县归纲 %+$,$&"引!系带课不行盐!因此两淮

实际行盐为 %,($','''余引*

%&'据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 其中湖南( 湖北大概有

)'!以上的人口以官食淮盐为主! 江西( 安徽的相关比例为

"*!*

%('王?成的统计与陈锋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出入!据王

?成考证!乾隆年间两淮盐商每年上缴的盐课占全国盐课的

('!左右 -参见王?成,%论两淮盐业经济对清代学术文化的

影响&-%江海学刊&-''%年第 +期''*

参考文献!

.%/ 欧阳修0新唐书.食货志.1/2北京3中华书局,%))*2

.-/ 马克.科尔兰斯基-145678594:;6<'2盐.1/2北京3机械工业

出版社=#''*2

.+/ 田秋野,周维亮2中华盐业史.1/2台北3台湾商务印书馆,%)")2

.&/ 嘉庆2两淮盐法志2嘉庆十一年-%$'(年'刻本2

.*/ 张海鹏 ,王廷元 2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1/2合肥 3黄山书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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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世臣2包世臣全集.1/2合肥3黄山书社,%))+2

."/ 赵滨彦2两淮案牍钞存2光绪朝铅印本2

.$/ 陈庆年2两淮盐法撰要2民国年间益智社铅印本2

.)/ 郭正忠2中国盐业史3古代编.1/2北京3人民出版社,%))"2

.%'/ 陈锋2清代盐政与盐税.1/2郑州3中州古籍出版社,%)$$2

.%%/ 杨德泉2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2江海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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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脱=等0宋史.食货志.1/0北京3中华书局=%)""0

.%&/ 李果0在亭丛稿0乾隆十年-%"&*年'刻本0

.%*/ 陶澍0陶澍集3上.1/0长沙3岳麓书社=%))$0

.%(/ 黄之隽0江南通志.1/0北京3京华书局=%)("0

.%"/ 吴慧=李明明0中国盐法史.1/0台北3台湾文津出版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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