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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盐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榷估的特殊商品"食盐事关国计民生"历代王朝都把榷估专营作为经营管

理食盐的主要原则$ 历史上云南地区产盐总量不丰"但自汉朝就设有盐官"唐宋时南诏大理国割据一方"元明以均

设有盐务专职$明王朝平定云南以后"对地处边疆的云南采取了一些特殊策略"利用榷盐特权%募盐商于各边开中&

是其中的重要策略之一$ 明代在云南召商开中"扩大了云南盐业生产规模"吸引内地人口流入云南"促进云南与内

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带动了云南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屯&的发展"一些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就是发轫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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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伊始# 即对云南进行以军事移民为主要

方式的大规模开发经营$明政府发展了金%元的屯田制

度#在云南大兴军屯$ -B"!年#在明王朝调集军队平定

云南之际#就做了大量后勤准备工作$ %BD"年#贵州都

指挥使司建立后#自岳州至贵州设置了 !E驿#每驿贮

粮 B千石#以供行军食用#使征滇明军大获裨益$ 但明

军入滇后#缺粮现象严重#朱元璋不得不在 %B"B年初

步平定乌撒叛乱后#随即班师#只留沐英率领数万军队

镇守云南$沐英总结和推广了屯田制度#使之成为云南

的一项驻军制度$由于明代云南人口激增#粮食成了一

个敏感的问题$明政府在云南开设大量军屯的同时#把

历朝由国家专营的食盐作为一个突破口#召商&开中'#

实行商屯# 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一%榷估制度!&开中'盐法的历史支点

中国古代官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营# 是为榷估制

度$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食盐历来官营$ &煮海之利#历

代皆官领之'$

F%G

(管子)载春秋时&唯官山海为可耳'#是

中国最早实行榷估制度的先声$ 战国时秦国也实行盐

铁官营$到了西汉#桑弘羊系统地推行并发展了榷估制

度#收盐利统属国有$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年>著

名的盐铁会议后约三十年#桓宽根据会议记录写成(盐

铁论) 一书# 对桑弘羊的榷盐政策加以总结并坚决维

护$东汉时#榷估制度时行时罢$魏晋以来#由于豪强的

强烈反对#榷估制度暂止推行$ 唐安史之乱以后#由于

朝廷财政困难#政府又开始推行榷盐制度$ 此后#榷盐

法虽屡有变更#但历宋元至明#食盐一直是国家专利或

与少数有专卖特权的商人分利的商品$ 由于盐利是一

项主要的稳定财政收人#政府实行榷盐法以后#排斥或

限制了私人对盐的经营#因此#榷盐法成了封建国家的

一种财政政策和经济调控政策$

由于榷盐法的垄断性# 它必然产生扩大剥削和贪

污勒索等弊病$ 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已渐

渐不能包揽一切# 不能不让出部分利润与少数商人分

利$ 宋仁宗时#运销食盐已出现专用的凭证#称作&盐

钞'$ 商人用钱向官府购取&盐钞'#上面注明具体价格

及应领盐的数量#然后凭钞到产盐地领盐#再到一定地

H%



区销售牟利! 此后"由于军用浩繁"官府间或恶性增发

盐钞"钞法不断遭到破坏"蔡京当政时"遂又推出#引

法$"即商人向官府缴钱买#引$"凭盐引在官府的监督

下买盐贩卖"商人取得的运盐凭证也改称#盐引$%

明朝对榷盐制度作了发展和完善"实行开中盐法!

开中盐法是明朝政府在整顿因元末战事而受破坏的盐

法过程中创立的"在洪武年间推广力度很大"但凡涉及

缺少粮食的军事卫所都先后实行过开中制" 是明朝盐

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创新! 什么是开中呢& 简单说来"

#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

!"#何珍如对开中盐法

作了较为清晰的总结"认为商人纳粮完毕"由收粮机关

填写纳粮数量及该给引盐数目" 交与商人到盐运司或

提举司依数领盐"这就是开中法!$#%&

%由于明初在云南驻

军极众"军粮吃紧"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军粮问题"云南

地区的平定就无法得到保障% 军粮问题首先可以通过

军屯所生产之粮解决"但不能完全满足军需"明政府效

法宋代解决北方边塞军粮问题的 #折中$ 专卖食盐之

法"开中纳粮"补充军粮"即是为#开中$%

开中盐法既是一项经济措施"也是一项军事措施"

它之所以得以实施" 与历朝的食盐专卖制度有直接联

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食

盐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须品"却又不能任意生产和营销"

自然成了历朝官府的重大榷估对象% 这种榷估制度正

是#开中$盐法在僻远的云南得以实行的历史原因% 只

要有利可图"商人们就愿意用粮食获取#盐引$%这对官

府和商人而言是两全其美之事% 从#开中$盐法推行的

情形看" 其实践和流变情形比较复杂" 兹就明代云南

#开中$盐法的推行略作考说%

二!明代云南"开中#盐法的推行

云南盐的运销"在明代以前#大都听民自煎"以后

移民渐多"原有煎灶井灶供不应求"除调进部份川盐'

粤盐接济外"本省岩盐资源相继开发! $

!'#有明一代"见

于史载的盐井较前代增益颇多"究其原因"与(开中$盐

法的实施不无关系%云南早期推行(开中$盐法的时候"

一度靠淮盐'浙盐或川盐支给盐商"史载(凡云南纳米

六斗( 给淮盐二百斤( 米五斗者给浙盐二百斤( 米一石

者给川盐二百斤% $

!)#随着云南井盐生产的回恢复和发

展"云南盐井开发数相应增加"洪武年间全国设立的七

个盐课提举司中"云南就有四个"即黑盐井'安宁盐井'

白盐井和五井"各盐课提举司辖区所开盐井颇盛"其中

最著名者如楚雄黑井'姚安白羊井'大理诺邓井'安宁大

井'鹤庆桥后井'武定只旧井等等"(其余小井无数$

!*#

%

这些盐井有的是在原有基础上续开" 有的是完全增开

新井"说明云南各地盐业生产不同程度得到发展"而盐

业生产的发展则是朝廷推行(开中$盐法前提"是实施

(商屯$之制的重要保障"对边疆巩固意义重大%

从盐法入手来解决后续军饷给养问题是明明朝的

重大战略之一"(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

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即而倍征之)*$

!"#后明军

南征"及至云南"愈显兵食不济"所以明军入滇伊始官府

就于洪武十五年+,'-' 年.二月(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

纳盐粮以给之% $

!*#目的是(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

!,#虽

然明代(开中$范围不拘于云南一地"但召商(开中$一

开始就成为明朝开发云南的新方式和重要特点% 从明

朝实施开中盐法的初衷看" 主要目的是解决军粮以稳

固边防"据+明实录,'+明史,'+滇云历年传,'+滇史,等

史料记载"明代几乎在云南全境都实行过开中%而前来

云南参与开中的主体也是多元的"大多是江浙'四川等

有一定商品经济基础之地的盐商" 当然也有云南本地

的盐商%我们注意到"明代云南开中盐法的推行大致可

分两种情形-其一"要求盐商输送一定数量的粮食到云

南" 然后就可以凭盐引到内地指定的产盐地支盐"如

())于是户部奏定商人纳米给盐之例-凡云南纳米六

斗者给淮盐二百斤%$

!/#其二"官府规定给盐商一定量的

云南本地盐"要求盐商把对应量的粮食运到指定地区"

如())户部奏定安宁盐井中盐输米二石八斗"普安府

输米一石八斗者"皆给安宁盐二百斤%$

!-#从等量盐对应

的粮食数量看" 与产盐地空间距离的远近决定着开中

纳粮数的多少%

开中盐法必然涉及盐引问题% 盐引作为商人用以

支领和运销食盐的凭证"每引盐的重量互有多寡"有的

差别较大"一般额度是(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

!,#

%

盐的质量是决定盐引额度的因素之一"但运销成品盐的

难度才是主要参照依据"比如官方要求(安宁井每引纳

米二石"黑白井每引一石五斗"五井每引一石三斗$

!%#

%

比较安宁和黑井两地"安宁地较黑井交通便利"纳粮数

自然也多于黑井"符合客观规律%盐引额度并非一成不

变"官府会依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对盐引作出相应调整"

如最初规定在曲靖地区开中盐粮的盐引额度为每引米

二石"但是人民反映该额度纳米数太多"到曲靖开中的

商人自然就少"一度无法停止开中"(至是户部以闻"命

减轻为一石五斗"仍旧开中% $

!&#又如())仍请以大理

原中黑盐等四井"盐一引米二石"今改作一石五斗"金

齿原中安宁'五井盐一引一石二斗"今减为一石"黑白

二井盐一引一石"今减作八斗% $

!,0#这样机动灵活地调

整盐引"有助于开中盐法的推行"调动盐商的积极性%

在召商开中过程中"有时官府大乱盐法"肆意滥发

)$



盐引!使开中盐法变成财政搜刮的一种手段"史载#$先

是命甘肃开中两淮%云南%四川盐!以备军储" 至是四

川% 云南盐无人报中者十三万七千二百七十八引&&

其云南%四川中剩之数!各令布政司鬻之&&'

!""#这种

现象在客观上降低了盐引的信用价值! 然而考虑到明

政府在边境各省开中的实质就是维护其封建统治!这

也就不足为怪了(

盐商在云南开中!最初多纳粮给官府!随着全国商

品经济的发展! 后来出现了纳实物中盐和纳钱中盐等

情形) 史载英宗至治三年*"$%&年+!,准纳马中盐'

!'(#

!

是为纳实物中盐) 英宗正统十四年*'))*年+六月!,云

南永平县并千户所言# 云南五井俱被金齿诸处豪右中

纳!每引时直米二三石!止输五六斗!今永平军民愿每

引纳银三两!于金齿仓交收籴米)从之) '

!'&#类似以钱代

粮中纳的现象不断出现!虽然具体原因多样!但与云南

商品经济的起步和发展是相适应)以银代粮开中!必以

粮食供应充裕为前提) 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一方面!

盐商可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参与开中获利! 而稍有余钱

的百姓也有机会开中并销盐盈利-另一方面!这又加速

了封建经济因素在云南的培育和发展! 特别是金属货

币更为广泛的流通影响深远! 在云南货币发展史上写

下了浓重的一笔)时间一长!,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

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支守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

余万) 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屯商撤业&&'

!'#

!开中盐法

在完成使命后遂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也应注意

到!明朝中后期以后!政府推行开中盐法主要已非开发

边地以巩固国防! 而是通过纳银中盐从商人手中敛聚

财富)

三!对明代云南"开中#盐法的社会影响

云南盐业的发展不仅历史悠久!富有地方.民族特

色!而且对云南历史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

) 明代在

云南实行开中盐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军粮问题!而商

屯的兴起本身也成为边地垦殖的一部分) 任何事物过

犹不及) 明政府从开中盐法中看到有利可图! 一味开

中!会导致盐业生产和销售之间的矛盾)开中会刺激盐

业生产产量的增加! 但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

盐的需求是容易饱和的! 所以产量相对过剩带来的是

食盐的积压滞销)进一步说!开中盐法运行过程中在商

人和专事盐业生产的灶户之间介入政府这个环节!人

为地割断灶户与盐商之间的联系+部分奸商为了谋利!

主动与官府勾结! 实际上破坏了开中盐法!,这与不断

发展着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是相矛盾的) '

!(#*,从

有明一代在云南推行开中盐法的历史看! 笔者认为开

中盐法对强化云南与内地联系! 促进云南盐区的封建

华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 内地封建文明的血液一直在

浇灌着云南社会向前缓慢发展! 召商开中政策是其中

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

首先!明代在云南召商开中!直接促进了,商屯'的

发展) 虽然有的学者研究认为明代云南没有出现过商

屯!认为开中盐法本身并不等同于商屯!用开中的推行

来说明商屯的存在是不可靠的! 只有拿出具体的事例

才可以证明明代云南地区确实出现过商屯) 此观点以

云南大学古永继教授为代表!'-#

) 但是!就连古教授本人

在早期的研究中也曾经认为,明代军屯.民屯.商屯并

举!大量内地汉族人口被移入云南'

!'.#

) 笔者并非意在

得出古教授研究结论前后矛盾的臆说! 因为他对自己

的见解作出修正恰好说明该研究在不断深入) 笔者认

为!封建王朝在云南进行商屯始自汉代) 到了明代!由

于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云南人口激增!造成粮食相对

紧缺!粮价日益上涨) /&0%年明朝初平云南就开始,兵

食不继'! 朱元璋 ,命户部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

之)'

!.#到成祖即位后!当时战略地位比云南更为突出的

北京诸卫缺少粮食! 政府决定把开中的重心放在北京

诸卫! 其他很多地方则选择性停止开中!,唯云南金齿

卫.楚雄卫&&开中如故!'#

) 说明明政府依旧重视云南

的开垦建设)商屯是明代军屯和民屯的补充形式!在云

南!三者的屯种面积计约达 '-,万亩!占当时全省耕地

总面积的一半左右 !'1#

!这在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史上

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在军屯.商屯和开中之间还曾

一度出现连环式促进效应! 即开中纳粮保证了军队可

以更稳定地开设军屯!同时促成商屯-商屯和军屯生产

的粮食!有一部分又可供盐商赖以开中)

来云南开中的盐商如果在云南就地购粮缴纳或长

途运粮!成本都很高!利润不大!因此!他们选择用较少

的资本召募内地的贫苦农民到边疆开荒屯种! 盐商用

剥削来的地租就地换取盐引开中!在卖盐获利!这类屯

种的土地属于,商屯'!而且在云南有一定发展)笔者认

为!云南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境内缺乏固定.经常和

大规模的纳粮开中地点! 因此! 商屯并不能常态化发

展!商人退出后留在边地的移民就转为民屯性质)从人

口流动的视角看!军屯.民屯和商屯都涉及移民问题!

加之云南各地屯田规模有限! 民屯和商屯的界线就会

弱化) 所以!用开中来说明商屯的存在并非毫无道理)

其次!明代在云南召商开中!促进了封建商品经济

的发展) 盐作为特殊的商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

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兴起! 围绕重要的产盐区自

然就会形成一些以盐业经济为中心的集镇! 如连然井

)&



附近的安宁!随着盐业的发展"这些城镇也相应繁荣起

来"推进云南封建化进程!由于明初统治者采取了休养

生息政策"明初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到明朝中期以后"我国的商品经济已空前活跃"在一些

行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在这种浪潮的冲

击下"明政府对封建赋役制度加以相应改革!明神宗万

历九年#!"#!年$"明政府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

杂派一概征银% 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自明宪宗成化

以来就已经以银代粮开中!以银代谷米开中后"很多农

产品逐渐商品化"城镇经济有了发展!一些有钱的地主

相继参与开中"打破了盐商对开中的垄断!而盐商手中

用来召民垦田进行商屯的士地也失去了原来的经济意

义"不断转入地主手中"变成所谓&民田'% 也有一些拥

有商屯土地的盐商转变成地主" 促进了云南封建经济

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也和全国一样选择

以白银为主币"曾一度在云南流通的贝币则退居次席%

货币的统一" 进一步紧固了云南与祖国内地经济联系

的纽带%

第三"明代云南的召商开中"有利于民族融合和经

济(文化的交流%由于开中盐法要求商人必须把实物如

粮(茶(马(豆(麦(帛(铁等输送到边防卫所才能取得贩

卖食盐的盐引"所以"开中盐法的实施对全国的人力(

物力是一次有效的调济" 密切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联

系% 明政府开中最初集中在辽东(蓟州(永平(密云(昌

平(易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等所

谓的九边地区"后来范围扩大到四川(云南等地"待云

南开中时便吸引了一些因开中盐法受益的江浙等地盐

商到云南参与开中"同时"个别云南盐商也到省外参与

开中% 一些客商到云南开中后"就地居留"改变了云南

一些地区的民族结构和人口结构")云龙记往*段保传+

载,&-洪武$三十年"子海袭%时田亩日开"客商日众"夷

人不善计算"客商侵利"夷日困"或死或迁"客民多渐少

矣% '

$!#%笔者认为"当地人未必尽为&或死或迁'"其中被

同化者必定很多%这样"民族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利多弊少%一些盐商来云南开中时"

还带来了内地的商品" 把商品交换意识撒播到云南各

族民众之中"使商品交换在云南也迅速发展起来%外来

移民的流入改变着盐井区的文化"如&石羊古镇的多元

宗教信仰& 是随着石羊盐业的开发和繁荣而进入并兴

盛的" 石羊多元宗教并存所反映的正是以盐业生产为

生计之本的世俗生活% '

$!'%

第四"明代云南召商开中"有利于对盐矿资源的合

理开采和利用"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云南在南诏时

期"井盐的开采就很兴盛"仅云南威远一带就有一百多

处$()%

% 安宁一带的井盐也很有名"制盐技术多样"主要

用煮卤成盐法"偶用焚薪洗碳法"成品盐有块盐和颗盐

等%宋元时期对盐矿的开采基本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发展不明显% 到了明代"安宁盐井已采用凿井汲卤"然

后用辘轳提升出井%煮盐过程已粗略分作提纯(洗涤等

步骤"这不仅提高了产量"还提高了成品盐的纯度"在

一定意义上保征了人们的身心健康% 某些一度停产的

盐井如兰州(黑盐井(安宁井都于明初恢复生产"并设

云南盐课提举司总管其事% 明代著名盐井除了上文述

及的黑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兰州井外"还有剑川弥

沙井(洱源桥后井(武定只旧井等%云南盐产量提高后"

官府可以用云南当地生产的盐来开中" 减少了对外省

盐的依赖%客观上"召商开中使明代盐矿资源与粮食得

到了合理配置"盐粮互济"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总

之"明朝一直在云南实行盐商中纳盐粮的开中之法"开

展商屯"一部分汉族人口以移民的形式进入云南垦殖"

落籍于云南"成了汉族移民的一部分%他们对云南的开

发"对民族关系的改善"对全国在政治上的统一"以及

边疆的巩固和边疆经济的繁荣" 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

用%

第五"&开中'盐法刺激明代云南盐业经济发展"成

为云南一些地区&改土归流'的经济社会动因% 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地区要数大理云龙% 云龙盛产井盐的记载

可以溯及汉代% 明代云龙各盐井俱辖于五井盐课提举

司"提举司与地方土司互争盐利%盐业生产的发展必然

使外来人口不断流入"不断冲击土司制度%以盐课提举

为代表的流管与地方土司之间矛盾不断升级" 而矛盾

焦点就是盐井之利%从社会学和民族史视角看"当地处

于土流兼治的政治局面下" 而土官与盐官明争暗斗"

&客商侵利"夷人困"客日多"夷渐少矣'

$(!%

"这是最直接

的写照% 外来人口的流入不断冲击着当地少数民族地

区的土司制度" 加之土司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也在不断

反抗土司的统治"土司制度难以维系"天启元年-!*(!

年$在云龙实行改土归流"流官知州周宪章在不到一年

后就把州治从旧州移至盐课提举举驻地洛马井%显然"

正是那些不断涌入的盐商改变了云龙等地的民族结

构"也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因而&改土归流'也就水

到渠成%

四!结 语

开中制度最早在北方施行" 在洪武初年扩及至云

南地区% 开中盐法作为中国古代榷估制度的特殊表现

形式"是明政府开发云南等地盐业的一种重要方式"而

施行开中盐法的根本目的是让商人把粮食输送到明朝

++



大军驻扎之地!服务于边疆巩固大业" 从史料记载看!

商人在云南开中输粮!利润回报较高!但云南的自然地

理条件决定了输纳粮食的难度极大! 以至军中曾经出

现缺粮之怨" 明政府于是降低开中比率以吸引商人参

与开中! 同时借助商屯就近纳粮开中! 促进尚屯的发

展"而开中时也支给云南本地盐!刺激了云南盐业生产

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引

起深远的社会影响"在一些地区#如大理云龙$!盐业生

产直接导致改土归流! 开启云南边地早期内地化的历

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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